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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原创思维“意象"的心理实质探究’

鲁杰．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摘要]中医意象思维是最具特色与优势的中医原创思维，深入挖掘“意象”的心理实质有助于促进中

医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中医原创思维，“意象”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基础，以宇宙大生命观为认知主体，

既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更是一种独特而深奥的思维策略。以心理学方法论去阐发“意象”，结果表明，“意

象”是一种内源性的、客观主观化的思维路径，是一种人文取向的认知心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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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原创思维“意象”的阐释

1．1 “意象”思维的中医文化内涵

中医学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思维方式的提升

和转型，即在继承传统、多元移植、立足临床的探索

实践中，创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体系¨1。取象

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具本质特征的思维方式，是古

代中国人认知天地间事物规律的主要思维途径。《周

易·系辞》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

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后人以这种“观物取象”的观点，对

生命与疾病的变化规律，生命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

进行了整体化与具象性并存的探索与定义，奠定了中

医原创思维方式——中医意象思维的基本原则，而其

中的“意象”一词，既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

畴，更代表一种独特而深奥的中医思维方式，有着极

其深刻而丰富的中医哲学基础内涵与中医文化精髓。

1．2 中医意象思维的学术内涵

中医意象思维主要体现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之

中，运用取象比类，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功能结构，建

立“藏象”学说；对疾病的认识上，将各种病症表

现归结为“证象”，建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所

谓“藏象”、“脉象”、“证象”等，其本质就是“意

象’’(2|。

中医意象思维中的意象，其认知主体是包括人在

内的整个天地万物，是把天地人三才视为一体，并基

于内部各事物间相互联系、不断变化并相互作用的大

生命观下，与生命及病症相关的、经过抽象化了的

象，是“藏象”、“脉象”、“证象”，比如《素问·五

脏生成论》就对“藏象”提出了“五脏之象，可以

类推”的原则，而《素问·金匮真言论》更是从直

观经验人手，按照功能行为的相同或相似归为同类的

原则，将自然界与人体分为总体五类即五行，然后发

掘出蕴涵更深刻的藏象理论，如肝象木而曲直，心象

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

润下，再者，以五行之象类比五脏外合体窍、通于天

气，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还有情志活动同外

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归类在

一起。

2中医“意象”产生的哲学基础

2．1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哲学

通过研究天人合一对中医学的影响，有助于更好

地诠释中医理念，把握中医学特质，看清中西医的差

别，进一步发展中医学p1。张岱年先生提出：“中国

古代哲学家所谓‘天人合一’，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

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天人

合一的命题是基本正确的。¨叫人们把四时更替、宇宙

天象等自然变化与他们生产、生活联系起来，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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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事物的思维模式”1。

在中医传统思维的视域下，认知主体的概念不只

限于人体观，而是无限的宇宙大生命观，“人与天地

相应”、“人与天地相参”，“天人合一”的整合性正

是“意象”在哲学层面E的意义所在。中医学在长

期医疗实践积累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气、阴

阳、五行、道法自然和中庸思想作为指导原则构建了

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治疗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充

实和发展了中罔占代哲学的棚大概念旧J。

2．2 中医意象思维的重要哲学范畴

2．2．1 气

中医意象思维方式脱胎于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

一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就是“气”。宇宙万物具有共

同的本原(天人一气)，又遵循共同的变化规律(天

人同道)，所以，天人能够相通相应川。《易传·系

辞》日：“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

而为万物也”。指出宇宙万物由精气化生而成。受此

影响，中医学的许多概念范畴、原理都是以“气论”

