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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隐喻认知的方法，使用结构映射理论，对中医水的概念进行元理论分析。结果得到了“人体水代谢就是自然界
的水循环”这样一个隐喻表达。人体内的水液代谢，如吸收、输布是源于自然界水液循环的一个结构映射，中医学对人体

内水液代谢的认识是以自然界的水循环为现实依据的。对中医水代谢隐喻的形成过程进行逻辑分析，明确其形成的逻辑

过程以及形成之后的进一步推导，明确隐喻在中医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从自然界水循环的角度看人体内水液代

谢能为中医脾之散精、肺为水之上源、肺之通调水道的概念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医脏象理论中的部分脏腑功能是通过类比

推理得到的，中医有关水液循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具身认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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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隐喻属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范围。直至
２０世纪下半叶，对隐喻的研究获得了巨大发展，使
得隐喻研究成为语言学、哲学等认知科学范围内的

重要内容。有学者［１］明确提出：“隐喻的本质是根据

甲事物来理解和体验乙事物。”它通过人的认知和推

理将一个概念域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进而用另一

个域解释源域的事物。语言中的隐喻本质上是概念

的，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思维

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在形成有意义的概念或者进行推理时，人

类的生理构造、身体体验以及想象力成为人类隐喻

和认知的基础，人类的知识来源于人类与自然界的

互动，而隐喻则是这种互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通

过隐喻将这种互动记录下来，并将隐喻作为人类的

认知工具，因此，隐喻不在是随意的，也不是一种单

纯的语言现象，而是基于经验的认知过程。

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２］。中医

隐喻语言的研究，已经涵盖了中医学中五行学说、脏

象理论、病因理论、病机制论以及治疗等诸多方面。

对中医五行学说已经有文献构建了以自然界五材为

始源域的隐喻认知系统［３８］，此外还有研究使用特征

赋予模型和结构映射模型对五行五脏配属进行了分

析［９１０］。探讨了风邪、湿邪、火邪以及痰饮等中医病

因的隐喻特征［１１１５］，在治疗上，亦有研究以脾胃病为

例，认为脾胃病的治则、治法也来源于人类的隐喻认

知［１６］。

１　隐喻结构理论
隐喻结构理论是 ＥＣ斯坦哈特提出的关于隐

喻逻辑的重要理论。隐喻是自然语言生态系统中的

逻辑有机体。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隐喻大多建立

在类比的基础上，而类比的建立则基于２个可类比
物之间的相对不可区分性，也就是一个隐喻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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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为真当且仅当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在结

构上相对不可区分［１７］。类比推理从目标域（Ｔ）开
始，然后寻找与 Ｔ具有相同关系的更为熟知的始源
域（Ｓ），利用 Ｔ的已知结构与 Ｓ极为相似或相同这
一事实，来推导出 Ｔ中也具有 Ｓ的其他结构相同或
相似。

斯坦哈特认为这个隐喻产生和推理是通过类比

访问、类比映射以及类比迁移３个部分实现的。其
中在类比映射 ｆＭ产生之前属于类比访问阶段。在
类比访问［１７］阶段，当主体接收到一个目标域 Ｔ后，
会产生一个候选的始源域场（Ｓ１，Ｓ２，Ｓ３…），并搜索
其中的同构关系，可以说类比访问阶段就是一个是

