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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整合理论对《黄帝内经》中

隐喻的认知解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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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念整合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是思维问题，不是语
言问题；隐喻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该理论整体上促进了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整体发展。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医药圭

臬的《黄帝内经》在当代迫切需要从体验哲学和认知学的视角在进行认知分析。该理论对于就《黄帝内经》里的自然型

隐喻、社会型隐喻和哲学型隐喻进行认知解读有着充分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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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念整合理论思想简介
概念整合理论（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ｒｙ）近年引起了认知语言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讨
论，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

语言运用背后的认知活动搭起了一个统一而成熟

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起源于 Ｇｉｌｌｅｓ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在
１９８５年提出的心理空间理论，完善于他本人在
１９９７年更新的概念隐喻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将
认知运作过程放在四个抽象空间进行。首先是新

概念在输入空间 Ｉ（ｉｎｐｕｔｓｐａｃｅＩ）和输入空间 ＩＩ
（ｉｎｐｕｔｓｐａｃｅＩＩ）之间进行跨空间映射（ｍａｐｐｉｎｇ），
并且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一些抽象结构与组织会

被投射到类属空间（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ｐａｃｅ）里。之后，这
三个空间都被投射到整合空间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ｓｐａｃｅ），
形成了层创结构（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最后，层创
结构进行整合运作，运用组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完
善（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和扩展（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等方式在映
射链中连接，从而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①②。

不断完善和成熟的概念整合理论思想就其理

论意义而言，就是将饱受争议四十多年的隐喻理

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该思想体系展示出强

大的生命力。隐喻思想体系首推已经得到实证研

究证实的神经隐喻理论，其代表作是 Ｌａｋｏｆ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③。认知隐喻

思想将隐喻看作一种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

念性的；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

定原则；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等等。

传统的隐喻概念和认知隐喻理论的区别如

下：隐喻在传统隐喻理论里是一种语言现象，所研

究的范围只是与文字有关的语言自身的问题；而

认知隐喻理论里的隐喻是人类体验世界、思维和

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工具，用来感知周围世

界，形成概念。它不仅涵括了传统隐喻理论的语

言研究领域，而且还探讨更广博宏大的人类思想

和行为。“隐喻是人类将其在某一领域的经验来

说明和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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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２０００：２８）①。Ｌａｋｏｆ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９）②③提出的体验哲学认为：人类基于身体经
验，例如依赖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

