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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汉语中，某个词属于某一词类已经比较固定，各类词在

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也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但是，有些实词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词性、功能、意义，充当其他词

类才能充当的句子成分，这就是实词的活用［１］。１９２２年陈承

泽在其《国文法草创》中首次对“词类活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盖凡字一义只有一质而可有数用，从其本来之质而用之者，谓

之本用；……若明其本用，则活用自得类推。”该学说如今已经

成为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２］。医学古籍中，实

词的活用非常普遍，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的活用和

使动、意动用法。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词在语义、语法、功用方

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解这些变化和用法，对我们读通、读

懂医学古文，正确地理解医学典籍，提高运用中医药古籍的能

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　名词的活用

古今汉语中，名词是指人、物、事、时、地、情感、概念等实体

或抽象事物的词，主要作为主语和宾语出现，也可以独立成句。

但在中医药古籍中，由于某些特殊的语境和语言习惯，名词却

经常活用作状语和动词。

１．１　名词活用作状语　名词活用作状语时多表示比喻、动作

行为的工具、凭借、方式、时间、处所、趋向等。（１）表示比喻。

如《丹溪翁传》：“一时学者咸声随影附，翁教之??忘疲”。句

中的“声”、“影”不是名词，而是活用作状语，“像回声一样地”、

“像影子一样地”。意为：一时之间，向他学习的人都像他的声

音、影子一样随附着他，丹溪翁教诲他们，勤勉不倦，忘记疲劳。

这类名词活用作状语时，往往表示比况，可译为“像……一样

地”。（２）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凭借和方式。如《黄帝内经素

间注·序》：“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句中的“朱”不是名词，

而是活用作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用朱红色”，意为：凡

是增补的文字，都用红色书写。如《本草纲目·原序》：“如对冰

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句中的“指”，不是名词，而是活用为

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用手指”，意为：犹如面对冰壶玉

镜，清楚得连毛发都能用手指计数。这类名词活用时表示动作

行为的工具、凭借和方式，可译为“按照……”、“用……”。（３）

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如《大医精诚》：“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

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句中的 “道”与

“途”都活用为状语“在路上”，意为：因此学医的人必须广泛地

穷尽医学的本源，专心勤奋，不知疲倦，不能听到几句没有根据

的传闻，就说医道已经全部掌握。这类名词活用时表示动作行

为的处所，可译为“在……”。（４）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如《甲

乙经·序》：“黄帝咨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

经络血气色候”。句中的“内”、“外”都活用为状语，分别为“对

体内”、“对体表”，意为：黄帝询问岐伯、伯高、少俞这类医家，对

体内考察了五脏六腑，对体表综合分析了经络、血气、面色与脉

候。这类名词活用时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可译为“从……”、

“向……”。（５）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如《新修本草·序》：“日

用不知，于今是赖”。句中的“日”意为“每日”，活用作状语，意

为：人们每天使用却不知不觉，直到今天仍依赖这些。《医案六

则》：“饮予药，但日服而病日增”。句中的两个“日”都活用为状

语“一日日地”，意为：给我服药，只是每天服药而病却一天天地

加重。这类名词活用时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可译为“每……”

或“一……地”。

１．２　名词活用作动词　（１）名词带宾语。现代汉语中，名词不

能带宾语，只有动词可以带宾语，所以当名词在句中带宾语时，

便活用为动词。如《鉴药》：“今夫藏鲜能安谷，府鲜能母气”。

句中的“母”后带宾语“气”，不是名词而是动词“生化”，意为：现

在你的内脏不能消化食物，内腑不能养气。（２）名词后面有补

语。名词不能受补语补充，而动词可以受补语补充，所以当名

词在句中受补语补充时，便活用为动词。如《医原》：“证，形于

外者也”。“形”本是名词，但在句中后有补语“于外者”，便临时

具有动词功能，义为“表现”。（３）名词前有副词修饰。名词不

能受副词修饰，而动词可以受副词修饰，所以当名词在句中受

副词修饰时，便活用为动词。如《梦溪笔谈》：“但二月草已芽，

八月苗未枯”。句中“芽”原是名词，但前有副词“已”，活用为动

词，在句中具有动词功能，义为“发芽”。（４）名词与能愿动词组

合。能愿动词不能与名词组合，但可以与动词组合作谓语，所

以当名词在句中与能愿动词组合时，便活用为动词。如《秦医

缓和》：“六月丙午，晋侯欲麦”。句中的“麦”前有能愿动词

“欲”，活用为动词，意为“吃麦”。（５）名词前或后用“而”相连

接。“而”一般不连接名词，多连接动词，所以当名词前或名词

后有“而”连接时，便活用为动词。《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

“谬工之治病，实实虚虚，其误人之迹常著，故可得而罪也”。句

中的“罪”原为名词，前有“而”连接，活用为动词“责怪”，意为：

不通医术的医师治病，使实证更实，使虚证更虚，他们误治患者

的行迹常常很明显，因此能够抓住这些责怪他们。（６）名词在

非判断句中作谓语。名词不能作谓语，而动词可以作谓语，所

以当名词在非判断句中作谓语时，便具有动词的功能。《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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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佗针，随手而差”。此句是非判断句，句中的“针”，作谓

