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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学说的发生认识论解释

邱春华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文章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视角出发，对五行学说概念系统的演进过程进行研究，试图厘清五行学说在其漫长而
辉煌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分别都有什么特征，从前一个主要阶段到下一个主要阶段的发

展过程中，这些相邻阶段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通过研究和分析，我们认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４个不同发展阶
段理论”能够对五行学说发生发展进程的演变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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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认为，人类的知识不管多么高深、复杂；
都可以追溯到人的童年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胚胎

时期。儿童的思维发生和发展基本上是人类的思维

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具体科学学科发生和发展

的一个缩影［１］。这种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是不变

的。每一阶段既是前一阶段的延伸，同时又有新的

结构出现，它们之间不是量变，而是具有质的差别，

但又表现出功能上的连续性。每阶段都是一个统一

整体，虽有主要的行为模式，标志这一阶段的行为特

征，却不是一些孤立的行为模式的总和。前一阶段

的行为模式总是整合到下一阶段中去，而且不能前

后互换。每一行为模式渊源于前一阶段的结构，由

前一阶段的结构引出后一阶段的结构，前者为后者

作准备，且为后者所取代。各阶段之间不是阶梯分

明，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叠［１］。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是图式（Ｓｃｈｅｍａ）。图式是指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
解和思考的方式［１］。这种图式通过同化和顺应不断

向前发展，力求达到新的平衡，然后又展开新的发展

历程。本文最重要的概念范畴就是把图式作为一个

基本心理认知单元，再由图式基本单元集合建构成

较大的图式模块，进一步再由图式模块为核心建构

成相对独立并具有相对完整功能的五行理论学说分

体系结构。

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同化是量变的过程，

而顺应是质变的过程。在心理认知结构的发展中，

同化与顺应既相互对立，又彼此联系，它们是相互依

存的２个独立过程。平衡则是指同化和顺应这２种
功能的协调。这种不断发展着的平衡，就是皮亚杰

所说的认识结构的建构过程。他用动态的建构概念

来补充结构概念的静态性，从而描述出认识的发生、

发展的有序性和阶段性。在发生认识论中，运演也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作为图式的内化，它指的是

逻辑思维活动。由于中医学直观概念是由具体物象

为依托，所以本文中的运演主要借助于形容、比拟、

象征，隐喻以及取类比象等推理方法进行。

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４个发展阶段，我
们也把五行学说的发生发展分为４个不同的阶段。