搜寻对称的过程。在类比访问阶段之后就是一个类

比映射建立的过程。为了能够进行类比推理需要对

始源域（Ｓ）和目标域（Ｔ）的描述，Ｓ与 Ｔ之间存在着
类比映射ｆＭ，使得Ｓ中的元素与 Ｔ中的元素建立类
比联系。那么 ｆＭ的生成被称为类比映射阶段

［１７］。

来自可类比的不同概念一旦被组合起来，这些概念

的新的意义就产生了。如概念Ａ在始源域中有一个
意义，隐喻解释在目标域中为 Ａ创造了另外一个意
义。类比迁移［１７］就是把始源域描述的知识转移到

目标中，这样的迁移是可以扩充的，它在目标中创立

了意义。类比迁移把始源描述里的命题作为模板来

建构目标里的新命题。添加到目标里的命题把始源

概念和目标概念结合到了一起，最典型的是始源里

的谓词和目标里的论元的组合。类比迁移的最终结

果是一个新的命题生成了，其中的始源概念用于描

述目标概念或者同时描述目标概念和始源概念。

２　人体之水与自然之水
人体自身的功能是人类最想弄清楚的问题，由

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受到时间、空间以及自身感知器

官的限制；此外，人类的经历亦是十分有限的，这些

都限制了人类探寻自我的过程。但是与生俱来的证

伪性是人类认识外在物与内在物、探索未知领域最

有效的工具，人类通过借助已知的概念和概念系统，

并将此隐喻的映射到未知的领域，获得新的知识和

理解。医学研究的是人体，它是处理人体的各种疾

病或病变的学科，其对人体内部变化的机制尤为关

注，这些机制成为中医脏象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中

医脏象的形成一部分是通过最原始的解剖实现的，

通过研究人体的具体结构，得出脏腑所具有的功能。

如肾主水、肺主气司呼吸，等。但对于大多数的脏象

功能，按照我们的一贯观点则是通过隐喻得到的。

在中医学中，古人也是通过隐喻的方法来实现

中医水理论构建的，那么既然是使用隐喻结构理论，

我们就有必要了解自然之水与人体之水的相关内

容。

２１　自然之水　自然界的水是作为农业文明的中
华民族最为重视的。地面或者湖泊中的水可以被太

阳蒸而减少；水在地球上有液态的水，如湖水、河水、

海水等；有固态的水如冰、雪等；还有成为气态的水

蒸气。此外，还可以观察到水的物理特征，如冰冷、

下降、渗透以及流动性等。水是自然界对人类的馈

赠，没有水就没有农作物的生长以及人类的生存。

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古人也认识到水同时也

危害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在上古时期古人就同

水患做着艰苦的斗争，《尚书·禹贡》就歌颂了了大

禹导水、治水，治理上古中原黄河流域洪患的功绩。

中国人生活的中原地区属于半湿润半干燥的气

候区，冬天寒冷而干燥，夏天炎热而多雨，河流主要

是从西向东的方向。中国古代文献中亦记载了古人

对于自然界水的变化特性的考虑及认识。如屈原在

《楚辞·天问》中对于大江东流，海纳百川，海水不

溢发问道：“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庄子在《庄子·

杂篇·徐无鬼》发现风和日照都可以加速水分的蒸

发而说“风之过河也有损焉，日之过河也有损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于自然界成云致雨的原

因则给出了“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

云出天气”的描述，认为云是由于地面水气的蒸发得

到的，云多了水气就会下降得到雨。而《吕氏春秋·

圜道》给出了中原地区水循环过程一个更加清晰的

描述“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

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含有

水气的云向西行走，凝降成雨水向东流，一年四季日

夜不停，天上的云不会减少，海里的水也不会满溢，

质重的水会变成轻轻的水气，小小的水气就会汇聚

成较大的云，这就是循环的过程。

可以将中原地区水循环简要表述为：地球表面

的河流、湖泊、海洋以及土壤通过蒸发、植被通过蒸

腾作用将水汽传送到大气中，大气中的水汽在某区

域汇集，成云致雨，降水后的水一部分汇集河流中被

湖泊、海洋接纳，一部分经过植物的吸收再次蒸发返

回大气。

２２　人体之水　水是生命之源。现代西医学认为，
人体内水分含量可占体重的６０％，对运输各种营养
物质、调节体温、促进生物体内化学反应、腔隙润滑

等有重要作用。水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基

础，是人体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物质。人体每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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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量约维持在相对的平衡状态。每天摄入的水分

由饮料、食物以及生物氧化得来，而水液的排出通过

肾、皮肤、呼吸以及粪便等形式。古人不可能如现代

临床医学那样观察，古人可以观察到从口中摄入的

水液，可以从大小便、汗液以及呼吸排出，如《灵枢·

五癃津液别》说：“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

则为汗。”人体的水代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水

液在体内的变化是不能通过观察得到，对这样一个

重要过程，古人只能通过隐喻的方法来描述、来解

读。

３　基于隐喻结构理论的人体水代谢形成过程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和

四时之法成。”可见人是顺应天地之精气，四时之变

化生成的，这样的观念为形成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类

比创造了条件。人体就是一个小天地，那么在人体

之水与自然之水之间也有可能存在着这样的类比关

系，就有可能形成“人体内的水代谢就是自然界的水

循环”这样一个隐喻描述。

３１　人体水代谢隐喻的形成　在这谈及中医水代
谢隐喻形成之前，必须要提及语境在构建隐喻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任何自然语言的句子都发生在某个

语境中，而这话语的语境就是对句子使用情况的描

述，这个特点在隐喻语言中尤为明显，这也是理解隐

喻的基础。当说出“人体的水代谢就像是自然界的

水循环”这样的隐喻话语时，学习者对此话语可能存

在多种理解，如人体之水与自然之水一样总量是固

定的，被往复反复利用着；或者人体的水和自然界水

循环的过程是类似的……等等。但当我们给出如

《素问·经脉别论篇》所述的关于人体水代谢的描

述：“饮入于胃，?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

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

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２种解释更有可能是说者想真实表达的。那么其
隐喻意义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提出来的，当然以整

