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阳思想与语言研究: 关联与启示

纪玉华 李锡纯

作者简介: 纪玉华，文学博士，厦门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锡纯，厦门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阴阳思想是中国古代认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有丰富的内涵和普遍适用性，被应用于多个领域

和学科研究中。阴阳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从这一关系角度出发，可以形象地阐释语言符号的构成及意义的生

成过程，也可使文学作品中性属问题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还能为语言跨文化交际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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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是中国古代认知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早期的“阴阳”只具有经验层面的意义，

后来与五行学说融为一体，上升到哲学范畴，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哲学家张立文认

为，“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考的中心，亦是贯穿始终的范畴”。①庞朴认为“五四之前的中国固

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②

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和法则，阴阳思想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③这

一思想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农业、天文历法乃至宗教、伦理、艺术等领域。然而，迄今

为止，系统综述阴阳思想与语言之关联的研究尚不多见。

一、“阴”与“阳”: 内涵与引申

“阴阳”概念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至商末周初。在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阴阳思想已发展

成为中国文化的骨架。现当代学者对“阴阳”概念的阐发多集中在经验层面和属性层面。
在经验层面上，“阴阳”最初指日光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据此，凡背日、向日的

地理位置皆用“阴阳”表述，后来“阴阳”被进一步延伸、拓展，用于表述气候的寒暖。此外，中

国古籍中出现的“阴阳”还有以下三个义项:

1． 解释万物之化生及其分类。凡天地、日月、寒暑、昼夜、男女、夫妇、君臣以至腑脏、气血

等，皆分属“阴”或“阳”。
2． 表里、隐显的代名词。表为“阳”，里为“阴”;“显”为“阳”，“隐”为“阴”。
3． 代指日月运转之学，也就是天文、气象。
在属性层面上，“阴”与“阳”的自然、社会和伦理属性迥异。顾文炳在《阴阳新论》中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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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一般地说，在自然属性上‘阳’具有刚、健、热、伸等形式，‘阴’具有柔、顺、
寒、屈等形式。在社会属性上来说‘阳’是贵、富、尊;‘阴’是贱、贫、卑。在等级属性上‘阳’代

表的是君、父、夫;‘阴’代表的是臣、子、妻。在伦理上‘阳’是善、仁、爱;‘阴’是恶、戾、残。”④

二、阴阳关系的哲学阐释

在哲学层面上，对阴阳关系的论述大致可以概括为六种学说，分别为“阴阳对立统一”说、
“阴阳调和”说、“阴阳互根”说、“阴阳互含”说、“阴阳消长”说和“阴阳转化”说。

具体来看，“阴阳对立统一”说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个

方面，阴、阳是事物的两种属性，代表矛盾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对自然界相互联系的事物

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阴阳调和”指的是阴和阳之间的相互交流，《庄子》中的“阴阳交通

而成和”，《易传》中的“阴阳合德”，都体现了这一观点。然而，“阴阳调和”并不是消除阴、阳
之间的差别，而是二者之间可以交流得和谐、顺利，不存在相互阻隔、压制，也不存在互相堵塞

的状况。“阴阳互根”指的是: 阴阳二者相互依存，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
“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阴阳互含”是指“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消长”
说指的是: 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的两方面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其运动以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

阴阳两个方面你进我退，以此保持事物的正常发展变化。“阴阳转化”指事物或现象的“阴”或
“阳”两种不同的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由“阴”变“阳”或由“阳”转“阴”，但是这

种“转化”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取代或转换，而是两者互相牵制和互相制约。

三、阴阳思想与语言学研究

在对阴阳关系的哲学阐释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 阴阳对立统一，互相依存。一切事物或

现象都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语言符号也是如此。从阴阳关系的角度出发，可以形象地

阐释语言符号的构成以及意义的生成过程。
在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 － 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 通过

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研究认知) 一书中，M． A． K． Halliday 与 Christian Matthiessen 用太极

