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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中的身体之多元性

刘 兵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北京 B///C7，+#;J#$>9 -&#$>";*2 %(;2 )$)#摘要$在医学中身体的多元性，是⼀一个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事实，可以以若⼲干有代表性的实例例来

说明%但这种多元性，⼜又与⼈人们常识性的观念有所冲突%通过列列举⺠民族医学中的⼏几个实例例，在说明了了这种
多元性的表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行了了分析和讨论，发现在⼈人类学的学术资源中，存在着对此的合理理解释，并

得出&医学制造了了身体’的结论%如果把不不同的医学中形形⾊色⾊色的身体看作不不同的身体模型，那么这种制造
出来的模型，就是多样性的，这也就是所谓医学中身体的多元性%更更进⼀一步，可以从库恩的&范式’理理论进⾏行行
说明，涉及真相是否唯⼀一的争论问题，从⽽而消解了了以⻄西医作为唯⼀一真理理的⽴立场%这是⼀一种建构论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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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对于身体的关注已经是⼀一个特殊的热点%这样
的研究，也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
研究等诸多学科或领域，为⼈人们理理解身体带来了了全

新的认识，让⼈人们理理解了了身体并⾮非只是简单的⾁肉体

的构成，⽽而是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但在这类对身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涉及

医学中的身体( -"% J5(1 #$ I%(#)#$%) 的问题，所占⽐比

例例却相当之⼩小%其实，⽆无论何种医学，从⼀一开始，其
研究和处理理的对象都是⼈人的身体%基于对身体的
不不同理理解和认识，才发展出处理理和治疗身体在偏离

了了正常状态下的疾病的理理论和疗术%但⻓长期以来，
在各种不不同的医学体系中，⼈人们⼤大多只是关注⾃自⼰己

体系中对身体的特殊认知，⽽而忽视其他医学体系中

对身体的不不同认知，或是基于⼀一些带有缺省配置意

味的哲学默认，对其他医学体系中不不同的对身体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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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理解予以否定或排斥%也正是因此，带来了了对于不不
同医学体系之合理理性及合法性的争议%

因此，对于这些争议的分析和思考，就不不能只

从单⼀一的某⼀一医学体系的⽴立场来进⾏行行，⽽而应是超越

单⼀一的医学体系，从更更深层⾯面的哲学的视⻆角来进

⾏行行%虽然在相关的争议中，⼈人们可以聚焦于不不同的
⽅方⾯面，如整体论和还原论"理理性追求和经验论等，但
身体的⻆角度，也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如果
我们承认⼀一个前提，即在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中，如

果不不同的医学体系都具有医学所追求的终极⽬目

标&&&疗效，那么，对具有医学之 基本的研究对

象&&&身体之不不同理理解和认知的各种不不同的医学，
也就都具有其合理理性%从⽽而⼀一个显然的推论就是，
在各种不不同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中的身体具有多元

性的特点，⽽而且这也是合理理的%
B ⼏几个实例例

⾸首先，现在⼀一般来说，可能 为⼈人们所熟知的，

是⻄西医眼中的身体，也即随着近现代⻄西⽅方解剖学"
⽣生理理学"医学的发展⽽而确⽴立的，在社会上的标准的
科学教育中所教授的那种&科学的’身体%在其中，
身体是按系统"器器官"组织"细胞的物质层次构成，
并按相应的物质运动和⽣生化机制等规则来维持其

⽣生命状态%这种身体的构成，与在近现代科学对身
体研究的传统中的那种通过结合经验观察和理理论

相结合⽽而形成的身体认识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也在近现代⻄西⽅方科学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包括基础

医学和临床医学的⻄西医 为⼴广泛的传播中，得到了了

⼤大多数的认可%因⽽而，对这种身体的认识，并不不需
要更更多的解释和讨论%

其次，与近现代⻄西⽅方医学不不同，中医( 在⼀一般理理

解的意义上) 是以其脏腑学说来描述身体，也即包

括⼼心"肝"脾"肺"肾的五脏，和包括胆"胃"⼤大肠"⼩小
肠"膀胱"三焦的六腑，当然还有负责⽓气⾎血运⾏行行"联
系脏腑和体表身体各部分的经络%但这种身体的
构成，与⻄西医那种可以以直观的解剖学观察⽽而看到

的身体构成却并不不完全等同和对应，除了了在名称上

的某种相似之外，五脏"六腑和经络并⾮非是那种在
解剖学意义上可直接观察的实体%但也正是在这
样的身体结构中，⼈人的身体是作为⼀一个复杂的"统
⼀一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当然，对于这些本是 基