语，活用为动词“扎针”，意为华佗为患者针灸，手到病除。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名词活用为动词，临时具有动词功能

时，它在句中的动词义与原有的名词义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如上述“药”意为“治疗”，是动作的主体与动作本身的联系；

“泥”意为“涂抹”，是动作的对象与动作本身的联系；“芽”意为

“发芽”、“针”意为“扎针”，具有述宾词组的意义，活用的名词正

是该述宾词组的宾语，只要在这个名词前加上适当的动词，使

它成为述宾词组，便是这个名词活用的动词意义［３］。活用为动

词的名词，从句法上看，处在谓语位置上；从语义上看，具有动

作义；从语用上看，比直接使用某一动词更简洁、更生动，含义

更丰富［４］。

名词是作状语用还是活用为动词，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如果这个名词是用在动词或表示性质变化的形容词之前，表明

动作发生的时间、方位、处所或事物发生变化的状态、性质等，

就是名词活用作状语；如果这个名词是用在能愿动词、副词之

后或者是用在代词、宾语之前，并产生明显的动用行为，就是名

词活用作动词［５］。

２　动词的活用

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发展变化的词［６］。动

词的活用主要是指动词活用作名词。某些动词在一定的语言

环境中，它们不表示动作行为，而是表示跟原来动作行为有关

的人或事物的名称，在句子中处在主语、宾语或定语的位置，临

时被活用作名词。

２．１　动词活用为名词作主语　《鉴药》：“逾月而视分纤，听察

微，蹈危如平，嗜粝如精”。句中的动词“视”、“听”活用为名词

“视觉”、“听觉”，作主语，意为：过了一个月，视力能分清细小的

东西，听觉能辨别微弱的声音，踩在险峻不平的地方好像走在

平地上一样，吃粗粮如同吃细粮一样。

２．２　动词活用为名词作宾语　《甲乙经·序》：“色候固非服汤

之诊，君何轻命也”！句中的“诊”，由动词活用为名词“证状表

现的样子”，全句意为：您的面色证候实在不像是服过汤药的样

子，您为什么轻视生命呢？《伤寒论·自序》：“夫欲视死别生，

实为难矣。”句中的“死”“生”作宾语，不是动词，而是活用为名

词“不治之症”、“可治之症”。意为：要想看出是不治之症还是

可治之症，实在难啊！

２．３　动词活用为名词作定语　《素问·诊要经终论》：“此刺之

道也”。句中的“刺”作定语，不是动词，而是活用为名词“针刺

方法”，意为：这是针刺的规律啊。

３　形容词的活用

３．１　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形容词不表

示性质状态，而表示跟它们原来所表示的性质状态有关的人或

事物的名称，在句子中处在宾语或主语的位置，被活用作名词。

如《秦医缓和》：“不食新矣”，句中的“新”由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新收获的麦子”，全句意为：不能吃到新收的麦子了（死在麦收