图解释意义生成 ( semogenesis) 过程。⑤太极图是一个符号，由“阴”、“阳”两部分构成，“阴”和
“阳”是这个符号的两种不同属性，两者共处一体。语言符号 ( sign) 和太极图一样，具有两种

不同的属性，也就是语言形式 ( wording) 与意义 ( meaning) ，图 1 解释了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关

系，“noun”( 名词) 是语言形式，“a participant in a process: conscious or non － conscious being”
( 某过程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参与者) 是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语言形式和意义是体现
( realization) 的关系，语言形式体现语言意义，两者共同构成一个语言符号。

图 1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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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运用阴阳图的形象特征为语言符号生成过程赋予动态化的表达。他们用阴阳图及

其变体形象地阐释了意义生成的三种方式，其一是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或给旧词赋予新意，比

如，“computer”( 计算机) 一词被用来体现意义“electronic device for thinking with”( 智能化电

子设备) ，对应到阴阳图示中可理解为产生一个新的阴阳统一体。其二是通过提升语义精密

度来扩展语义潜势，例如，我们将细菌( bacteria) 和病毒( virus) 作区分，使二者作为独立的词来

表达不同的含义。对应到阴阳图中可理解为一个阴阳对偶范畴分解成为两个更为精密的阴阳

统一体。其三是通过对符号进行解构使语言形式和意义分离，让同一个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

意义，或让同一种意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各自独立成为不同的语言符号，对应到阴阳

图中可以理解为阴阳完全分离，各自组合为完全不同的阴阳统一体。
由此可见，从阴阳关系的角度和阴阳图的外观特征切入，“阴阳”的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

关系以及阴阳图独特的形式化特征可与语言符号建立关联，证实了“阴阳”思想在语义研究领

域的适用性。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与相互消长可用于解读宇宙万物的本质，正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如图 2 所示，所有自然存在都由抽象的“阴”与“阳”构成，自然存在

的各个层面均如此。阴阳平衡维持其健康，阴阳分离则致其消亡。

图 2 ⑦

Wei Yang 以上图为理论依据解释语言的存亡现象，并解读该现象的核心问题———健康语

言结构的核心构成要素和维持语言健康的内部机制。⑧语言也可视作阴与阳的统一，如图 2 所

示，语言的各个层面亦由阴阳构成。例如，在句法结构层面上，“阴”与“阳”分别对应语言中的

肯定与否定、主动和被动等。肯否定表达和主被动表达虽然在语言中的使用频率各不相同，但

是这些对偶范畴使得语义表述更为完整。同理，词汇层面上的“阴”和“阳”对应的是词汇阴性

和阳性，开放类词和封闭类词，实义词和虚词等，在音节层面的“阴”和“阳”对应的是元音和辅

音。这些看似对立实则互相依存的元素构成了语言，互为补充，使语义表述更为完整，也使语

言形式更加多元。如果将语言中的阴阳元素割裂开来，或者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两者之一缺失，

便会出现语言失衡和言语障碍( language disorder) 。
传统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划分为很多微小的语言现象进行独立的研究，而阴阳观视阈下的

语言只包含“阴”和“阳”两种要素，而且这两个要素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同时阴阳观视阈下

的语言研究是基于语言整体的而非独立的语言现象。综上，阴阳思想可与语义研究与语言结

构研究建立关联，从而给语言学相关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

四、阴阳思想与文学研究

在属性层面上的“阴”与“阳”可与语言风格建立关联。郭孔生将“阴”与“阳”的概念应用

到文学作品研究之中。他运用“阴”和“阳”的概念分析并探讨了《周易》的行文特色。《周易》
中的乾卦由阳爻组成，而乾卦部分的语言特色是阳刚、雄健，与“阳”的属性一致。坤卦由阴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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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这部分的语言特色柔顺、含蓄，与“阴”的属性一致。因此，“《周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阴阳’的概念，但是在卦象系统中的阴爻和阳爻两种基本符号使《易经》中处处体现了‘阴

