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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木”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

庄享静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中医理论是来自身体经验的理论，采用“近取譬”的隐喻语言解释概念，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本文借由探讨中医里存
在的一个以“木”作为始源域的概念隐喻认知系统，来了解古人如何经由对木的认识，运用木的自然特性、对人类的贡献、出现

偏态或死亡为隐喻，阐释所类比的木形人及藏象配属肝胆的生理特性、脏腑功能、病理现象、以及诊断治疗等中医概念，以双收

鱼与渔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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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理不是凭空想象，是古人透过肉眼观测和
身体体验的方式对自然界入微观察［１］，然后采用“近取

譬”之法———以身体经验或周边事物的隐喻形式解释

其理论、建构其认知体系而来［２］。隐喻是说明生疏概

念的最有效方法之一［３］，把一场域的熟悉概念带向另

一不同概念但有类比关系的新场域去，即利用一个结

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理解另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

域［１］，如惠子所言：“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

之”。于《孟子·尽心上第１６节》述：“舜之居深山之
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说明木已存在于古人的生活

中，是身边常见之物；而木之意，《说文解字》说：“木，

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草，下象其根，凡木之属

皆从木”，意谓木的最初本意是从地上长出的树木，具

向阳性，像草一样，根朝土里生长，且凡是具有木之属

性的事物或现象都归属于木；又《尚书·洪范》“木曰

曲直”，揭示木具有向上生长、向外拓展、枝繁叶茂等特

征，由此引申出其具生发、舒展、生机勃勃、能屈能伸等

隐喻特性。以上阐释在体现出古人对木的深刻观察与

理解，于语言的隐喻表达中也可见一斑，如枯木逢春、

风木之思、刚毅木讷等；在中医理论里也可发现有此应

用，以木为始源域来诠释人体的概念，映射的目标域是

体质分类中的木形之人、及脏腑配属的肝胆系统。

１　木形之人
《灵枢·卫气失常》以“人之肥瘦大小温寒”指出

人的体形、体质各异，因而可进行不同的分类。《灵枢

·阴阳二十五人》将人体类型与宇宙事物一样分类于

五行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

而现实生活中最方便的五行分类方法是以五色区分，

《阴阳二十五人》然后再以五声细分，共为２５种形态特
征：“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

而二十五人具矣”。《灵枢》推究造成不同体态的主要

原因是人体内气血的多少，提示一旦掌握了２５种形态
的概念，就能由人的外在体象来测候其脏腑状态，故

曰：“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所生，别而以候，从外知

内”。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对于木形之人的主体特

征描述为：“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

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劳心少力

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阴，佗佗

然”，这是经由对木的认识类比而来的描画。《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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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二十五人》为了方便后人学习，还原了木为始源域

的内容以阐明其中的类比推理；本文为了清楚对比出

２个概念场间的类比关系，将张景岳的文字陈述：“木
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比，属也，下同。角为

木音，苍为木色，木形之人，言禀木气之全者也，音比上

角，而象类东方之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象木之巅

也。）长面，（木形长也。）大肩背，（木身大也。）直身，

（木体直也。）小手足。（木枝细也，此上以体象而言。）

好有才，（随斫成材，木之用也。）劳心，（发生无穷，木

之化也。）少力，（木性柔也。）多忧劳于事，（木不能静

也。）能春夏不能秋冬。（木得阳而生长，得阴而凋落，

此以性而言也。能，耐同，下彼此。）”转化为表格的形

式呈现（表１）。

表１　《类经》木形之人主要特征的２个概念场描述

始源域描述（Ｓ） 目标域描述（Ｔ）

木形之人：言禀木气之全者也，属于木音之上角，而象类东方之苍帝。

·以木之体象而言：

Ｓ１：木之巅也 Ｔ１：为人苍色小头
Ｓ２：木形长也 Ｔ２：长面
Ｓ３：木身大也 Ｔ３：大肩背
Ｓ４：木体直也 Ｔ４：直身
Ｓ５：木枝细也 Ｔ５：小手足

·木之用而言：

Ｓ６：随斫成材 Ｔ６：好有才
·木之化而言：

Ｓ７：发生无穷 Ｔ７：劳心
·木之性而言：

Ｓ８：木性柔也 Ｔ８：少力
Ｓ９：木不能静也 Ｔ９：多忧劳于事
Ｓ１０：木得阳而生长，得阴而凋落 Ｔ１０：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

·肝木而言：

Ｓ１１：肝木之经也 Ｔ１１：足厥阴
Ｓ１２：筋柔迟重之貌 Ｔ１２：佗佗然

　　基于《类经·阴阳二十五人》云：“足厥阴为木之
脏，足少阳为木之腑”以及《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认

