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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说新阳

公刘》：“笃公

阴

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与阴阳气化学说结下不解之缘。中

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无不渗透“阴阳”思想。由

“阴阳”组成的“太极图”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徽号，在全世界产生

深远的影响。

大雅“阴阳”连用，见诸文字记载，《诗经

其

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

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在公刘时代，周族的

农业已经很发达，测量技术广泛运用。这里的“景”、“度”皆是

指对土地田亩的测量而言的。可见“阴阳”在农业上的应用，是

有悠久历史的。

年），三川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西周幽王二年（公元前

周语

周朝太史伯阳父，对地震原因进行解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

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

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国语 西周时，

“阴阳”的内容，已经很丰富、深刻了。它的包涵性，适从性，已

进入了哲理概括的范围。“阴阳”两种自相矛盾、对待的“气”，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阳”为“阴”所镇压，迫使它不能上升，而丧

失了自己的处所。“阳”为了突破“阴”的包围，于是便暴发地震，

使自己发泄出来。“阴阳”已经作为两种“气”的形态，用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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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秋中期的曾伯陭铜壶盖上，

深刻的解释自然界的现象；而且还从由地震产生的自然现象，推

及西周要灭亡的社会现象，这种广延的解释能力，是“阴阳”内

涵逐渐丰富与哲理化的显现。“阴阳”作为范畴，在殷、周时代，

已渐趋于形成。

不见于文字记录的“阴阳”徽号，出现得更早，瑞典远东博

物馆藏有六千年前的双耳采陶壶，上面画有“双龙古太极图”。我

国故宫博物院中，藏有商代青铜

年，美国考古学会，都铸有“双龙古太极图”的花纹。再有在

展览出一件亚里桑那州出土的古印第安人的钵，画有《易经》中

的卦爻，与中国河南省半坡文化出土物中的刻划纹状完全相同。证

明古印第安人本是中国西北部民族，于冰河时期结束后，从白令

海峡，来美洲定居，把东方的阴阳八卦文化，传入美洲。

古代历史上尧、舜传说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国家机

构开始形成的时期。“阴阳”学说的兴起，与这个时期也有密切的

关系。《通志》的作者郑樵曾经说过：《连山》之大象有八，曰：

“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之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

“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之以气。”《乾坤》之大象有八，曰：

“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而统之以形”。“八卦”的创始，表示“结

绳”而记时代的结束，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以符号体系为主体

的崭新时代。

郑樵之说，曾受到群儒的反对。但“阴阳”之说发端于上古

时代，这种事实是泯灭不了的，有许多实物和文字可以证实的。

现藏瑞典远东博物馆的“双龙古太极图”陶钵，是从伏羲故

土甘肃省天水附近的永靖地方发掘出来的，测定年代为六千年左

右，也正是中华文明的上古时期。以后，如此图形的陶器、铜器

也间有发现，这当然是“阴阳”观念发端于上古的有力证明。

而且，盛行于原始公社，氏族制解体，奴隶制国家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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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作物件利

“臣”、

的虞、夏时期的《连山》：“君臣民物，阴阳兵象”，也是合附历史

事实的。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形成，可能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交替时期，在这一个时期里，“君”

“民”、“物”（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称作

奴隶制名分逐渐会说话的工具，失去了人的权

臣民

确定。同时，各部族、氏族之间长期频繁的械斗与争战。如华夏

族黄帝与苗族之间大规模的战斗，打得很为激烈。所以

物，阴阳兵象”这句话概括当时的历史，很恰当，并非是臆想之

说，是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近年来，在陕西岐山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等处，出土了大批

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卦画大多

由数字组成六画；也有三画、四画、五画数字组成的卦画。这可

能是《史记》所说的“象由数生”的根据。就此而见，文王重卦

的论断，也未必精确，重卦的形式，还可追溯到虞、夏时代，甚

至于更远。那么，“连山”、“归藏”、“周易”，“皆八而八为六十

四”的说法，也可以得到验证了。

从“阴阳”观念的起源，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认识到下面几

点：

（阴

（一）“阴阳”观念，起源于“绳石并用”的时代。《文子》书

中记有：“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寝绳，杀秋约冬”。传说中的

伏羲氏，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绳石并用的时代。人们掌握制

造绳索的技术，并广泛运用于生产实践，生产力的发展，飞跃了

一大步。用绳索织成的网，更便利于捕捉禽兽与鱼类。生产方式

的进步，人们能获取大量的肉类、鱼类，也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方

式。“结绳而治”促进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与思维能力的增强。“八

卦”的来历，也可能受启于绳索上的结头 一是打了结

的符号形式，复合的绳索；一是不打结的绳索。正是由于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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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战争，火并了周围部