之前）。《本草纲目·原序》：“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

句中的“朱”“紫”由形容词活用为名词“朱色”和“紫色”，意为：

像玉的石头和美玉不能辨析，朱色和紫色相互排挤，这种弊端

存在已久了。形容词用如名词所表示的意义，相当于现代汉语

的一个名词性偏正词组所表示的意义。翻译时，可以在这个形

容词后面加上一个适当的名词组成偏正词组。

３．２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形容词后面

带宾语，该形容词被活用为动词。如《扁鹊传》：“闻贵妇人，即

为带下医”，句中的“贵”由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尊重”，意为：听

说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妇科医生。《尽数》：“故巫医毒药，逐

除治之，故古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句中的“贱”原为形容词，活

用为动词“轻视、看不起”，意为：巫医、药物只能消极地驱除病

魔，所以古人轻视他（它）们，因为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

４　数词的活用

数词的活用主要指数词活用为动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

中，数词后面带有宾语，或者前面有状语，后面有补语，便临时

具备了动词的语法特点，被活用作动词。

４．１　数词后带宾语活用为动词　如《灵枢·本神》：“勿闻人

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句中的“一”后面带有宾语

“神”，由数词活用动词“归一、集中”，意为：集中医生自己的精

神。《医师章》：“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句中的

“两”、“参”后面带有宾语“之”，由数词活用动词“反复诊察、再

三诊察”，意为：根据其九窍开合的异常变化，反复诊断病人的

病情，根据其九脏脉象的变化，再三诊察患者的病况。《灵枢·

九针十二原》：“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声，知

其邪正”。句中的“一”后面带有宾语“形”，由数词活用动词“统

一”，意为：从整体上察看病人的形体。

４．２　数词前有状语活用为动词　如《千金要方》：“特以三方鼎

峙，风教未一”。句中的“一”前有状语“未”，活用为动词“统

一”，意为：只不过是因为三方对立，风俗习惯、行为教化没有统

一［７］。

５　使动和意动用法

５．１　使动用法　使动用法是主语使宾语做谓语的动作或呈现

谓语的状态。换言之，即充当谓语的词语的意义不是由主语发

出，而是主语使宾语所具有时，该词语便具有使动功能与使动

意义。动词、形容词、名词都可用作使动用法。（１）动词的使动

用法。《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

人′”。句中的“活”原是动词，在句中具有使动功能，为使动意

义“使……活”，意为：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书交给狱吏说：这本

书可以使人活下去。（２）形容词的使动用法。《黄帝内经素问

注·序》：“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句中的“新”本为形容词，

在句中具有使动功能，为使动意义“使……更新”，意为：他们都

能一天天地使这部书的作用不断发展创新，广泛地救助民众。

（３）名词的使动用法。《素问·五常政大论》：“下之则胀已，汗

之则疮已”。句中的 “下”、“汗”原为名词，在句中具有使动功

能，分别为使动意义“使……泻下”、“使……发汗”，意为：使胀

者泻下则胀病可消，使疮疡者发汗则疮疡自愈。

５．２　意动用法　意动用法是指谓语表示的意义不是主语发出

的，而是主语认为宾语怎么样，或主语把宾语当作谁或什么。

换言之，即充当谓语的词语的意义不是由主语发出，而是主语

认为宾语具有该意义或是主语把宾语当作该意义时，该词语便

具有意动功能与意动意义。具有动词功能的形容词、名词都可

用作意动用法。（１）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如《大医精诚》：“虽曰

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句中的“贱”、“贵”本是形容

词，在句中具有意动功能，分别为意动意义“认为……低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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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尊贵”，意为：虽然人们认为牲畜低贱，人类贵重，但

至于爱惜生命，人畜都是一样的。（２）名词的意动用法。如《扁

鹊传》：“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句中名词“客”活用作意动词

“把……当作客人”，意为：扁鹊来到齐国，齐桓侯把他当客人接

待。对于活用作动词的形容词、名词，区别是使动用法还是意

动用法，主要根据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和文意，同时也可以看宾

语是否发生了变化。使动用法是主语使宾语怎么样，客观上宾

语发生了变化；意动用法则是主语主观上的认为，客观未必如

此，宾语不发生变化。

由以上实例可以看出，辨别一个词是否活用主要有两点：

一是语义的变化；二是语法功能的改变。语义的变化并不是辨

别活用与否的惟一标准，辨别一个词是否活用为另一类词，主

要还是看它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前后有哪些词类的词和它相

结合［８］，构成什么样的句法结构，具备了什么语法特点等［９］。

医学古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创造了传统的中

华医学，留下了丰富的医史、医论、医案医话、医家传记等医古

文，这些医学古文和典籍成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耀眼的明

珠［１０］。继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必须提高运用古典医籍的

水平，必须了解其丰富的语言现象，掌握其运用规律。只有多

读多思多积累，深入研究，总结规律，方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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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最严肃的终极命题是生死问题。作为直接对人

类种族生老病死负责的医生，除了应精通专业知识以外，对生

命和死亡的认识必然会影响到其个人心理的发展、医术的发挥

以及患者的存活率和幸福感。就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

要求来看，在医生培养阶段，加强医学生的生命教育刻不容缓。

同时，有数据证明，医学生中的确存在因为生死观不正确，导致

医学生本人心理异常现象的出现。该研究也发现对医学生进

行适当的生命教育能够有效消解医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

危机［１］。因此，在医学生培养阶段有必要加强医学生的生命

教育。

１　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受国外生命教育思潮的影响以及响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我

国医学界和教育学界也充分认识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不过还

处于将生命教育与学生的生命观联系在一起的单一生命教育

阶段，例如将生命教育定义为“使学生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

爱生命、欣赏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生命

教育旨在帮助学生理解生命的意义，提高生命的质量和增强生

命尊严的意识，使学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生命教育就

是在学生物质性生命的前提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有

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对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

程，进行完整性、人文性的生命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认识生命

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

实现生命的辉煌。”然而作为未来直接为人类生死奋斗的医学

生来说，仅仅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还不够，他们还应该对患者

的生死观施加直接影响，以产生全方位、积极的医疗效果［２３］。

因此，医学生的生命教育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另外，在实践当中，我国医学生的生命教育还存在一些问

题。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

８％左右，而国外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占总学时的

比例，美国、德国多达２０％～２５％，英国、日本约为１０％～

１５％。在这为数不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时里，生命教育所占的

比例更是少得可怜。而且现有的生命教育也一直侧重于“生命

科学的教育”，即生命的起源、进化、诞生和成长，侧重于建构学

生的生理知识［５６］。鲜少涉及“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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