为足少阳之上如果气血旺盛则通髯美长，之下倘若血

气饱满则胫毛美长及外踝肥之论点，木形之人可以依

少阳胆经之左右、上下再进行分类，形成另４种偏形，
分别归属于木音之大角、左角、钛角、判角等４个调式：
“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上遗遗然；左角之人

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下随随然；钛角之人，比于右足

少阳，少阳之上推推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

之下栝栝然。”《黄帝内经集注》运用了５种不同的木
之形态来阐释这５种木形之人的体态：“足厥阴风木主
气，佗佗，美也，如木之美材也……足少阳之上，血气盛

泽通髯美长也。遗遗，谦下之态，如树叶之下垂也；推

推，上进之态，如树叶之上达也……足少阳之下，血气

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也。随随，从顺之态，如木体之

委曲也；栝栝，正直之态，如木体之挺直也。”为清楚说

明张志聪等人所运用的类比映射，以表２呈现。

表２　《黄帝内经集注》５种木形之人主要特征的概念类比

始源域描述（Ｓ） 目标域描述（Ｔ）

Ｓ１：木之美材 Ｔ１：主要木形之人：佗佗然
·足少阳之上：须髯的长短、多寡：

Ｓ２：枝叶之下垂 （左）Ｔ２：木形人之偏形———大角之人：遗遗然
Ｓ３：枝叶之上达 （右）Ｔ３：木形人之偏形———钛角之人：推推然

·足少阳之下：胫毛之状态与外踝皮肉的厚薄：

Ｓ４：木体之委曲 （右）Ｔ４：木形人之偏形———左角之人：随随然
Ｓ５：木体之挺直 （左）Ｔ５：木形人之偏形———判角之人：栝栝然

　　由此可知，不论是《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或是
《类经》《黄帝内经集注》都是透由对自然木观察的认

识，将其类比描摹木形之人的体形特征；尤其由后二者

的细致类比运用，可看到古人的取象比类并没有粗糙

化中医学理，而是能直白地展现其所体会的理论知识。

２　肝胆系统
２１　从木的自然特性映射至肝胆的生理特性　《素问
·示从容论》提及学习医术、诵读医书者，若能博览群

书并能取象比类，就可贯通医学的道理：“汝受术诵书

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古人运用五

行学说类比人体的脏腑便是一例，这样理论的产出是

古人在知识与经验交织而成的认知系统下运作的结

果；类比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可以协助学习者从相似的

真实世界理解抽象的知识，提供抽象观念的可见性［４］，

因此“知道古人是如何知道的”［１］，可优化中医的学

习———触类旁通。鉴于此，在理解目标域的知识（中医

理论）前，须先对始源域的内容（木）进行探讨。木主

要由根、干、枝、叶所构成，成长的环境要素如同《冯氏

锦囊秘录·五行论》所述：“载培树木者，雨以润之，风

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发生长养之天耳”，提示木

之生发、开展的过程中需要诸多适宜的要素配合，譬如

适量的土地养分供给与水分灌溉，那木的传导细胞吸

收这些物质后可制成树液，形成养料；另外还要合宜的

气候，例如恰当的阳光协助光合作用以促呼吸的进行

和养分制造，或适度的风力蒸散水气以帮助植株内的

水分运输等。

以木的自然特性内容（始源域）为背景，有助于理

解中医理论中肝胆生理特性（目标域）的描述。《难经

·３３难》述及肝体色苍：“肝青象木”，故肝与木配属；
而《素问·金匮真言论》：“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及

《素问·五运行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在藏为

肝……其用为动”进一步指出肝的生理特性如活木般

动态，而《难经·４１难》则具象描绘肝之生理宛如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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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盎然生机：“肝者，东方木也，木者，春也，万物始

生”；再者《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认为以疏泄

来形容肝具生发的生理特性更为贴切：“司疏泄者肝

也”；《临证指南医案·肝风》除了论及肝体主升主动

的特性外，更强调肝体也是需要肾水及血液的涵养：

“故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

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

对于胆系统，《医学见能·六腑》：“胆者，肝之腑，

属木，主升清降浊，疏利中土”点出胆也属木，也具木之

舒展的特性。此外，基于同气相求，《素问·玉机真藏

论》提及春脉主应肝脏，由于此时万物始生，脉气来时

应轻柔而滑，端直而长，若违反了这种现象，就是病脉：

“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

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然而

春天也容易病位在肝、胆，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此时肝若苦急

可考虑使用甘药疗治，即《素问·藏气法时论》说：“肝

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

之”。最后，可以《内经诠释》对《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中“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逆之则伤