个《黄帝内经》为语境这样的隐喻话语可以有更多

的意义，此处以此文本作为研究的基础。

我们可以为这样的语境构建出一个类比关系表

格。见表１。表中使用了２个故事表明关于水代谢
隐喻的始源语境和目标语境的情况，中医的水代谢

的隐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得以实现的。

中医对水液代谢的认识来源于更基础的事实，

也就是可被观察到的人体水分的摄入与排出，这也

就成为形成人类水代谢隐喻的逻辑出发点。人类通

过观察可以知道从口中摄入到胃中的饮食物逐渐减

少并被传送到肠中，也可以观察到膀胱可以储存尿

液，并可将尿液排出。古人很容易的会寻找这些物

质在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水。那么从胃中饮入，

从膀胱排出的人体水液代谢是一个具体过程，古人

也需要在自然界中为这个过程寻找到相应的类比关

系，他们关注了陆地上一次的水循环的过程，并将其

更简化的表示为：下渗→蒸发→降水→径流的过程。
将其简化为此，在于能跟准确的将自然之水与人体

之水进行对照：人体从口中饮入的水在胃中被吸收

逐渐减少，也可以观察到人体主要从小便排出水液，

这与自然界中的下渗与径流是相类似的，进而得到

“人体内的水代谢就是自然界的水循环”这样一个

隐喻。通过上文描述可以看出，古人在以水为基本

物质的基础上，将人体水代谢与自然水循环进行类

比，形成水隐喻的即是来源于如图１所示的人体之
水与自然之水的二元对照关系。

表１　水循环的语境对比

目标语境：人体水代谢 始源语境：自然水循环

在水液进入胃之后，游溢布散其中的

精气，上行输送到脾脏，经过脾脏水液

的精微的布散转输，上行到肺之中，肺

气下降可以通调水道，将水液输于膀

胱之中，如此水液则能外布散于皮毛，

内灌输于五脏的经脉，并能合于四时

寒暑和五脏阴阳的变化，这就是水液

代谢正常的生理现象。

地球表面的河流、湖泊、海洋

以及土壤通过蒸发，植被通

过蒸腾作用将水汽传送到大

气中，大气中的水汽在某区域

汇集，成云致雨，降水后的水

一部分汇集河流中被湖泊、海

洋接纳，一部分经过植物的吸

收在此蒸发返回大气。

图１　形成水隐喻的二元对照关系图

３２　类比访问　类比的访问阶段，是在目标域（Ｔ）
与始源域场（Ｓ）间搜索其中的同构关系。依照图２
的对照关系，于表２给出了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类比
情况，根据这种对应，将可以做出进一步推理。由于

《黄帝内经》已经给出了与人体水代谢相的隐喻文

本，故在此阶段并未出现候选的始源域场（Ｓ１，Ｓ２，Ｓ３
…），仅给出了源域与目标域最为对称的过程，因而

也就将此作为类比的访问阶段。在这个阶段，作为

隐喻进一步推理的基础而存在。

表２　水隐喻中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类比情况及类比映射

始源域（Ｓ）：自然界水循环 目标域（Ｔ）：人体水代谢 映射ｆＭ
Ｓ１：雨水 Ｔ１：喝的水 Ｓｉ→Ｔｉ
Ｓ２：下渗 Ｔ２：吸收

Ｓ３：地表湖泊、径流 Ｔ３：储存、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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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类比的转换　类比的转换阶段，是目标域（Ｔ）
与始源域场（Ｓ）间实物的对应关系。人体水循环的
隐喻由医学家所构建，必定是要为医学服务的。由

于中医的特点，人体内的功能均是以脏腑作为基础。

可以观察到水在胃中被吸收，也可以观察到水通过

膀胱被排泄出体内。因此，古人寻求了自然界水循

环所涉及的自然物以及符合人体解剖特征的脏腑作

为代表，将过程、功能的属性转移入实体物质中。见

表３。
表３　水隐喻的类比转换关系

始源域（Ｓ）：自然界水循环 目标域（Ｔ）：人体水代谢 映射ｆＭ
Ｓ１：Ｂ１是自然之水 Ｔ１：Ａ１是人体之水 Ｓｉ→Ｔｉ

Ｓ２：下渗 Ｔ２：吸收 Ａｉ→Ｂｉ
Ｓ３：地表湖泊、径流 Ｔ３：储存、排泄
Ｓ４：Ｂ２…Ｂｎ可以使
Ｂ１发生变化

Ｔ４：Ａ２…Ａｎ可以使
Ａ１发生变化

Ｓ５：Ｂ２是土壤 Ｔ５：Ａ２是胃
Ｓ６：Ｂ３是湖泊、河流 Ｔ６：Ａ３是膀胱

　　（图中论元 Ａｉ和 Ｂｉ是类比物，命题 Ｓｉ和 Ｔｉ类
比物。下同）

３４　类比映射　类比映射需要在概念场的背景下
形成。概念场是隐喻结构理论的基础，有关类型和

过程等概念在概念场中极为重要。类型和过程通过

对照命题、整体—部分命题、典型属性命题等命题构

成了以类型为中心的概念场。复杂系统之间的类比

通常利用整体—部分关系来构造，通过整体上的类

似推导出在部分上也是可以类比的。这样的过程就

是一个同构的过程，同构是类比推理中最重要的结

构，只有在同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类比迁移。而这

样同构的结果是导致在始源域和目标域出现对称的

结构。

中医学中人体水代谢的过程就是利用了整体—

部分层级命题进行构造的，而整体—部分层级命题

也是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是构造中医隐喻最常见的方

法。在自然界水循环是一个下渗→蒸发→降水→径
流的过程，经过类比转换后是一个土壤→植被→天
空→河流湖泊的位置变化，为了实现同构的目的，必
须为蒸发和降水的过程构建出相应的结构，也就是