演变出复杂神妙的“阴阳”体系。

（二）“阴阳”观念，最早也可能是在军事领域中展开的。所

谓“阴阳兵象”，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形

成，其间，经历了大小千百次的械斗，

落、氏族而逐渐形成的。“阴阳”辩证法思想，就是在最严酷、最

复杂、最迫切的战斗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因为军事上的成败，会

直接影响到整个部落、氏族全体人员的命运。而且时间是短暂的，

多则两、三天，少则几个小时、几分钟，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

因此人们必须用现实的姿态作出回答，决不允许有半点的虚妄与

迟疑。“阴阳”观念，也有可能发自宗教，但宗教信奉的是唯心论

与命定论；命定论与唯心论，决不能展开如此多姿多态，丰富的

辩证法思想。

中华民族，在军事理论上所达到的高水准是世界上其他民族

所难以企及的。古代军事学说的精髓是“阴阳”思想，《孙子兵法

十三家注》中，孟氏说：

兵者，法天运也。阴阳者刚柔盈缩也。用阴则沉虚固静，用

阳则轻捷猛厉；后则用阴，先则用阳；阴无蔽也，阳无察也。

阴阳之象无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则应

杀而制物，兵则应机而制形，故兵法天。

”、“阳”兼施。“阴阳之象无定

军事上的要领，是“应机而制形”，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出各种

不同的作战方针，随机应变，“阴

形”，行军之势，亦要神鬼莫测。“阴阳兵象”也就是指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起着总枢的作用。

军事上实事求是与果断决策的作风与宗教迷信思想是水火不

能相容的。据史册记载，姜子牙征殷，汜水之渡，“焚龟折蓍”，取

得牧野决战的胜利。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

说的是勾践放弃了占卜活动，而终于战胜强敌吴王，成就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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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的霸业。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占卜活动，破除了迷信思想，正确

地运用了军事上的“阴阳数术”思想，“尽其阳节，盈吾阴节，夺

之以利”。取得战争的胜利。宗教占筮，只能坐失战机，误人误国。

（三）“阴阳”作为古代一对基本范畴，也受到一种传统观念

的束缚。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它们理解为两种独立形态的实体。

“阴阳离合论”，是这一观点的典型说法。“阴阳”思想的发展，经

阴阳八卦、阴阳五行、阴阳气化几种形式的演变和汇合。其间

“阴阳”范畴的含义，也有所变化与丰富。唐宋以前，“阴阳离合

论”一直占有上风；唐、宋以后，“阴阳一体论”占有主导地位。

待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达到这个学说的最高水平。“阴阳气化”

思想，是古代“气一元论”的中枢部分。

“阴阳”作为 种概念来说，有它的共同性，也有它的特殊性。

对于作为基根范畴的“阴阳”应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它的本质属

性。但是在各领域、或各时期的“阴阳”，都有它们的特殊性，应

随从它们的具体条件进行具体的概括。因为在各种领域里，“阴

阳”都有它们所代表的具体内容、方式结构、表述方法等等。而

且对各个时期“阴阳”也有不同的内涵。

譬如中国医学中的“阴阳”。“阴”是指人体的物质机体；

阳”是指人体的活动机能。在古代的炼丹术中，“汞”象征为白

虎，称之为“阴”；“硫”象征为青龙，称之为“阳”。在数学中，

“阴阳”指的是“偶数”与“奇数”。历律学中的“阴阳”指的是

“秋冬”与“春夏”。政治上的“阴阳”指的是气运上的“衰”

“盛”。军事学上的“阴阳”指的是战争中的“劣势”与“优势”⋯⋯。

所以在每门具体学科中，“阴阳”是有具体内容的。而且它们

具体的构架方式也有所不同。如医学上的“阴阳”采用三分法：

“太阳”、“阴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其他的一

般采用两分法。从古代各门具体学科来说，“阴阳”的含义复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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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朱熹