肝”四句的注释：“滋肾水以木荣，培土宣通肝郁，滋气

血疏利伏邪，肝为乙木，于令主春，不应时养肝，则令气

逆而伤肝；胆为甲木，胆藏肝内，相为表里，不言胆，而

胆在其中”作为维持肝胆正常生理特性的要点概括。

２２　从木对人类的贡献映射至肝胆的生理功能　木
对自然界的贡献颇多，除了生产可食的果实或种子、制

造家具、工具或设备、及树液转化为产品如枫糖浆……

等经济价值外，还有增加景观，防风，遮阳，通过光合作

用释放氧气、树叶分泌杀菌素和吸收有害气体及粉尘

而净化空气，叶片水分的蒸腾而调节环境的温度与湿

度以防止干旱，绿叶减弱噪音等功能；此外，木之“海绵

效应”的根系可涵养水土、坚固土石，及树冠层能缓解

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刷，减轻洪涝灾害的损失，具有重

要的水土保持作用。

早在远古，古人已理解植被对生态的要紧，如《管

子·度地》云：“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

以柏杨，以备决水”。然而林木的生长过程中也需适当

的砍伐、修剪，这样反而能成长得更好，如获得充足光

线、指引幼树成长、改善造型结构、提升外观、增加果实

产量、去除有病或死去的树枝……等，道理如《内经博

义·五脏五主论》言：“盖五行之妙，每以相制为生”，

但是古人同时也意识到林木保护的重要，不可过度使

用，所以《孟子·梁惠王上第３节》才谓：“斧斤以时入
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反观《冯氏锦囊秘录·改正内景图》对肝如此定

位：“肝者，干也，其性多动而少静，好干犯他脏者也”，

提示肝的生理运作密切影响他脏的司职，由此可说肝

胆系统对身体功能的助益宛若木对人类的诸多贡献；

于《杂病源流犀烛·肝病源流》曰：“肝和则生气，发育

万物，为诸脏之生化”和《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

云：“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可得到支

持。《医旨绪余·难经肺金肝木浮沉说》论及了肝的

生理功能主要与血有关：“肝……以体而言，木也；以用

而言，血也”，《血证论·脏腑病机》也抱持相同观点：

“肝主藏血，血生于心，下行胞中，是为血海，凡周身之

血，总视血海为治乱，血海不扰，则周身之血，无不随之

而安……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素

问·五藏生成》则举例说明肝血的疏泄涵养、维护了人

体的功能：“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

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而《中西汇通医

经精义·五脏所藏》另指出肝因藏血而藏魂：“肝主

血，而内含阳气，是之谓魂……昼则魂游于目而为视，

夜则魂归于肝而为寐”，《灵枢·本神》对魂作了这样

的定义：“随神往来者谓之魂”，综上得知肝血充足且

肝气调畅则魂安，魂安则神明；若再依《素问·灵兰秘

典论》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

下安”推之，神明便脏腑运作正常、机体康健，体现了人

体的健康与肝胆司职正常环环相扣。

然而对于肝血的畅达，《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五脏

所主》必自林木需要适度使用、砍伐中得到了启发：

“肝主血，主清阳之气，必得肺金制之，木不郁而为火，

则清气得升，血脉和畅；如金不能平木，则肝火上升。”

论述了肝之气血的疏泄也需肺气敛肃才不会太过，得

以正常运行。同时，如同自然界的运作，人体之木与

水、土也相互涵养，见于《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云：

“又言补肝者，肝气不可犯，肝血自当养也，血不足者濡

之，水之属也，壮水之主，木赖以荣……气有余者伐之，

木之属也，伐木之干，水赖以安”及《内经博义·五脏

五主论》道：“然土泽而滞，每有水火二窒，水湿则土泥

而不生，火燥则土坚而不荣，唯有厥阴之气，以疏通之，

而达其升德，则水不为濡，火不为燥，而后能奔走诸经，

以行津液，是脾不可一日不主肝也”；然而《素问·五

常证大论》反述及了脾胃中土所司育长之职有赖肝气

的疏通：“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阳和布

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此外，《素问·经

脉别论》也论述了肝还有疏泄水谷之功，濡养筋膜，使

其耐受疲劳：“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就如

《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谓：“肝者，罢极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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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肝的生理功能如同《灵枢·师传》所云：“肝