阳’的概念”。⑨换言之，《周易》体现了“阴”与“阳”的融合，《周易》中的“阳”在语言风格上表

现为雄劲和豪放，《周易》中的“阴”在语言风格上表现为恬淡与柔美。
可见从“阴”和“阳”自然属性的角度切入，可以将“阴”和“阳”用于描述普遍意义上文学

作品的语言风格，分别对应语言上的柔与刚、静与动、婉约与豪放、恬淡与雄健、柔美与奇崛。
由此，阴阳关系中的“阴阳对立统一”可引申为语言风格上的刚柔并济，“阴阳互含”可引申为

语言风格上的刚中有柔，柔中带刚。
彭体春将“阴阳”在经验层面的意义以及对阴阳关系的哲学阐释与文学作品相联系，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性属问题。⑩“性属”是文学研究中一个主题，指的是一定时间或空间维度内的社

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瑏瑡西方学者将男女

两性的生理差异视为男女差异的根源，换言之，西方性别差异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在

中国的哲学思想中，男女均被统一到阴阳互补的思想观念中，因此中国认为性别差异源于阴阳

互补的思维模式。因此如果忽略中西方的差异，照搬西方性属理论用于研究中国文学作品，这

类研究有可能出现问题。有些学者意识到男女二分的思维模式并不全面，尝试将西方性属理

论与阴阳理论相结合，完善了文学领域的性属研究，同时探讨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同于西方文

学作品的性属表征。
概言之，在文学研究领域，从“阴”与“阳”经验层面的意义切入，阴阳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可

解读为语言风格的刚柔并济或者是刚中有柔，柔中带刚。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可部分修正根

植于西方价值观念之中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属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使文学

作品中性属问题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五、阴阳思想与语言交际研究

从“阴阳调和”角度切入，“阴”和“阳”的概念可引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在语言交际过

程中，“阴”与“阳”可引申为交际的双方，二者通过话轮转换实现交际中的平衡，若双方违背交

际原则可视为打破这种平衡。Chen Guoming 认为“阴”与“阳”是事物的两极，二者相互依存从

而达到平衡，而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双方通过交换信号( symbol) 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促使交

际顺利进行，因此二者有共通之处，“阴”与“阳”的和谐共融可视为交际过程的形象解读。瑏瑢其

次，他还在《易经》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人交际的五个特性，即整体性、等级性、相互依存性、创
造性和和谐性。瑏瑣

在语言交际领域，Gao G． ＆ Ting － Tommy S 将中国人的交际特征总结为五个特征: 含蓄

( implicit communication) 、以听为主导( Listening － centered communication) 、客气( polite commu-
nication) 、“自己人”交际( insider － communication) 以及“面子”驱动下的交际( face － directed
communication) 。瑏瑤这五个特征长期主导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交际模式的认识，但是 Tony Fang ＆
Guy Oliver Faure 认为上述五个特征过于绝对化，凸显了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模式，而二分法思

维往往导致“非此即彼”( either or) 的结论。瑏瑥同时，这五个特征建立在中国传统理念和儒家思

想的基础上之上，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人的交际模式正在发生改变，

因此，我们不应对于交际特征一概而论。他们从阴阳观的角度分析中国人交际特征，并在上述

五个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人的交际特色。首先，“阴”与“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

共处一体。受阴阳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善于将具有矛盾性的元素融合起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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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也具有矛盾性( paradoxical) 特征。其次，阴阳思想的内核是“变化”，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

形势的变化，中国人的交际方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交际方式

的摒弃，而是新旧交际方式共存。同时，“阴阳互含”说明事物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这也就催

生了“亦此亦彼”( both and) 思维模式。鉴于此，两位学者在五大交际特征的基础之上，构建了

动态的交际模式，瑏瑦丰富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人交际模式的二分法界定，给跨文化交际研究带

来了新的视角。

图 3
如图 3 所示，中国人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下可能呈现不同的交际特征，对其进行简单的二分

法界定难免有失偏颇。例如，在中国的商业会谈中，商人通常是正式的、含蓄的，但是在娱乐时

他们又是随意的和开放的。
目前，相关探索性的研究已扩展到翻译、教学和语言本质方面，囿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概

述，有待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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