·１２５·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２卷第３期



对应于感知运动阶段，是从《尚书·洪范》开始的由

具身认知的五行隐喻概念的发生阶段。对应于前运

演阶段，是从五行学说概念发生，发展到哲学五行学

说时期。对应于具体运演阶段，是从五行学说概念

发生，发展到经由《黄帝内经》和中医学进行了完美

的结合，成为中医学核心基础理论的阶段。对应于

形式运演阶段是近现代学者从数理、非线性动力学、

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以及方法论等多个方

面对五行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的阶段。

１　五行学说感知运动阶段发生认识论解释
对五行学说概念的建构，我们从《尚书》中记载

的有关五行的语料开始。《尚书·洪范》中箕子曰：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

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

作甘”［２］。从认知语言学隐喻认知的观点出发，可以

从以上语料中提取“水”“火”“木”“金”“土”最基本

的特征从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这里的“水、火、木、

金、土”其实已开始与具体的物质进行分离，进入到

了抽象概念的发生过程。由此产生了五行学说的最

基本的概念要素，即五行学说最初的图式结构。该

图式就此成为五行学说理论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基因”。

几千年来，关于五行学说的书汗牛充栋，多如牛

毛，人们争论不休的就是如何从革，如何作咸，如何

作苦，如何生水，如何曲直等等，从各个方面去证明，

去考证，去诘难，去探究。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争

论出一个结果来。其实，五行学说概念的发生，是不

经意间在几代人之间经由具身隐喻认知完成的。五

行概念系统就是一个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理论框

架。五行概念系统的创立者们也许清楚，但也许他

们也不清楚，从革是什么，作苦该从何解释，作咸又

是到哪里去找论据。这只是五行概念系统发生的一

个最基本的图式而已。综上，我们进行了以五行概

念图式发生为标志的五行学说运动感知阶段的发生

认识论解释。

２　五行学说前运演阶段发生认识论解释
由五行概念图式的发生而产生的五行学说认知

结构终于诞生，由它的发生学的逻辑起点开始，五行

概念和学说带着原始的野性，披着五材、五方、五季、

五星、五味、五音……的外衣，闯入了天文，地理，社

会，军事等领域，恍如水银泻地，一经发生，则浩浩荡

荡，一泻千里而不可收拾。

本阶段对应于前运演阶段，是从五行学说概念

发生，进而发展到哲学五行学说时期。本阶段的标

志是在五行概念图式的基础上，五行相克图式和五

行相生图式的相继发生，进而共同建构成为五行学

说最核心的心理认知图式模块结构。

春秋战国时期，五行相克理论和五行相生理论

相继出现。《逸周书·周祝》认为、“陈彼五行，必有

胜”［３］，晋史墨用“火胜金”及“水胜火”［４］等理论解

释日食占卜结果、推测人事征伐胜负。《孙子》也

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

而击虚。……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５］。表达

了五行之间无常胜的思想。而五行相生说，清代王

引之认为是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人使用，他在《经义述

闻·春秋名字解诂》中介绍了春秋时按照干支与五

行的配合为人取名字的现象，其中提及五行相生说

的出现［６］。最早发生的“水、火、木、金、土”五行概

念图式是一个偏静态的抽象的概念系统，这个最初

的静态图式通过认知过程的同化、顺化和平衡机制

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产生了新的，更高级的图式，这

就是偏于动态的五行相克图式和五行相生图式的发

生。

上述动态和静态的五行学说最基本图式通过其

内在的运演机制互相作用，进而演化构成了五行学

说最核心的心理认知图式模块结构，即蕴含着相生

相克关系的五行学说。该心理认知模块结构经由

《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一直到董仲舒的《春

秋繁露》的运演发展，从而进入了哲学五行学说时

期。战国中期的《管子》把五方、五材等概念以阴阳

为经线，以四时为纬线构建了阴阳与五行的统一心

理认知平台。从《幼官》五行配位图和《四时》五行

配位图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７］。和《管子》思想

相似，《吕氏春秋》也提出了“四季盛德观”，四季分

属五行，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则附在夏秋之

间。同时，被认为是邹衍所做的《吕氏春秋》的《应

同》篇也提到五行相克：“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蜗大

蛾。黄帝曰‘土气胜’，故其气尚黄，其事则土。及

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故

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

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

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气胜’，故其色则赤，其事则火。代火者

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

则水”［８］。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门客所撰的《淮南

子》对五行生克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天文

训》指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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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形训》也曰“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

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寂夏生冬死，麦秋生夏

死，葬冬生仲夏死”［９］。而董仲舒的“比相生，间相

胜”的思想则对五行学说发展历程中的五行生克关

系的顺序进行了初次总结整理。董仲舒说“行者，行

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

而间相胜也”［１０］。董仲舒指定了五行次序：“天有五

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１０］。

综上，我们以本阶段发生的以静态和动态图式

为核心心理认知图式模块结构为标志进行了五行学

说前运演阶段的发生认识论解释。

３　五行学说具体运演阶段发生认识论解释
虽然五行学说天生不是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而

生。但中医学却要天然地以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基

础理论。由五行概念图式、五行相克图式、五行相生

图式为核心的五行图式模块结构的基础上，进入具

体运演阶段的五行学说最终经由《黄帝内经》进入

到了中医学领域。本阶段从《黄帝内经》开始，一直

到宋元明清，通过同化、顺应、平衡等机制，不断发生

发展出本阶段的标志性图式模块结构：如，五行五脏

配属、五脏四时的配属，构建天地人一体化的五脏系

统、以及说明五脏系统内各部分之间关系的中医五

行相生相克关系、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诊断疾病、

疾病传变预后等等。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肝木、心火、脾土、肺金、和肾水的

配属关系和五脏与五行的相生关系。《素问·六微

旨大论》：“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

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

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亢则害承

乃制。”这里我们清楚看到由上一阶段的五行生克关

系模块进而发展到了中医学生克关系模块。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五行学说自发生起，就不断

地以建构新的图式的方式向前发展。从最开始的五

行概念图式，通过同化和顺应机制，以本体隐喻的方

式，推演到了人体五脏生理和病理的各个层面。这

种建构在《黄帝内经》之后继续进行，至宋金元时期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以李皋的脾胃说为例，

