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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易學研究肖先應當區分〈間為》之經興傅的羔圳!占#@

雌合14相當學富的人l'哲理， {8還不足以吃更為正式的哲學著

作。 ?:iJ學的哲學化始於受諸于思潮宇平發之〈站(專卜若將〈崗

易> f~傳與道家著作 併聯繫考察， Jt問《易經)--(老子)

(道家) ---(易傳〉的發展1的各曆歷r:J 惘，尤其叫見〈易傳}

之締結思維、自然觀與干 i-bí論 4 要 ìt:~ ìJh{於道家企

自先;，;之傅)接受各于之道 的影響，將「兀一之概

念何Ft化，提升主這論的層次，一乾元」、「坤元 l 正是老干

「這一、德概念之轉化可同持，在于也控交坤封卦辭之「中七」

的持迪，將 I 午tJ 與一雌」、「母-聯繫?導。 IIH虛、靜、柔

川CWH、爭等 系列老學中的重安概念。

其次?老于的辯論思維模式在1)始交《周易》古總之啟迪，

其後有道家各派 1'1被加以發展， t但恥、戰閩中晚期為《易傳〉

所甜苦承 透過 c:刮局〉了可年 5-- ç 老寸，一) (道家)- (站傳〉

之發展!形成中國古代辯誰也雜模式的骨學體系。

/象傳)是《易傳}各篇口最早將{周易?哲開化的有

學莒作 u 共 rh I 乾 IL資始」與「坤尼資生 所展現的萬物生

!此論、「雲約兩施， iZ1物流行所描繪的內然觀與「保合太早日，

高關成平 所指E雪白然與人丈的整體和諧皆反映了道家思想

的精Ilj~l ~ñ~ 內涵

關鍵字:周易、品博、老子、道家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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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忠、維 自然觀與 J一由論 1 也:淵淵於道家。

u估間吉句j易〉札1版院斗指I旭肘A司l代變主必b之t書書'，;汙8 ， 0 1漠主、肝以f後圭學者以朝朝j代釋 C I悍1耳司 J

叉)將恃 l 周」字哲封丙耶iJ化，解釋為周苦、周|川J此周流、周遍，快將蜴」之

字義加以延伸，認為 I 易一名 i而fT=義!易簡一也!變品:也，不易三

也 "恥 b 近"位其質都是後人依據道家 l6:學的觀點所作的發揮，且非非主

義。例如 間流、周過))EH詩~j 宙間物的普遍流行，這顯然是受到l活 f

以後的道家思想!背影響，將宇宙論的思想附會主自《周劫) [付里的結果 ω

尤其以 l 所提「易 之義，質是(繫辭〉繼眾老「思想所做的發揮

例如我子說 l 存言其易知，甚易行， ' ItUl 合(繫辭)易簡」之義，是

故韓嬰即以老于「無為」繹「站簡 J ; (結傅〉乖變， 力面繼承 ~li經講

卦象的交氣變化，另方而則持在說明宇宙萬物的變化!如〈繫辭) C 剛采

相推，變字EJt':j'l矣 J '艾知(主主俾)所市的「時變，('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 j) 與(說卦〉的 觀變於陰陽rMii 卦 J '此制與主f-:ç1f(而且「道之1VJ J 

與莊于蟬言"萬化，的自趣tll過; (繫辭〉謂 l 動靜有常 j! 「常」叫I ，-不

易， '代表者在禹物的紛耘變化中相常不易的永恆律則 1 亦即起于宇宙論

或存有論巾的「常道， -

就時代而言， {則易〉經交大部份材料形成於兩周初年，早有三股、周

之際。 1[[將那些散亂的材料加以系統性的編草草!椒可能是市於罔聞末年

的就有之手。巾卦艾辭帥、始材料的累績，到有~P;)JO以丈祠 t 的修飾跌進

行條月1化的推開過科巾， (1古l易〉軒〈艾;成譯本所對蝶的時代背景 l二，車站歷

r兩次政治社會的大變革。 是股政權的崩潰司令間武玉的興起，三位叫

周關勢出躍而衷所引致的社會劇變。古絡的編辜者在編君主過程巾，口擊

f C 高作為千年，深許為陵 1 前 11) 的時代)，:變J品，遂有2ì1辭中攪進 F個人

對於社會政治之劇變所推生的濃厚時代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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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站} W {詩〉、(詩〉同世於此一生U}編時代的背崇 F來 JJL以考察 d

臼兌付詩經》的 13主題材是民間凶'I'[IJ最直J苦斗具體的反映!而史立與茲

宵日IJ J.[: 1~~ÄJ，叫文化最里暖的兩個職 11 ，啊關〈品》之材料的幣用及保存

與他們的職宇宙付]相關，做為B'方交害的《尚書》也是如此。這一制約

典k映幸有相|叫的時代背景!就〈詩》、 C:ln 中的天命副市計， fH"júJIII 

f 天命不惜 J C (í，晶宮大行的))到 I 天命臨常 I ( (吉、持有 文主))的轉變!