为基础的。中园古代哲学思想认为，天地万物及人体

皆为一气化成，万物皆以气化成而并以气流通互感。

为此，中医认为，气是人体内极其细微、运动不息、

肉眼难以看到的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最基本的物

质，同时气又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正

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天地合气，命之日

人”。《医门法律》提出：“天积气耳，地积彤耳，人

气以成形耳。惟气以成形，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

亡。”阐明人体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体的构成是以气

为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中医哲学“气”范畴的意义实际仍是“天人合

一”的传统哲学观念在物象层面上的体现，同时仍以

心理认知成分的意象为重，是具有物象意义的意象；

在中医意义的层面中，“气”既是精微的物质却又始

终运动并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起着联结与变易的功

能，而从功能角度上讲，“气”则更具有心理内涵。

2．2．2 阴阳

阴阳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根基，也是中国

哲学的基本范畴，《易传》中明确地揭示出阴阳含

义，“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中国传统哲学认为，

宇宙间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从而

产生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中医的阴阳理论更加

丰富而发展了阴阳学说，中医不仅把‘阴阳’看成

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

8

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旧J。如《黄帝内经》在发

挥《周易》的阴阳思想时提出：“夫五运阴阳者，天

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

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这段论述

是中医对《易传》阴阳思想的深入阐发。《黄帝内

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大规律，是天地万物产

生、发展、壮大、衰亡的内在机制。

阴阳之变正是道在变化时的基本意象，其实质不

仅仅是变化之后而成的“形”，更重要的却是在说明

“变化”本身，是真正“形而上”的道，是关于人的

生命如何体现如何实现道的过程，可以说，阴阳的范

畴蕴涵和解释的，正是“意象”在本体层面最具核

心意义的动力特征。

2．2．3 五行

“五行”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思想框架，

五行学说以方法论的价值影响着医学，用以解释疾病

的演变法则，甚至被确定为治疗规范一1。《素问·宣

明五气篇》认为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发属于

五藏(“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

意、肾藏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五藏

产生五志，即忧、恐、喜、怒、悲(“人有五藏，化

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并认为心在志

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

志为恐。又从五志发展出喜、怒、悲、思、忧、恐、

惊七情理论，这些关于五藏的论述将人的心理与生理

活动有序地联结起来。

中医所指的五藏并不是现代西方医学意义上的五

脏，而是表述躯体内各脏器的功能，是代表生命功能

本质的意象，《黄帝内经》就指出：“五脏已成，神气

舍心，魂魄毕具，以成为人⋯⋯五脏皆虚，神气皆

去，形骸独立而终矣”，这种心身统一的生命观，始

终蕴藏于中医哲学思想中；中医的五行概念更强调人

以五藏为核心，与天地宇宙的普遍联结，旨在凸现出

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意象画面。

而阴阳的循环互动、五行的生克制化也赋予了中

医学动态变化的特质，但这种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混

合，也是导致中医学理论不可证伪性的原因之一【101。

为此，对于“意象”的实质研究，需要沿着哲学的

方向，进一步从现代心理科学的层面进行探究。

3中医“意象”的心理学实质阐发

3．1 心理学认识论的二分法

心理学家潘菽认为心理活动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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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或施加影响于客观事物的时候，在自己作为主体方

面的主观活动¨“。他从人与客观世界的整体关系出

发，提出了心理的知、意二分法，认为心理包括认识

活动与意向活动，而且，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这种心理二分法的主要观点认为，认识是外源性