础性的关于中医眼中的身体的常识性知识，也不不必

过分详说%
有⼀一项将中医和古希腊医学的身体进⾏行行⽐比较

研究的经典著作，即栗栗⼭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此
书给出了了很有启发性的线索%作者结论性的看法
是:%我们⼀一般认为⼈人体结构及功能在世界各地都
是相同的，是全球⼀一致的真相%不不过⼀一旦回顾历
史，我们对于真相的看法便便会开始动摇’’不不同医
学传播对于身体的叙述通常有如在描述彼此相异"
并且⼏几乎毫不不相关的世界"!［B］.&⼀一幅身体观念的
历史演进图必须游⾛走在归属与拥有"身体与⾃自我之
间的灰⾊色地带%由于身体是个基本且与我们有密
切相关的真实存在，因此它不不仅难以理理解，并且衍

⽣生出了了极端不不同的观点"!［B］X
再次，我们可以举出蒙医关于身体的认识为

例例%从历史上看，蒙古族医学经历了了借鉴和吸收藏
医学"印度医学和中医学等内容⽽而发展到了了今天⽐比
较标准化的过程，⽬目前仍然在内蒙古等地从事着正

常的⾏行行医活动%它以阴阳"五元学说为哲学基础，
以寒热理理论，三根"七素"三秽为核⼼心，脏腑理理论和
六因说为主要内容%其中，三根( 赫依"希拉和巴⼤大
⼲干) 和七素( ⻝⾷食物精华"⾎血"⾁肉"脂"⻣骨"⻣骨髓"精液) 是
其主要的身体结构和要素%有研究者认为，可以将
七素看作是其物质基础，⽽而三根则是其⽣生命要素%
物质基础和⽣生命要素⽤用⼀一定的⽅方式存在和互动构

成了了⼀一个作为⼈人体的有机⽣生命体［.］%
另外，在谈论身体时，虽然是以⼈人的身体作为

论述对象，但在蒙古族传统的兽医学中，例例如在对

⻢马的身体的认识中，也有着与蒙医对⼈人的身体的结

构认识相类似的框架，同样是采⽤用了了像三根七素这

样的理理论，%三根七素理理论既是蒙古族传统医学的
核⼼心理理论，也是其传统兽医学的核⼼心理理论’［3］%

后，我们还可以再举壮族医学的例例⼦子%同样
是基于对传统散布于⺠民间多种形态的壮族医学传

统的调整"整理理"发掘和提升，在当代 终成形并于

.B 世纪初正式通过国家鉴定和承认的标准化的壮

医理理论中，对身体的核⼼心认识是其所谓的&三道两
种’学说%这⾥里里的三道，指⾕谷道( ⼤大致接近于⻄西医的
消化系统)(⽓气道( ⼤大致接近于⻄西医的呼吸系统) 和
⽔水道( ⼤大致接近于⻄西医的泌泌尿尿系统) ，两路路指的是⻰龙

路路和⽕火路路( ⼤大致接近于⻄西医的神经和⾎血液循环系

统)"这都是壮族医学理理论中⽐比较独特的概念，是)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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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的病理理⽣生理理观，同时，也是壮医理理论体系的核

⼼心理理论［7］%这种身体理理论虽然与⻄西医和中医均有
较多的相近之处，但差别也是明显存在的%

⾯面对世界上存在的多种医学体系，像这种表明

其各有独特的对身体认识的例例⼦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上述⼏几个实例例，只是要说明在不不同的医学体系中对

其 为基础性的对象&&&身体的认识和理理解是不不
同的"多样的这⼀一事实%
. 医学中对身体的建构

基于以上的实例例，如果按照科学元勘( &)#%$)%

&-;(#%&) 中建构论的说法，我们可以先从现象上说，

其实，医学中的身体是被建构出来的，不不同的医学

据其哲学⽴立场"预设和理理论的不不同，建构出了了不不同
的身体模型%

这种建构的说法，与在⼀一般认识中⼴广泛存在的

那种身体是客观的"实在的"真实的那种常识性的
观点有所不不同%但对此，我们可以展开⼀一些分析讨
论%⾸首先，是从⼈人们认识身体的⽅方式来进⾏行行现象的
分析%

曾有著名的物理理学家说过，⼈人们能够观察到什什

么，是由其理理论所决定的%在科学哲学中，也有著
名的&观察渗透理理论’之说%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
中，理理论的发展⼜又是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的，包括所采⽤用的哲学⽴立场，⽽而且理理论也⼀一直是处

在发展变化之中%相应地，与被理理论所决定的需要
观察的身体的⻆角度和内容也就有所不不同%正是在
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医学中的身体是被&建
构’出来的%当然，就像在对科学进⾏行行研究的社会
建构论经常会带来的误解和相应的批评⼀一样，对于

医学同样如此%说建构，其实并⾮非是说这样的认识
没有客观的基础或者成分，⽽而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其

他因素参与其中%当然，当我们说客观这个概念
时，⼜又会引出诸多哲学上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争议，