上述五行配属和因应四时的关系结构在李皋的脾胃

内伤学说结构中进行了新的层次的心理图式结构的

整合和发展。李杲曰：“经言岁半以前天气主之，在

乎升浮……岁半以后地气主之，在乎降沉也……升

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其实一气

也。……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

胆气春升，而余脏从之。……人之饮食入胃，营气上

升，即少阳甲胆之气也”［１１］。又如，五行互藏理论也

是从《黄帝内经》五行图式模块上建构发展而成的

新的图式模块结构。赵献可认为，五行各有五，“以

火言之，有阳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

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以水言之，有阳水、有阴

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

水”［１２］。《类经图翼》说，“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

第人皆知五之为五，而不知五者之中，五五二十五，

而复有互藏之妙焉”［１３］。张介宾也认为，“五行即阴

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

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五行五藏”和“五行

之中，复有五行”［１３］。

通过以上对于不同图式模块的分析，我们可以

看出，这些理论图式模块结构都是来自于前一阶段，

然后通过新的模块建构过程，以更新的理论结构模

块形式整合于更高的阶段。

综上所述，本阶段五行学说通过《黄帝内经》进

入中医学领域，并且和中医学的生理、病理、养生、预

防、中药等领域有机结合，发生建构出丰富多彩的中

医五行学说的不同图式模块，并以这些图式模块为

核心，进而建构发展出了各自特点不同的中医学说

理论和学派，这些构成了五行学说具体运演阶段的

发生认识论的解释。

４　中医五行学说形式运演阶段发生认识论解释
对应于形式运演阶段是近现代学者从数理、非

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逻辑

学、认知科学等多个方面对五行学说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和研究的阶段。在引言中我们指出，本文所使

用的推理方式为运演。本阶段的运演模式特点和以

上３个阶段的运演的模式有所不同。以上３个阶段
的运演模式和运演工具都是在具体的概念和图式之

间进行，所产生和发展出的新的更高级的图式和结

构都是以自然语言的外壳出现，其最终结果都可以

直接在中医临床实践中进行验证。本阶段由于现代

跨学科理论的介入，尤其是数理模型和心理学、逻辑

学等使用符号、逻辑运演推理、图表等认知工具进行

运演的特点，使得本阶段的五行学说运演模式超越

了五行概念元素互相之间的具体的关系而主要以抽

象的符号、公式、函数来进行推演和论证。

如，孟凯韬［１４］应用思维数学分析方法，建立了

阴阳五行逻辑公式体系，从阴阳五行的特征抽象出

３个公理，由３个公理又推出几十个定理。通过对
中医经典１００个处方的数学论证，检验和证明阴阳
五行数学理论的科学性，解释了五行互藏的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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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藏互藏”的功能结构。许巴莱等［１５］用现代术语

重新定义五行为五种“同时代表运算子与运算元”

的函数运算关系，再用“三元逻辑运算式”来表达五

行既是运算元又是运算子的自组织机制。房庆祥

等［１６］根据五行系统的特点，结合线性系统控制理

论，通过把五行矩阵对角化，得到五行系统可镇定的

充要条件和状态观测器存在的充要条件，并给出具

体的求解算法。张启明等［１７］依据中医五脏的生克

关系建立数学模型，基于新陈代谢的统计数据，数值

仿真五脏供能物质和能流的季节性变化，并与中国

气候的变化规律做了比较。其结果表明，在由供能

物质和能流张成的相平面上，轨线不断重复但从不

真正重复。由此提出中医认识的人体结构是以供能

物质和能流为实体媒介的五脏生克关系结构。

再如贾春华［１８２３］团队应用认知语言学、认知心

理学、认知逻辑学的方法，考察木、火、土、金、水概念

隐喻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建立；以五行学说在中

医理论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轴心展开多方位的

探求，探讨五行学说视域下的中医藏象、病机、治法、

五色、五味、五时、五方等概念的隐喻特征。提出五

行学说是与文化有关的认知模式和认知系统，探索

使用隐喻工具重新运演构建五行学说图式结构，强

调具身认知视角在现代五行学说研究中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等。

但是无论使用何种研究方法，我们依然可以在

现代数理语言或认知逻辑语言或隐喻分析语言中，

看到五行学说核心的图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

不同图式模块的强大作用，即所有后来的研究方法

都是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来对

五行学说最核心的五行学说图式进行更高层面的诠

释和演绎。在最核心的五行学说图式模块的外围，

是一层一层的由核心模块衍生而来的林林总总的五

行理论和学派的集合。这些学派和理论随着时间的

推移都会或多或少的进行改变，但几千年来唯一没

有改变的是五行学说的核心图式模块，这种唯一不

变的特质，也就是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学最重要的理

论基础之一的原因。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五行学说

形式运演阶段的发生认识论的解释。

５　结语
本文主要运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来解读五行

学说的建构历史，所以本文的重点在于对五行学说

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节点进行发生认识论解释，

而不是对整个五行学说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介绍和

分析。通过对五行学说这几个重要节点的解读和发

生认识论的解释，我们大致可以把握五行学说从发

生伊始到五行学说现代研究层面的主要脉络。我们

试图从一全新的视野来对五行学说进行解构和重

构，虽然这种解构和重构还是略显粗放，我们期待有

更多研究者一起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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