丰富。从“阴阳”基本范畴的含义来说，“阴阳”的对待、统一、

变化，组成了“阴阳”内涵的三个层次，而且这对任何“阴阳”的

概念都可以适用的，这就是所说的“阴阳”概念的共同性。也是

它本质性能的总概括。

“阴阳离合说”的渊源是很早的，大概起于“阴阳”思想发端

的时期，各类古代典籍上相说都同：浑元之气的剖分，清阳的为

天，阴浊的为地，再演化为“四时”和“四方”。这就是常说的

“阴阳两分”思想。从“阴阳两分”说来讲，《易传》最具典型意

义。《易传》中说：太极生二仪（阴和阳），两仪生四象（太阳、少

阳，太阴、少阴），四象生八卦，八卦再生六十四重卦。

早期的“阴阳两分”说，是一种升降说：轻阳上升为天，重

浊下沉为地。这种说法可能受盖天说的影响。到了唐、宋时候，

“升降之说”有了变化，最典型的是朱熹的“中浮说”。他认为在

天地未形成之时，阴阳二气像两个大磨盘，磨盘转个不停，磨出

了许多渣滓，轻阳者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天空、日、月、星、辰；

重浊之气凝结在气团中间，成为地。朱熹所说的“地”是浮在气

团中间的。他的说法是受“宣夜说”与“浑天说”

对阴阳气化学说观念的改革上，是卓有影响的。由此为“阴阳两

端说”取代“阴阳离散说”奠定了理论上的依据。

“阴阳离散”说，有一个明显的表识，就是以尊卑论阴阳。

“尊阴卑阳”说，可能是原始社会母权制的产物，在春秋时期也流

行过一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聃，他的主旨是贵阴柔而轻阳刚，著

有《道德经》一书，“柔弱胜刚强”是该书的总纲，说的是守柔雌

退之道。这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小国图存”，一种社会现实经

验的总结。“尊阳卑阴”之说，主要见于《易传》与《春秋繁露》，

目的是宣传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

以陈，贵贱位矣！以及君阳臣阴；父阳子阴；夫阳妻阴，封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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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不可分离的整体。当“元气”

理纲常思想。而且，还把这类思想，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形式，

凝固起来，成为支撑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但是无论“尊阴卑阳”说，或是“尊阳卑阴”说，都是割裂

了“阴”、“阳”之间的联系性、转化性。称道“阳”是绝对的好；

“阴”是绝对的坏；或是“阴”是绝对的好；“阳”是绝对的坏。这

样，无形中把“阴阳”都导入绝对相待的局面。绝对相待，并不

是真正的辩证法。在这里，关键是要承认矛盾双方的对待与统一；

在于承认辩证的否定与矛盾的统一。“以尊卑论阴阳”必然会导之

形而上学。

我国古代的阴阳思想，有一个显著的演变进程：在唐以前，

“阴阳离合”说，占了主要地位。自唐开始，“阴阳一体”说，也

可以称为“阴阳两端”说，这种观点开始抬头。如柳宗元所说：

“合为三者，一以统同”。这里的“三”，指“阴”、“阳”、“天”三

者，都统一于“元气”。“元气”才是“阴”、“阳”、“天”三者，相

反相成的统一体，离却了“元气”便无所谓“阴阳”。三者共存在

于统一体之中，不能相离。“元气”是一个“阴”、“阳”参错相合

的实体，阴阳附着于“元气

缓慢的吹动，便造成炎热；当“元气”迅疾的吹动，便成为寒冷，

这就是所说的“阴”、“阳”二气“呼炎吹冷”相反相成互相作用。

其实都是“元气”在起作用，阴阳不过是“元气”运动的两种方

式而已。

柳宗元的“阴阳”说，已经具备了“元气”物质实体的性质；

阴阳不过是出于“元气”自身矛盾运动的模式。总之，在这里清

楚说明了“阴”或“阳”，并不能脱离“元气”而独立存在，它们

只能依附于“元气”，是“元气”矛盾运动的两种不同形式。

北宋的张载把“阴”、“阳”看成是一气的“两端”。“天地变

化，二端”分天分地，也不过是“一气”的“二端”。所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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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不相同的“二端”：有以“体”端”包涵的意义是很广泛的。