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活动，人们对客观事

物的感觉、知觉、想象、唤起、联想、思考等都是认

识活动。”而意向则是内源性的，“是人们对客观世

界作出的对待活动。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注意、欲念、

意图、情绪、谋虑、意志等都是对待或处理客观事物

的活动。”是心理二分对立的特性，造成了分别以两

种心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两种取向心理学的对立，科

学取向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是认识，而人文取向心理学

研究的主要是意向。

3．2 中医意象是内源外显相互映射的思维方式

意象思维的根本特点是以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

符号和运用象征的方式表达与理解对象世界的抽象意

义，及以直观性的类比推理方式把握对象世界的联

系【1⋯。在表达理解与类比推理中，感性与形象之中

具有理性与抽象的特点，而理性与抽象之中又夹杂着

感性和形象，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融合，

保持着动态的、多元的、有机的统一，这是中国传统

哲学最富有特点的认知理解与把握事物规律的思维方

式。

中医很早就对人体现象进行大量丰富的观察和诊

断，这是一个从外源的物象入手进行认识的主观客观

化的过程，而中医认识世界并没拘泥于物象，更加入

了内源的心理加工，在客观主观化的意向过程中，形

成整体的直觉把握。比如《灵枢经·本神》说：“所

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

之志”，再有，“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

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还有，“志意者，

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而现代

心理学“注意”与“意志”的概念正可以较为恰当

地阐发中医的意象思维：“心理活动的指向和集中”，

而医者之意就是统合阴阳、内外、身心、天人之意，

以大生命观的整合之意指向集中至某一个生命或疾病

现象，形成恰如其分的意象，辨证论治。

与人们用实际观察到的生命与疾病的物象相比，

中医里的“意象”概念更具心理层面的含义，它是

人们对客观生命与疾病物象的理解与解释，同时更是

在无限扩展了观察主体的视野，是古代人对自身认知

局限的超越，其对生命与疾病定义的“意象”是认

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在外界与内在这两种层面的有机结

合，其中物象是现实基础，而意象则是对物象的超

越，是以意向成分为主的心理体现。

“原型意象”的心理学理论也认为，原型(廿

chetype)则是历代祖先积淀下来的，它是一个纯粹形

式的概念，隐藏于心灵之中，无法被直接感知到，只

有当原型被意象、观点等充满时，以象征等形式表现

出来，这种原型将自己呈现给意识的形式即是原型意

象(archetypal images)，而自性(self)则是将人格

各个部分以及人类全部潜能整合在一起，使其处于和

谐的运行状态的原型意象。通过它，个体心灵的各个

层面和部分得以联合起来。集体无意识是指在漫长的

历史演化过程中时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是人类

必须对某些事情作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是个

体始终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

由此而知，各种心理现象都是人们的内心映像而

已，中医意象思维则引导医者超越认识层面的局限，

向内观照认知主体自身，中医意象思维的最大特色和

优势就在于其以内源性为始点，意向性地认知生命与

疾病规律，是一种最具人文取向心理学特点的思维，

基于意象化的气，阴阳，五行，五脏藏象等理论基

础，在I临床治疗层面表现为辨证论治的治疗观，始终

坚持着一元论，包罗万象又大道至简。

因此，中医意象思维的心理学实质是以感性概

念、符号为基点、运用象征形式表达与理解世界的抽

象意义、内源外显相互映射即意与象始终一体的、以

宇宙天地大生命观为前提的大人格心性主体、以直观

感悟及类比推理为认知路径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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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Substance Re鸵arch for Cllin鹤e Original Tllin酗ng“Image”

LU Jie，ZHANG Qi—Che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medical image thinking is one of the Chinese original thoughts which hav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肌d adv肌tage．To explore deeply the“image”mental substance c蛐help to promote Chine∞

modemization process．As a Chine眈tmditional medical ori舀nd thought，ba基圯d on tIle oVemn concept of“Holism

of hum卸being and universe"and cognition main body of universe life sight，“image"is a unique and pmfound

thought．r11lrougIl psycholog)r methodolog)，to elucidate“image”，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image”is one kind of

t}Iinking patll 0f the inside source觚d objective subjectiVeness and humanism directed cognition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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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仃e弛ntial Ge眦Expression Pro脚e of Therapeutic E仃ect of Wa珊№edling Treatment

on J}【nee Osteoarthritis而th Kidney—yang Deficiency

TAN Cong—e‘，WANG Mi—qu2，LU Min92

(1．Depanment of TCM DiagIlostics，Shanxi UniVersity of TCM，Xianyang Shanxi 7 l 2046，China；

2．Institute of Basic Medicine，Chengdu UniVe硌畸of TCM，Chengdu SichuaIl 61007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Tb investigate tlle molecular mechanisms behind w觚n needling using cdna mi—

cma聪ay technology，tllus pr{oviding further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its emcacy．Method：Ten patients with knee OA

of kidney—yang deficiency were selected for 2 weeks of wa丌n needling treatment．This treatment inVolVed stimula-

ting the selected acupoints using needles winl a buming moxa stick on tIleir handle for 40 minutes per session．Ac-

cumulated clinical scores of kidney—yang deficiency were鹳∞ssed pretreatment蛐d posm_eatment using a 40一f如-

研questionnaire of OA w池kidney—y蛐g deficiency．Four patients访tIl the best tIlerapeutic e伍cacy were selected

for cDNA microarray testing．The significantly expres∞d genes were∞reened through Si伊ific卸ce Analysis of Mi—

cmanay(SAM)for further functionaUy annotated． Results：32 sigIlificanny expressed genes were screened． GO

趴d PAlmWAY籼otalion results of tlle∞genes showed that immune肌d sigrIal砸nsduction functional genes and

pat量1ways si印ific粕dy expressed．Conclusion：This work demonstrates tIlat the moIecular mech觚ism behind w锄m

needling treatment may be鹪sociated wim tIle regulation of immune粕d sigrIal tIansduction genes aIld pathways．

[KEY wOIuDS] kidney—yang deficiency；osteoarthritis； wanII needing； di珏．erential gene expI．ession pIlo-

f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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