最基本形式的感知，形成了范畴、概念、推理、心智

和意义等认知活动。因此，“在某种根本意义上，

人类认知是体验的，人类知识来自于经验者和被

经验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当然，这种互动不单是生

物或生理上，也是社会、文化上的”（刘金明，

２００４）④。
国内学者不仅积极研习、阐释并且热衷于传

播国际隐喻思想体系的最新发展。该领域的中西

对比研究认为，“根据体验哲学可知，概念和理性

主要是依据身体经验形成的”（王寅，２００４）⑤。我
国古代医家早就意识到语言与体验之间的关系、

思维与隐喻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医学思想史上

根源性质的宝库《黄帝内经》采用“取象比类”的

方法，将人体与自然现象相比附，将《易经》对自

然界的阴阳平衡及五行生克的认知方式来认识人

体的生克变化。中医典籍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

方式与认知心理学中的概念隐喻本质上是相符

的，因而隐喻思想体系特别是最新领域的概念整

合理论思想对国内中医典籍尤其在对《黄帝内

经》的认识指导作用成为笔者近年研究的关注课

题。笔者研究发现，一直以来，关注《黄帝内经》

传统修辞的学者本文少，研究《黄帝内经》中隐喻

思想的学者更少（例如，班兆贤、李照国等学者），

而对《黄帝内经》中概念隐喻翻译进行认知分析

的学者在国内更是罕见。但是近几年的文献研究

发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论文如王雨艳

（２０１３）⑥、李莫南（２０１３）⑦等，以及贾春华和谢菁
发表的系列论文⑧⑨瑏瑠出现了该课题的相关研究。

以上研究多为围绕某具体隐喻现象或隐喻方式展

开的具体研究，而本文着重于概念整合理论对典

籍《黄帝内经》中各类隐喻进行动因解释。

二　《黄帝内经》里的概念隐喻
中医文化是基于概念隐喻的文化。２０００多

年前，古人大量运用了在当时人们已知的自然界、

人类社会、古代哲学思想等概念和范畴来表达中

医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将他们对世界万物

的感知经验用到对生命现象与疾病规律的认知

上，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医隐喻语言和中医学的

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涉及面广，博大精深，包括《素

问》和《灵枢》各９卷８１篇，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
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奠定

了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数千年来，一直被

奉为医药圭臬、养生宝典，至今仍然指导着中华医

药的学术研究和临床治疗。该典籍不仅涉及医

学，而且还融汇了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

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该书思想深刻，见

解独特，深受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哲学的影响。

比方说，在阐述人体生理功能、疾病诊断治疗的过

程中大量借用阴阳、五行、元气等古代传统哲学理

论。它全面记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

理、诊断、治疗及疾病的预防等。

由于《黄帝内经》的思想体系源自远古时代，

文辞深奥，其理玄密，以古汉语写成的《黄帝内

经》的语言特征表现在广泛地采用了取象比类的

方法，因而概念隐喻无处不在。古汉语中取象比

类的方法即常见体验式隐喻，在现代汉语修辞学

中相当于运用了隐喻、转喻和明喻等多种比喻类

修辞手法。它是指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

模拟课题为方法，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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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到在其他方面的相似

或相同。广泛地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能够把抽象

医理寓于具体物象之中，使艰涩难懂的学术概念

成为可眼观手触的事物。总之，其好处在于以已

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

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这样，中国现存最早的这

部比较完整的医学理论著作，在阐述人体的生理

功能及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等方

面都广泛运用了以民族文化认知体验为基础的、

来源于医家对周围世界的独特体验的概念隐喻。

研究发现，《黄帝内经》中的概念隐喻广泛使用自

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哲学概念，通过含蓄、映射或

婉转的表达方式，来说明和理解中医学领域那些

无形的、难以定义的经验，从而使医学概念表达得

更加深邃和准确。

三　概念整合理论对《黄帝内经》里的
概念隐喻的解释能力

《黄帝内经》中古代医家“远取诸物，近取诸

身”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们认识和描写事物的一

个基本思路，这与西方的语言体验观存在共通之

处。隐喻不仅是作为一种语言的修饰方式而存

在，而且是一种思维和认知手段，这充分体现了中

医对于人体、病因、病症和治疗的认知。概念整合

理论为隐喻动因的形成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

人类通过涉身体验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对现实世

界的认识和理解。根据感知经验的来源与对象不

同，《黄帝内经》里的概念隐喻大致可以分为：自

然型隐喻、社会型隐喻和哲学性隐喻。

第一种自然型隐喻，是指参照自然界中表达

各种自然现象的概念所形成的概念隐喻。《黄帝

内经》里存在大量与自然现象、地理概念有关的

概念隐喻。例如 “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

注之气，以天地为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

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篇》），根据概念整合理论，此例中两个不同

的输入空间里分别为人体部位如“六经”“肠胃”

“九窍”等和自然现象如“川”“海”“水注之气”