不不过这⾥里里先不不谈这些，⾄至少，仅仅在认识论的意义

上，在对现在的总结上，讲建构还是有其经验事实

证据⽽而⾮非信⼝口空谈的%
毕竟由于⻄西医的影响颇为巨⼤大和⼴广泛，因⽽而，

对⻄西医在身体的建构的问题上，已经有不不少学者进

⾏行行了了反思和论述%例例如，有国外研究者曾看到:%BZ
世纪末出现的现代医学⼈人类学，以及医学中科学⽅方

法的确⽴立，主要是建⽴立在两种信条之上%第⼀一种信

条即相信对于医学来说，只有还原论才是恰当的⽅方

法，即⼈人类的所有精神或⽣生理理过程，都必须还原为

化学过程才是可知的%但这种⽅方法论原则在⼀一种
本体论的意义上被使⽤用，即⼈人类只不不过是正确的科

学⽅方法所规定的东⻄西，或是化学成分的总和，或是

未知的实体的总和"!%不不仅观念，⽽而且包括身体在
内的物质实在，实际上都是通过实践⽽而制造并不不断

地被再造的"!［0］这也正是针对⻄西医建构身体的⽅方
式⽽而⾔言的:%在约两百年年间，以身体碎⽚片设限的解剖
学，通过对死去物质的操控和切割，已能赋予这些

断⽚片以某种意义，且将其整合⼊入某个可提供整体性

解决的呈现⽅方式时，为其注⼊入⽣生命⼒力力’’直⾄至机械
论为断⽚片带来某种新的地位，且使之成为某个零

件，错综复杂的布局才使机器器成了了⽣生者 喜爱的隐

喻⽅方式"!［D］
尤其是，当从⼈人类学的⽴立场上来考察医学中的

身体的建构时，⼈人们会发现，%医学是⼀一种具有其⾃自
⼰己的语⾔言"姿态"习俗"仪式"空间"着装与实践的⽂文
化%在医学⽂文化中，身体成为让⽂文化变得有形"让
身体适应⽂文化的场所%就像在其他⽂文化⾥里里的替代
医学中关于身体的认识论⼀一样，在正统医学中关于

身体的认识论，展示了了⼀一种现象学，⼀一种为医学所

特有的全套的模式"!［X］.
总⽽而⾔言之，%关于身体的知识即使得身体成为

某种被假定的东⻄西的那种符号性实践的研究，关于

身体的知识的探究，在对身体的构成的关注中得以

呈现%身体并不不是给定作为将医学话语安置于其
上的⽣生理理学基底，相反，它是由医学话语所创造和

转换的%显然，医学制造( :*J<#)*-%) 了了身体"!［X］B
由此，把不不同的医学中形形⾊色⾊色的身体看作实

际上是不不同的身体模型，那么这种制造出来的模

型，就是多样性的，这也就是所谓医学中身体的多

元性%
3 与身体多元性认识相关的哲学⽴立场

从医学中身体的多元性这⼀一现实出发，可以简

要地进⾏行行⼀一点相关的哲学讨论%
在科学哲学中，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理论

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对于范式，库恩曾指出:
它&意欲提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例&&&它
们包括定律律"理理论"应⽤用和仪器器在⼀一起&&&为特定
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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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来看，不不同的医学传统和体系实际上是基

于不不同的&范式!"⽽而且，范式学说中另⼀一个重要的
要点是，在不不同范式下，对于认识和确证某种对象

的存在的⽅方式，也是不不同的%⻄西医那种还原论的"
以可直观观察"可指标化等的对身体的认识是⼀一种
⽅方式，⽽而在其他⼀一些医学的身体中，其构成要素及

其变化虽然也可以被间接地被感知( 如通过脉诊等

⽅方式) ，但却不不⼀一定是以⻄西医那种可直接观察的⽅方

式，甚⾄至于对判定医学疗效的⽅方式也不不同%
但在习惯上，⼈人们⼜又往往会认为关于真相，或

具体到身体的真相，应该只有⼀一个，与⾃自⼰己相信的

真相不不同的，⼀一定是错误的，有问题的%其实，为什什
么真相只有⼀一个? 这本是⼀一个在哲学可讨论的问

题%⾯面对不不同的身体，是需要有⼀一种哲学⽴立场的转
换的，这就是相对主义%

对于相对主义，这⾥里里仅以⼏几段引⽂文来说明，科

学哲学家江天骥先⽣生曾这样讲: %相对主义可以简
单地定义为这样⼀一种学说: 即不不存在普遍的标准"!
因为，认识论相对主义认为合理理性没有普遍的标

准，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没有普遍的标准，审美

相对主义认为审美评价没有普遍的标准’’相对
主义的⼒力力量量也是源于这⼀一事实: 我们还远不不能对科

学⽅方法做出唯⼀一&正确的’描述，实际上我们也不不能
指望由科学⽅方法的理理论提供唯⼀一的合理理性模式%
相异的和不不相容的科学理理论必然与相异的"不不相容
的合理理性形式相匹配%如相对主义所坚决主张的，
永远不不要指望普遍的"独⽴立于范式"⽂文化的科学合
理理性标准和道德"审美判断的标准，这⼀一点相当中
肯"%相对主义是不不可能被驳倒的"!［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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