势”分为屈伸；有以“力”分分阴阳；有以“性”分刚柔；有以

为刚负。还有的以“空间”分为大小，“位置”分为上下、左右。

作为元气“两端”的阴阳

无穷无尽的形式相感应

“其感也无穷，其应也无尽”。既然以

感应的结果又是无数。那么，阴阳两端

的参合，也就无数可纪。由阴阳两端参合而生的万物，通过情性、

形象、声色之种种属性，而显露出万不相同的形象。张载的“感

应说”，摆脱了“由数生象”的形而上学思想，对万物的生成，提

出了合理的看法。

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两端，故有感；

“阴阳离合”说，只能触及阴阳二气间分离与参合的形式问题，

不能深刻揭示阴阳之间感应变通的实质内容。张载的“两一”说，

来由于“阴阳一体”论。他既看到“阴阳”是“两端”，又把“阴

阳”视作为一物、即一阴一阳的对待统一物。他把“气化”看做

是“一物之两体”，“两体”实际上是“一气”的阴阳两端。“感即

合也

说卦传》）本一，故能合。”（《横渠易说

太和

张载所说的“感”是指阴阳两端的互相感应、影响、作用。阴

阳的矛盾统一于“一气”；同时阴阳矛盾又能得以发展，“相感而

利生”。有阴阳之感，才能气化，而气化相通，“以异而应”。感应

相通，致使“阴”、“阳”的和合。同时还认为，天地之间“独阳

不生，独阴不生，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相兼之妙也。阳极

必阴，阴极必阳，此相制之机也。欲一于阳，一于阴，必不可能。”

（《张子正蒙注 所以，阴阳感应，必须在“一气”共同

体中进行，阴阳二气分离了，就失去感应的基础。也就是所说的

“一于阴，一于阳，必不可能”。是不能够实现的。

而且，阴阳气化的形式，也不是简单的“离”与“合”。它内

在的实质是“化”与“变”，“气有阴阳，推行而渐有化”。“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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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杨元范》）（《朱子文集

阳”的推行连绵不绝，形体与名谓都不发生突然变化的渐进形式，

称之谓“化”。“变言其著者”，与“化”不同的叫“变”，则是一

种速度快，名、体各殊，在现象上亦有显著的变动。“化而裁之谓

之变，以著显微了”。在这里“化”是一种渐变、量变；“变”则

指骤变、质变。张载对“阴阳气化”思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理学大师朱熹，亦是“阴阳一体”论者，他把气化分殊的道

理用于阴阳两端思想。“天地之化，⋯⋯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

已”。朱熹所说的“阴阳二气”“相待”、“相合”、“交感”等运动，

都是在“一气”的共同体中进行的。

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

⋯⋯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

（《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朱熹的“阴阳一体”思想，它的二气相待，二气中又各自有

阴阳相对，“二又各自为对”而两端之中又各有相分。“统言阴阳

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朱熹发挥了王安石

“耦中有耦”的观点，认为“一分为二”是一个永存不息的命题，

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熹的“阴阳两端”思

想，丰富了气化运动的理论。他看到了阴阳二气“相合”、“交

感”同一的一面。认为，阴阳是“一气”本身所蕴含的，是气化

运动的不同形式，他说：

大抵阴阳只是一气，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非

只两物相对也。

他认为“气”做两个看，是分阴分阳；做一个看，只是“一气”的

消长。朱熹的“阴阳两端”论，说得最也明白不过。

与朱熹同样，王廷相的“阴阳”论虽也主“二分之法”，不过

他也不是“阴阳离合论”者，而是“两端论”者。王廷相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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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 五

端思想，精于对“阴阳”分类的研究。

道体》中所规定辨

他对阴阳的“形”、“气”有四方面的规定，就是从“形”、

“气”、“总言”、“极言”，四个方面，对“阴”、“阳”进行规定。就

“形”而分，像有“天地”、“男女”、“雌雄”之类别；就“气”而

分，像有“寒暑”、“昼夜”、“呼吸”之类别；总而言之，凡属于

“气”一类的，都属于“阴”；凡属于“形”一类的，都属于

“阳”。极而言之，凡是有形体的以及氤氲芴苍之气，可以看得到

形象的，都可以属为“阴”，之所以变化、升降、运动、飞扬之不

可见的，都属于“阳”。这是王廷相在《慎言

别“阴”、“阳”的原则。

王廷相对“阴阳”的四个层面，从“形”、“气”、“终

“极”，进行的分类：从“形”来说，天地、男女，以及牝牡雌雄

之分，具有相对性的事物，皆可分为阴阳。从“气”来说，“寒

暑”、“昼夜”、“呼吸”的更替，具有时间转换性的过程，亦可分

为阴阳，亦可看出，“阴阳”是“一气”流程中的正反相续相连一

体的部分。从总体而言，凡属“形气”的东西都属阴；凡属

“气”的物质，都属阳；极终而言，凡属有形象的为“阴”，无形

象的，其运动、变化皆不可见的为“阳”。

这样精细的阴阳分类，在古代也是少见的。在原则上起了澄

清当时阴阳观念不清的现状，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王廷相在开

拓阴阳研究方法方面，是有贡献的。

王廷相在阴阳构架上，反对“三分法”，主张“二分法”。“天

地也，阴阳也，牝牡也，昼夜也，不可以三者也。”（

认为“二而一”互相统一。“阴不离于阳，阳不离于阴，曰行篇

乾运道。故阴阳之合，有宾主偏胜之义。”（《慎言 王廷相虽

然强调“二分法”，主张“宾主偏胜之说”，但在“阴阳合和”的

观点上，也有新颖别致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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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的对待统一，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应有它主导的一面，丝