“天地之雨”“疾风”等自然界事物。隐喻整合的

结果是，自然现象“川”和生理现象“六经”因人们

的涉身体验而联接了，“海”同“肠胃”联接了，“水

注之气”同“九窍”联接了，等等。总之，人们通

过更为常见的自然现象甚至可触可摸的自然界事

物了解了更为微观隐蔽的人类生理现象。

又如，“阳气者，若天与日”（《素问·生气通

天论篇第三》）中用天空中的太阳来类比人体内

的阳气。其他被广泛使用的概念隐喻还有不少，

如用云、雨、水、气的升降转化来形象地比喻人体

中精、气、血的转化，运用自然界的湿、燥、热、风、

寒、暑等自然现象来解释病因，运用渭水、商丘、昆

仑等真实存在的地理名称来表述人体经络和穴

位，这些隐喻使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更生活化，因而

医术传播、医患之间的沟通更为顺畅。不仅《黄

帝内经》如此，中医里也一样存在大量与自然现

象、地理概念有关的概念隐喻，这些现象都反映了

人类社会早期人们通过对身边自然环境的体验认

知来了解世界，这种方式是自发的、朴素的、实

在的。

第二种社会型隐喻是指参照社会中表达男

女、君臣、喜怒哀乐、寒热温凉、政治、战争等概念

所形成的概念隐喻。例如，“外来入侵”“邪气困

扰”的输入空间Ｉ里是社会领域里的词汇“外”与
“侵”、“邪”与“扰”，被用来描绘人体这个输入空

间ＩＩ里被疾病的袭扰状况，这样，两个空间之间
的对应成分存在着部分映射关系，即入侵、困扰、

袭扰等在社会认知和心理映射上是不受欢迎的外

在事物或外来现象。其他例子有：“圣人避风，如

避矢石焉 ”（灵枢·九宫八风），强调要防患于未

然，说明“避风”同治国之“乱”一样重大。“五脏

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

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灵枢·五癃

津液别》），将人体各器官比作相互协作的国家机

器。“心者，君主之宫，神明出焉 ”（《素问·灵兰

秘典论篇》），说明心为五脏六腑之主。“脾胃者，

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篇》），

说明脾有云化水谷、输送精微的功能。在《黄帝

内经》中，不少隐喻参照了社会中各种具体或抽

象概念如上下、左右、内外、父母等所形成的。这

些概念隐喻不仅传递了有关的医学信息，又保持

了其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

中医对人体生理现象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独特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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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欧阳利锋，等：概念整合理论思想对《黄帝内经》中隐喻的认知解释

第三种哲学性隐喻是指参照古代哲学中如阴

阳、五行、象数等概念或范畴所形成的中医隐喻概

念。五行学说原本属于哲学范畴，中国古代哲学

常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的相生相克来

揭示世间万物的普遍联系。《黄帝内经》将五行

用来和人体的五脏相配合，形象化地认知五脏关

系，使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并

使其相生、相克、相乘和相侮，这一结构还被用于

认知人体五脏六腑的结构，从而产生了水（肾）生

木（肝）、木（肝）生火（心）、火（心）生土（脾）、土

（脾）生金（肺）和金（肺）生水（肾）等概念的整体

结构网络。阴阳学说是《黄帝内经》的总纲，是中

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如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开篇中说，“阴阳者，天地

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使，神

明之府也”。人的阴阳，首分男女。“阴阳者，血

气之男女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男、女

等具体实物表述阴阳这一抽象概念。

《黄帝内经》中的哲学型隐喻深受阴阳、五

行、象数等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成文于时间久远

的古代，并且由于用极其凝练的古文撰写，在蕴含

了丰富意义的同时，哲学型隐喻这一类概念隐喻

整体上属于需要在当代做更多解释性医理工作的

一类隐喻。其他隐喻由于个体差异性体验因人而

异、社会文化含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隐喻研究关

于隐喻动因分析还出现了恒定性原则和基本隐喻

理论等更新更微观具体的研究。

结论

概念整合理论运用于《黄帝内经》可以充分

合理地解释其中的自然性隐喻、社会性隐喻和哲

学性隐喻等三类概念隐喻。本研究希望能够从一

个全面的角度为读者理解《黄帝内经》中的概念

隐喻提供有步骤的认知过程。有关研究在国内还

仅仅处于初始阶段，应当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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