说人体中必须存在一个能与蒸发和降水相匹配的过

程，并存在着与自然物相对应的脏腑变化。

在人体水代谢出现的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类

比映射过程，在存在一个隐喻性描述的前提下，这个

过程包含２个子过程：
１）产生一个匹配命题元素的局部映射集。在水

代谢中，这个映射集即是类比访问过程中的二元映

射关系，即土壤与胃，河流湖泊与膀胱。

２）把这些局部映射整合成一个全局映射，并尽
可能保持整个始源的结构。整合后其类比推理匹配

假设。见图２。

图２　整合后其类比推理匹配假设

　　其形成的类比映射可用表４表示。
表４　水隐喻概念场中的对应关系

始源域（Ｓ）：自然界水循环 目标域（Ｔ）：人体水代谢 映射ｆＭ
Ｓ５：Ｂ２是土壤 Ｔ５：Ａ２是胃 Ｓｉ→Ｔｉ

Ｓ６：Ｂ３是湖泊、径流 Ｔ６：Ａ３是膀胱 Ａｉ→Ｂｉ
Ｓ７：Ｂ４是地表及附着物 Ｔ７：Ａ４是脾

Ｓ８：Ｂ５是天空 Ｔ８：Ａ５是肺

３５　类比的迁移　类比迁移是产生隐喻意义的重
要过程，对中医水代谢来说，类比迁移过程就是中医

脏象理论中脏腑与功能的结合。

命题由始源转入目标可以分为以下３个步骤：
１）分别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中为过程寻找到相关

物质基础。

２）将始源域中的过程用目标域中的过程替代。
３）将始源域中的论元用目标域中的类比物替

代。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命题生成了，其中的始

源概念用于描述目标概念或者同时描述目标概念和

始源概念。

下面，将用表５给出脏腑功能是如何通过类比
迁移实现的，为了区分生成命题，表５中将用斜体加
粗以示区分。对于水隐喻来说，由于表２至表４中
已经给出了水隐喻概念场中的对应关系，可以由此

首先推出Ｔ１１和 Ｔ１２即是水在脾、肺的作用下可以改
变自身形态；之后由于Ｓ１３→Ｔ１３与 Ｓ１４→Ｔ１４之间的类
比关系，推理出Ｔ１３与Ｔ１４，即脾、肺的具有升、降的功
能；并最终得到的Ｔ１５水在人体代谢中的作用。由于
始源描述和目标描述是来源于不同域的概念，因此