者主为将，使之候外”，而《医旨绪余·上卷·问十二

经脏腑命名之义》进一步对肝的生理运作指称为“主

干事”：“肝者，干也，属木，象木枝干也。为将军之官，

谋虑出焉，所以干事也。”认为肝气若冲和条达如同树

木生长粗壮、开展枝叶，人体的血液与精微物质得以正

常输送、滋养机体，随之情志、脏腑及诸筋通畅，犹如

《丹溪心法·六郁》之述：“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也就

是说肝捍卫、维护了机体的健康，堪誉为人体之将军之

官。再者，在《尚书·洪范》提出：“曲直作酸”后，医家

们于五行的对应系统内容进行了扩充，例如类比于木

的相应概念还有《素问·六节藏象论》：“其华在爪”，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

在志为怒”，《素问·宣明五气》：“肝为语……并于肝

则忧……肝恶风……肝为泪”，《素问·金匮真言论》：

“其病发惊骇……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

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其臭臊”等，

这些内容等于拓增了中医对肝木的认识，也增辟了诊

断、施治肝胆疾患的思维。

２３　从木的偏态或死亡映射至肝胆之病理现象　树
木虽可消减风力，但也不堪强风的长期吹袭，在如此环

境的树木不是折枝掉叶、树体歪斜、就是连根倒塌；《中

西医汇通医经·五脏所恶》也提及了肝类似的情况：

“肝木主风而即恶风，盖血得和气则流畅，血得邪风则

消灼凝结”。在物质不充的古代，古人假如看见木被折

断或死亡时必会物尽其用：若制成耒耜，则可以行木克

土之制衡，深翻泥土、改善地力；但若被用成房屋建材，

植物则无法在该建地上生长，这是木对土的负面克制，

就如《辨证论·五郁门》所论：“人身后天以脾胃为主，

木克脾土，则脾不能化矣；木克胃土，则胃不能受矣。

脾胃空虚，则津液枯槁，何能分布于五脏七腑哉”，无怪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谆谆告诫：“夫治

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任何生命的生长环境都讲求适度，太过或不及的

情况如气候无风、大风、太寒、太晒，土地太湿、太干、贫

瘠、施肥过多，或过度砍伐……等都不是良境，影响成

长，如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恶气不发，风雨

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槁不荣”。肝体也是如此，在不当

的生理环境下也会阻碍其条达，即《医旨绪余·论五

郁》曰：“木性上升，怫逆不遂，则郁”。由于肝主气血

之疏泄，一旦郁遏，就如《丹溪心法·六郁》言：“（气

血）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对于肝郁的症状体征，《医

旨绪余·论五郁》有所描述：“故凡胁痛耳鸣，眩运暴

仆，目不认人，皆木郁症也”，《血证论·脏腑病机》进

行了补充：“设木郁为火，则血不和，火发为怒，则血横

决，吐血、错经、血痛诸证作焉……目赤头痛……口燥

泄痢，饥不能食，回食逆满……又主藏魂，血不养肝，火

扰其魂，则梦遗不寐，肝又主筋，囊缩……凡季胁

少腹疝痛，皆责于肝，其经名为厥阴，谓阴之尽也……

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血分不和，尤多寒热并见”。

对于木郁的治疗，《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指出了治疗

大则：“木郁达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

所谓泻之”；而《医旨绪余·上卷·气郁胁痛论》则对

“达”有具体的说明：“达，是通达之达，非独止于吐也。

木郁于下，以柴胡、川芎之类升而发之，以顺其挺然之

性，正所谓因曲而为之直，又谓从其性而升之，皆达之

之义也”。此外，《辨证论·五郁门》为脏腑治疗注入

了活水：“其木郁则五郁皆郁，舒肝胆之郁，而五郁尽

舒”。提示施治其他脏腑疾患时，有时可考虑由疏肝来

改善。

３　结语
中医理论依赖于人的自身经验而建立，其真实与

否可验之于人自身［１］，同时为了更清楚刻画心中所理

解的生理、病理、及治疗思维等医学知识，其所用的语

言以生活体验作隐喻为桥，只为引领学习者由一端结

构相对清晰的认知场域跨越到另一端结构相对模糊的

之中医概念场域而建立对新场域知识的认识。本文探

讨中医里存在的一个以“木”作为始源域的概念隐喻

系统，目的是为了认识古人是如何认识这些目标域的

概念［１］，以便在中医学习过程中既得鱼，也得渔，掌握

有效的学习，进而能达到《素问·示从容论》所言之

境：“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

上及下，何必守经”。

参考文献

［１］贾春华．一个以水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Ｊ］．北京中医

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３）：１６４－１６７．

［２］贾春华．中医理论思辨录［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７）：

４４１－４４３．

［３］黄华新，徐慈华，译．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中的类比［Ｍ］．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吴琼．类比法促进有效学习探析－以《物理化学》教学为例［Ｊ］．当代

继续教育，２０１３，３１（１７５）：９５－９７．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０５４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