毫不能有任何夸张不实的地方。“阴阳”的本性在于“合和”，一

切对待中的“相仇”、“相斗”，皆在“合和”的前提下进行。当然，

“合和”中也有强制的一面。在王廷相的著述中，有许多“阴挟

阳”、“阴遏阳”、“阴乘阳”、“阴盛阳”，表明阴阳二气，不仅有一

方依存于另一方的关系，而且还有一方钳制一方、取代一方矛盾

发展的趋势。不过，仅仅是趋势。所谓的阴类，只是阴胜于阳，而

不是纯粹的“阴”；所谓阳类，也只是阳盛于阴，而不是纯粹的

“阳”。事物的性质，该由主导方面所决定。阴阳交错，组成了

“气”的矛盾统一体。王廷相还把“阴阳成物”概括为两项原则，

一是无过不及的“中和”原则，“过阴过阳则不和而成育；过柔过

刚则不和而成道。故化之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慎言·问成

性篇》）。得天地之中，就能得阴阳平衡，阴阳平衡，才能协调和

谐。而另一条是“阴阳主导”的原则。阴阳运转，在一定条件下，

总有一方为主导，一方为从属：“日出而苍凉，夜阴之积未遽消，

光不甚于旁达也。日中而喧热，昼阳而积盛；光复炽于下射也。”

（《慎言·乾运篇》）日出时苍苍凉凉，因为夜阴之所尚未消除，尚

占主导地位。太阳当空而照，阳气积储盛极，阳占主导地位。王

廷相否定儒家“阳尊阴卑”思想，认为“阳”并非永远占主导地

位，阴亦非永远屈居被支配的地位。阴阳的“中和”与“主导”原

则，使“阴”、“阳”在构成万物现象和其运行机制中，都能与自

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人生的总机制相协调与和谐。王廷相，比

较全面地考虑了“阴阳两端”说的各个方面，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王夫之发展了张载“合两端为一体”的思想，认为“一气之

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张子正蒙注·太

和》）指出了阴阳与气化运动的关系，即是“一气”本体与阴阳作

用的关系。阴阳本非另有实质，它们附着于“一气”，促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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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彼此相依

本体“摩之荡之”，以及产生聚散、屈伸、出入、形气、往来等种

种现象。王夫之对“一气”与“阴阳”的观点，要比柳宗元、张

载要明确、成熟得多了，而且“阴阳”外延的范畴，也要比以往

诸家丰富得多。

王夫之的“阴阳气化”论，他从气化的特殊规律中去论述气

化的普遍规律。“气”的凝聚则见有；消散则疑无。露雷霜雪，各

以其时，动植飞潜各以其族。这是因为“庶物繁兴，各成品汇，乃

其品汇之成各有条理”。这种品汇和条理，皆是由阴阳运转、变化

所规定的。

王夫之还揭示了阴阳的“相反相仇”，“相倚相涵”的双重关

系。从“太和一气”的推衍来看，阴阳之化，自此而分；阴中藏

阳，阳中藏阴。阴阳是一种互根现象。并进而把阴阳的差异、矛

盾、对待，概括为相反相仇。“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

与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说明了“阴阳”

的对待性与矛盾性。从另一方面说，“阴阳”又是“相倚相涵”，除

对待一面外，还有统一的一面。从“阴阳一体”的观点来说，有

阳而无阴；或有阴而无阳，这种“独阴”、“独阳”的情况是不存

在的。“阴非阳无以始，而阳藉阴之材以生万物”。

说卦传》）王夫

不离，交待相成，缺一不可。但无论如何，在阴阳相待、相仇、相

斗、相克中，阴阳之间还是“两相依而不相离”的。王夫之说明

了“阴阳”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存在，一切都要在“统

一气而互为息，相因而非相反也”。（《周易外传

之，对阴阳气化学说中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作了极好的说

明。

“阴阳一体”论，对中国古代“气”一元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有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气”一元论思想的流行，与“阴阳学

说”有密切的关系。按理说，从浑沦的“元气”，到万物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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