被增加的命题就是隐喻性的。那么，被加入的脾的

升清、肺的宿降以及水在人体的功能等命题都是隐

喻性的。

４　讨论
４１　中医隐喻的作用　中医人体水代谢隐喻属于
理论建构型隐喻。理论建构型隐喻是针对某一目标

的隐喻性重描，并伴随着对该目标进行隐喻性重描

的类比，这种隐喻性重描通过将始源域所有的隐喻

·３４２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１１卷第１１期



概念和命题分配给关于目标域的研究来起到引导作

用。这样的建构是十分困难的，是间接的，并且是偶

然的。但是《黄帝内经》所提供给我们的文本则使

得我们可以省略了这样一个困难的寻找过程，这一

点便可以反应出《黄帝内经》时代的医学家们构建

隐喻的思维能力的超前性。

表５　水隐喻迁移命题

始源域（Ｓ）：自然界水循环 目标域（Ｔ）：人体水代谢 映射ｆＭ
Ｓ１：Ｂ１是自然之水 Ｔ１：Ａ１是人体之水 Ｓｉ→Ｔｉ

Ｓ２：下渗 Ｔ２：吸收 Ａｉ→Ｂｉ
Ｓ１３：蒸发 Ｔ１３：升腾

Ｓ１４：降雨 Ｔ１４：下降

Ｓ３：地表湖泊径流 Ｔ３：储存排泄
Ｓ４：Ｂ２…Ｂ５可以使
Ｂ１发生变化

Ｔ４：Ａ２…Ａ５可以使
Ａ１发生变化

Ｓ５：Ｂ２是土壤 Ｔ５：Ａ２是胃
Ｓ７：Ｂ３是地表及附着物 Ｔ７：Ａ３是脾

Ｓ８：Ｂ４是天空 Ｔ８：Ａ４是肺
Ｓ６：Ｂ５是湖泊 Ｔ６：Ａ５是膀胱

Ｓ９：如果Ｓ１，Ｓ５；那么Ｓ２ Ｔ９：如果Ｔ１，Ｔ５；那么Ｔ２
Ｓ１１：如果Ｓ１，Ｓ７；那么Ｓ１３ Ｔ１１：如果Ｔ１，Ｔ７；那么Ｔ１３

Ｓ１２：如果Ｓ１，Ｓ８；那么Ｓ１４ Ｔ１２：如果Ｔ１，Ｔ８；那么Ｔ１４

Ｓ１０：如果Ｓ１，Ｓ６；那么Ｓ３ Ｔ１０：如果Ｔ１，Ｔ６；那么Ｔ３
Ｓ１５：灌溉农田，滋养植物 Ｔ１５：滋养人体

　　注：为类比迁移命题。

　　由于《黄帝内经》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经典地
位，“人体水代谢就是自然界水循环”这样一个隐喻

表述以及得到的推理结果就成为后世整个中医学科

的共识，并贯穿于历代医家的论著之中。如对于“脾

主升”的功能，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论述到《灵枢·

口问》中：“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

为之苦倾，目为之眩”的原因在于“脾胃先虚，气不

上行之所致也”；叶天士更直接的提出了“脾宜升则

健”的观念；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张景岳认为亡阳、血

脱、血崩都是由脾虚不升所致。此外，由于现代医学

的引入，对于脏器脱垂等以下降为表现的疾病，所采

用的补脾气、升脾阳的治疗法则。

由于人类对隐喻性的语言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在《黄帝内经》提出关于水代谢隐喻后，后世医家对

于“脾主升”的概念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释，这样的

解释活动一直持续到现代。如，对脾所升的具体物

质就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中包括脾对水气存在着

“升”的作用，脾对营气、卫气以及元气的“升”的作

用，脾升胃降为清阳之枢等观点。此外，还由于西方

实验医学方法的引入，对于从脾升角度对脾胃病、肝

病、发热等疾病在免疫、内分泌角度的研究，这些医

学结论也成为科学探索的基本部分。可以看出“脾

主升”提出之后，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的过程，而这些不同角度的发展和完善在本质上就

是对原隐喻的科学内涵不断探索的过程。

隐喻除了发现新理论外，还被用来解释与医学

相关的生理、病理以及药理。中药学是一门存在较

强因果联系的学科，其因果联系表现为患者有某某

症状，服用某某药之后症状减轻或消失。但是由于

古人对药物产生作用机制的渴求，在解释药物产生

作用的机制时亦是使用了隐喻的思维，而这样的解

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药物本身的属性。如在《本

草纲目》麻黄条下“僧继洪云：中牟有麻黄之地，冬

不积雪，为泄内阳也，故过用则泄真气。观此则性热

可知矣。”可以使我们清楚的看出，继洪在自然和人

体之间构建了一个隐喻的联系，将自然界麻黄泄阳

气类比于人服用麻黄后对阳气的影响。而我们按照

这样的特点寻找到的其他药物未必具有与麻黄相类

的药物功效。

科学解释的前提是任何对象都是可以简单化，

但在科学实践，有些现象本质上就是复杂的。通过

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得到“脾主升”的概念是涉及

到人体之水与自然之水的隐喻联系的，那么西医学

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否能涵盖脾主升的本质还有待

进一步发掘。在科学中既有既有数学、物理、逻辑大

行其道的科学解释，还有一种它们不太能涵盖的东

西———隐喻。但是对中医学来说，无论哪种研究都

是对中医隐喻内涵的有益探索。

４２　中医水代谢隐喻形成及推理特点　中医的语
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的语言是一种

理论建构型隐喻。在中医隐喻语言中，中医学的类

比推理开始于目标（Ｔ），通过目标域到始源域的类
比映射，然后找出始源（Ｓ）及类比映射 ｆＭ，其后通过
类比迁移产生得到归纳确证的有关Ｔ的结构的新假
设，最终将始源描述的知识移到目标里，尤其重要的

是将始源规则移动到目标域中。从隐喻的逻辑角度

看，中医水代谢的形成经历了类比访问→类比转换
→类比映射→类比迁移的过程。以水代谢为例，人
体水代谢是一个由可以被人体感知到的现象或者事

物开始，即可以被观察到的“饮入于胃”以及“下流

膀胱”，通过始源域与目标域这２个域开始与结果的
类似，形成了一个隐喻描述“人体的水代谢就是自然

界的水循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逻辑推理。

隐喻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医

隐喻性的语言绝不是单纯词的替代或转换，而是为

了实现“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的目的，最终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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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为中医学理论的构建和发

展创造了一个优越的条件。相对于一般隐喻的形成

及推理，中医隐喻的特色则体现在类比的替换和映

射过程。

中医学以研究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为核心任

务，脏腑是功能的载体，在水代谢隐喻的类比替换和

映射过程中，古人将水发生状态变化所涉及的自然

界的自然物与人体的脏腑进行关联，形成类比关系。

在自然界中，雨水渗入地下，又经过地表与植物的蒸

发变成水气，在天空中遇冷形成云雨，在降落到地面

形成湖泊与河流，其过程经过了土壤→地表及附着
物→天空→湖泊河流４个自然物。古人需要为这个
自然的过程构建出基于脏腑解剖知识的４个脏腑作
为人体水代谢的载体。人体中很容易的观察到饮入

的水在胃中被吸收逐渐减少，也可以观察到人体主

要从小便排出水液，因此可以将胃和膀胱作为人体

水液吸收和水液排除的脏腑依托。那么蒸发与降水

过程在人体中必定也存在着载体，古人选择脾，作为

人体蒸发过程的起点。水气不可能无限蒸腾，它需

要一个上限，古人在这里选择了肺作为蒸发过程的

终点，也就是降水过程的起点。因此出现了“饮入于

胃”“上输于脾”“上归于肺”以及“下输膀胱”的描

述。在人体中也就形成了基于脏腑的水代谢过程：

胃→脾→肺→膀胱。在这个过程中就又形成了土壤
与胃、植被与脾、天空与肺、河流湖泊与膀胱的类比

映射关系。在类比迁移的过程中，古人把土壤与下

渗水液，植被蒸发水液，天空下降水液，河流湖泊储

存排出水液进行了关联，而将这样的关联映射到脏

腑之中，进而形成了新的组合，胃与下渗水液，脾与

蒸发水液，天空与下降水液，膀胱与储存排出水液。

迁移的过程中，被赋予功能的是我们在这个过

程中构建出的脏腑，也就是脾和肺。对于胃和膀胱，

在类比迁移时，并未将始源域的命题转移到目标域

中。如，中原地区的气候存在着枯水期和丰水期变

化，而反映在河流流量上尤为明显，但在中医脏象中

并未将水流的大小变化转移作为膀胱的功能，仅将

可观察到的储存、排尿作为膀胱的功能保存下来。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膀胱和胃作为

推理的前提不能被随意变动，另一方面则在于功能

的可验证性方面，也就是胃和膀胱本身的功能是容

易被观察到的。

新的命题一旦建立，就需要对其进行检查，看它

是否应该加到目标中。一个隐喻的有意义的实现是

通过相关实验或理论语境的选择性和规定性来保证

的。对于中医学来讲，这些新命题应当受到人体实

际的检验。在中医脏象学说中胃主受纳、腐熟水谷、

主通降以及膀胱储尿和排尿功能是可以被事实验证

的，因此在功能构建方面并未加入不能被事实所验

证的功能。而脾主升清、肺主降则仅仅是在语义上

为真，我们仅能从理论语境的角度对其进行验证，一

个隐喻为真，只需要在可能世界中结构的相似，虽然

这些结构是我们构建的。在人体中我们并不能找到

脾向下，肺向上的证据，那么此句“人体的水代谢就

像是自然界的水循环”的隐喻就是为真，自然界和人

体之间是可以类比的，我们就会接受这样的隐喻意

义。对于中医的脏腑功能而言，中医脏腑功能一部

分是可被观察到的脏腑本身的作用，如肺主气司呼

吸、胃主受纳等。此外，中医脏腑还存在着通过推理

得来的功能，其中存在着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归

纳推理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中，通

过中医五脏和哲学的五行中的关联，形成了肝、心、

脾、肺、肾五脏与木、火、土、金、水五行对应关系，并

将五脏归纳在五行之下，而后将五行属性以及五行

之间的相互关系赋予给了五脏，形成了心火、肾水以

及五脏之间生克制化、亢制乘害等一系列理论。演

绎推理大部分是在一个隐喻之下，经过由一般到特

殊的推理过程得来的。如脾主升清、肺主肃降就是

在“人体的水代谢就像是自然界的水循环”根隐喻

指导下经过演绎推理得来的。通过整体上的相似，

推导出过程的相似，再由过程的相似，推导出都具有

所关联的物质基础，最终将过程转移给物质，形成了

中医学所独具的特点，由脏腑位置的变化（胃→脾→
肺→膀胱）代指了水代谢过程。

最后就得到了在中医学中的表述“饮入于胃，?

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

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

阳，揆度以为常也。”可以看出，脾主升清、肺主肃降

的功能就是将蒸腾的作于复制给了脾，将天降水的

特性复制给了肺。

４３　构建隐喻时选择脾、肺的原因　在类比转化与
类比映射的过程中，中医水代谢隐喻存在一个独特

的现象，就是将脏腑与自然物相对应，而进行这样的

选择是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的。在类比转换过程

中，胃与膀胱是依靠解剖特点与土壤和湖泊河流的

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类比映射的过程中，为了

实现全局映射，古人选取了脾、肺作为上升过程的起

点与终点，这样的选择，亦是来源于人体内的脾、肺

与始源域相应类比物之间的相似性。

·５４２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１１卷第１１期



首先在解剖位置上，古人选择了与胃相近的脾，

作为人体蒸发过程的起点。在身体构造上，脾与胃

具有解剖构造上的联系。在功能上，脾与胃也具有

密切的联系，《释名·释形体第八》又说“脾，裨也。

在胃下。脾助胃气，主化谷也。”“裨，益也。”也就是

脾可以帮助胃运化水谷。因此，选择了与胃最为密

切的脾作为水气上升的起点。水气升已而降，必须

选择一个最高点作为升已而降的转折点，在自然界

中，这个转折点是天，水气上升到天上，雨又从天上

降下。在人体之中，肺处于人体五脏六腑的最高处，

人体的水也有可能上升到肺，而后从肺下降。因此

将肺与天相对应。虽然脾、肺功能是被构建的，但在

构建隐喻时，还是尊重了人体内的实际情况，从“脾

气散精，上归于肺”可以看出脾的位置处于肺之下。

此外，虽然正常状态下，在人体中脾的位置并不高于

胃，但从解剖图可以看出脾处于胃的水平中上部。

因此有“饮入于胃…上输于脾”的描述。

其次，选择脾、肺的原因在于有关水循环的自然

物与脏腑之间，即脾与地表及附着物，肺与天之间存

在着属性上的相似性，而这样的联系与脏腑的五行

分属有关。在五脏与五行的配属中存在着两类不同

的配属方法。其一是被熟知的肝属木，心属火、脾属

土、肺属金、肾属水的配属方法，另一种则来源于《吕

氏春秋·十二纪户》《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

则训》的等古籍所记载的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

属金、肾属水的配属方法，这样相配依据的是祭祀中

牺牲五脏的可见部分的位置来确定的，这样的配属

方法在东汉之前是被广泛接受的。在长沙马王堆出

土的帛书中有汉文帝陪葬的三幅地图，其方位的表

示法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则样的方位描述代表

了秦汉时期主流的方位表示法。按照《吕氏春秋·

十二纪户》《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等古

籍的记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配属关系。见图３。

图３　马王堆汉墓方位与五行、脏腑、季节配位图

　　可以看出肺在南方，是居于上的，可以据此将肺
与天空相对应。由于人体中水气是由胃“上输于

脾”的，那么在自然界中应当确实存在位于土壤之上

的与脾相对自然物，由于脾属木，而植物在水循环中

具有重要作用，植被茂盛的地方水气较重，那么脾与

自然物相对应的应当是地表植物。

在构建人体水代谢隐喻的过程中，选择脾、肺２
个脏作为功能的依托不仅来源于结构上的相似，更

是来源于属性上的相似性，体现了古人在建构隐喻

的过程中功能与实体并重的思想。

４４　水代谢隐喻的其他相关问题　使用隐喻结构
理论对“人体的水代谢就是自然界的水循环”进行

分析，除可以得到“脾气散精”“肺主降”的脏象功能

外，还可以对于脾、肺的一系列与水液代谢相关的脏

象功能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黄帝内经》中除

了“脾气散精”外，还存在很多脾与水的论述。如

《素问·厥论》说：“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那么

脾“为胃行其津液”指的是对水液具有向上、向外散

发的作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诸湿肿满，

皆属于脾。”是由于脾将水液化成水气的功能障碍，

不能将积聚的水液消散的缘故。地上的河流是天上

的降雨汇聚而成，雨从天上降下来，那么肺就是人体

内的天，因此得出“肺为水之上源”的论断。肺的

“通调水道”，则是来源于由天而降的雨水对地表河

流水量的调节作用，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河水的

流速，因此人体的水液排出也需要肺的作用。

古人是观察不到人体内水的代谢过程的，因此

水在人体的功能也多是通过隐喻推理得到的，从水

代谢隐喻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关水的功能，主要

包括以下２个方面。首先是水的滋润性，反映在文
本中就是“水精四布”。自然界中，动植物都需要水

的滋养，那么人体也就需要水的滋养。如《灵枢·五

癃津液别》中就有“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

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就说明了水对皮肤肌肉的滋

润、濡养作用。其次就是水的流动循环性，反映在文

本中就是“五经并行”。水的流动性在人体中体现

最为突出的体现就在于经脉中的气血的流动，因此

将经脉类比于河流，而河流最终注入海中，那么人体

的经水也“皆注于海”（《灵枢·海论》）。自然界中

的水是循环往复的，那么人体之水也存在着相应的

循环。如《灵枢·经水》中就有“凡此五脏六腑十二

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

无端，人经亦然。”

自然之水有干旱和水患，那么人体之水也存在

着太过与不及。若人体内水液匮乏，则出现燥病，如

津伤便秘，临床中可以采用增水行舟的方法进行治

疗；若人体内水液太过，则出现水病，如水肿，临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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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通利小便等方法促进水液的排出。除了对

水量的重视，对于水的循环性古人亦十分重视。自

然之水蓄积停聚，农作物就不能生长甚至死亡，那么

人体之水蓄积也会为病。表现在古人对痰饮病的认

识上，痰饮是机体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

积水成饮，饮凝成痰。《金匮要略·咳嗽痰饮病脉证

并治第十二》就根据水液流走停蓄的部位分为痰饮、

悬饮、溢饮、支饮４部分，并提出以苓桂剂为代表的
“当以温药和之”的治法，形成这样治法的观念来源

于对自然界水循环的观察。阳光强烈可以使积聚的

水液快速消散，因此，在人体中，使用温药能使阳气

发越，使停蓄的水液进入水代谢中，从这样的分析

中，可以看出，张仲景对痰饮病的治疗并不是仅将着

眼点放在如何排出上，更重视的是如何使身体内的

停蓄的水液顺利运行起来，达到减少水液积聚的目

的，从而实现“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的状态。

参考文献

［１］刘大椿．隐喻何以成为科学工具［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９，４６（４）：１５．

［２］贾春华．中医理论思辨录［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３

（７），４４１４４３．

［３］权五赫，贾春华．一个以“金”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

［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４，９（１１）：１４４３１４４６．

［４］庄享静，贾春华．一个以“木”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

［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４，９（１１）：１４４７１４５０．

［５］刘惠金，贾春华．一个以“火”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

［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８（１１）：３１５８３１６１．

［６］刘惠金，贾春华．从隐喻认知角度探究中医之“火”的概念内涵

［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２，１４（５）：２０８７２０９１．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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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１６８．

［８］Ｘｉａｏｙｕ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ｕｎｈｕａＪｉａ．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ｌｅｅｎｓｙｓ

ｔｅｍ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３３（１）：１３４１３６．

［９］林佑益，谢菁，贾春华．基于隐喻结构映射模型的中医“五脏生克

关系”概念隐喻研究［Ｊ］．中医药学报，２０１４，４２（２）：１３．

［１０］林佑益，谢菁，贾春华．基于隐喻特征赋予模型的中医“五行—

五脏”配属研究［Ｊ］．中医药学报，２０１４，４２（１）：１４．

［１１］谢菁，谷浩荣，贾春华．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中医六淫概念隐

喻—以湿邪概念为例［Ｊ］．中医药学报，２０１２，４０（３）：３６．

［１２］谷浩荣，贾春华．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中医“六淫”概念隐喻研

究［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１，１３（６）：１０９１１０９４．

［１３］刘惠金，贾春华．一个以火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

［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８（１１）：３１５８３１６１．

［１４］马子密，贾春华．对中医学“痰饮”的认知语言学探讨［Ｊ］．世界

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１，１３（５）：９１４９１８．

［１５］贾春华．一种以身体经验感知为基础形成的理论—以“六淫”中

的风为例分析中医病因的隐喻特征［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

现代化，２０１１，１３（１）：４７５１．

［１６］杨晓媛，贾春华．基于隐喻认知的中医脾胃治则研究［Ｊ］．世界

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２，１４（５）：２０９６２０９９．

［１７］Ｅ．Ｃ．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中的类比［Ｍ］．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３９４，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３１２４．

（２０１６－０３－０６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２２３９页）
［６］侯毅，李悠然，王浩，等．大剂量生白术配伍枳实治疗成人功能性

便秘疗效及安全性评价［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４）：

６９４７００．

［７］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４５．

［８］王庆国．伤寒论选读［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２１

１２３．

［９］范永升，姜德友．金匮要略［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８１９．

［１０］王庆国．伤寒论选读［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１］谷晓光，崔庆安，谢忠礼．《伤寒论》实证便秘辨治规律探析［Ｊ］．

中国中医药资讯，２０１１，３（４）：２７６．

［１２］吴喜华．仲景治便秘方探析［Ｊ］．江西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４

（３）：５７．

［１３］徐姗姗，姜冬云．从《伤寒论》第２７９条谈脾虚便秘的治疗［Ｊ］．

四川中医，２０１１，２９（３）：６１６２．

［１４］周克昌，周学民．真武汤新用［Ｊ］．新中医，２００３，３５（２）：６７．

［１５］刘海清，历淑芬，张俊杰，等．四逆散治便秘举隅［Ｊ］．云南中医

中药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７）：４２４３．

［１６］霍黎生，陈强．乌梅丸在便秘证治中的研究［Ｊ］．陕西中医，

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１５５２．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收稿　责任编辑：白桦）

·７４２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１１卷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