髒察出敬天保上是;itf』代天命觀的 L些內容!所謂天忠實際 l三是民店的具

懦反映， I 民情大 l可見 J ( (喜 展計i}) ，!人 Rll于7)<監!當於民監 I (<爵

洲的J) , D1 J顯示了此時民意的問1缸 里E之， 殷 l出政權的轉移研jtHLJLJ政權

的出峨山投 7 使得周人反省tii殷鑑不遠的成↑品之心'， !I- 12 。這d:_I~時代賦 j己

人們在心:EtfJ.if!j思想上的街擻，反映圳人文忠潮的躍動 返種人文忠潮的

F呀!Fii! 也同樣出現在( I吋易}中刊間易)全書不斷強調!給出人的 j 觀努

)J UJ以逢凶化肯 《易> ljlJ {詩}、《書》此種人文精神之萌發13同一時代

有垠的荒草物，這一一部典符干!時代的劇變巾共同地反映!li時代所油需周人

的思想激發" 13 已由此lx; 111IH~i}以暸解， (周易》雖是仁蔽之詩，怕只 lþ

的內容寶富有bL映時代精神的人生朽思。

向往後菇， (易傳}!￡需所主J應的戰國時代的社會變遷較以11 哇!情劇

判 Jt反映的居安慰、您的憂患意鼠也史為強烈仆繫辭〉所指戶刊易銜，

其為避忠于。i.iH快 r戰國悅朔風雲詭誦的不'!i:日寺叫!這ι時代撥動所

可在化的對人的種I擊，是引導諸于思潮澎濟發卅一的最前雙淵源。時代劇變

的激發以拉人文思潮的激漲，是導致{周易》經傳成占的 i 要原則。F'I

此軒說認為(周易〉經文為文F.l，~凶於委且時所作， l 篇傳女的于[，于所

作，泣類說n、完全不命歷史悟:缸 。尤其將《周易》經傳的作特依託於某

個個人身上，更容易忽制各篇，~If 反映的時代精jftl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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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乾坤卦5t辭的哲理及其對老學之風迫

(周易〉占經雖常有相當豐富的人生哲理 3 個嚴f再說來還不足以作

為-部正式的哲學著作。易學的哲學化始於《易傳卜它成於戰闢時期!

主要是受到諸于思潮與百家爭鳴之幣發 c 而以占盡語言為主的[恃皇之所

以在後人眼中變得晦澀難解， 方面當然是由於部份宣辭過於簡略，對

於所記述的事情語焉不詳， 且時代遠隔!後人實難以明白確知經文的

原意!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後世的解《易》背未能明白經文中的益

辭原本乃是作為 積極為特殊的山欽語言，因而使用 l可常語言去望文生

義?或使用哲學語品去Illi事增華 n

EI1D~古經二之意的晦澀難解，二千多年來的易學研究者遂普遍地透過

「以傳解經」的方式來詮釋古經中的莖詞，他們不僅以戰國易來解占經，

甚而以宋明易來附會經義，結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簡樸的典籍，弄得面目

全非。對於易學研究中這種尸以傳釋經」的風氣 τ 南宋朱熹便認為 C( 易〉

本← 2宜之書」、，(易》之作，本只是為←益 JL l4}! 極力主張有關易學的

研究海回歸《閩易》的本義來進行暸解。雖然朱熹易學中仍不見以他個

人理氣哲學釋〈易}的觀點，但他在掃除歷來嘗{易}的迷霧 3 主張回

歸本義的立塌，則應給予高度肯定。

繼朱熹之後，易學史上第二次重要的掃霧工作，是由當代易學專家

商亨、李鏡池等先生完成的。高亨先生指出 '(易傳}的解經 1 誠然有

正確的成份，但是有許多地方不符合經文的原宜。而且《易傳〉的作者們

常假借經丸，或誤解解丈，或者附會經文，來發揮自己的哲學觀點」fUlb!

又說 Y易傳》解經與《易經》原意往往村去很遠!所以研究這兩部書，

應當以經觀經，以傳觀傳。解經則從ZE書的角度，考定經文的原意，

解傳則從哲學書的角度，尋求傳文的本旨 」。 116 其他包括屈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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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諸1"ií 先牛，泊、lJ)J 主簡直分經傅仕肌 r

筆者對於易舉的研究!在的輩 I 以經觀經 τJ立傳觀傳 j 的學術立場

I ' 時， 方 liì探，來占易混書中有關人生哲理的綠驗智慧 y 二方{自i則在

山草;語言之外，採討〈易傳〉哲學觀的彤成!何時試闢裔清它車l道家思

想、((:;淵源關f菜，持以重建造家#，學。當代前賢雖於前例項仁:多所中論，

jl!似來告從哲學史的立場來對此問題進行系統恆的闡發。有生括與趙IJ'偉

教投近扭身 ([01易譯注及研究> (" 19 ,' 書，針對漢代以來巾儒家觀點解釋

〈易經〉的傳統LJ關跟你，著重的道家的立場加以言"'1'i平已 道家易學的探

討，是為筆者多年來致力 iJtJ易》詮釋的重點之一"的著《易傳與道家

思想)山!但後 ， 'j) 而譜曲i~編輯《道家丈化研究) r 道家屬 J 及「道教易」

冉的(第 1 一、| 輯) ，同時結!!!i撰寫(論艾 i一 上憾的左右傳特的〉不可口

( j):;秦道家易學發微〉兩艾 C l!泊， )J關重新鐘構淹沒已久的道家易學傳

統，與本丈崗阿思想脈絡 F 的，/1先土作。

正如〈繫辭〉所謂 l 乾坤Jt品之門耶 J' (周易〉以乾坤為苗，亦以

乾坤桐樹Ji、司整體思想的理悍，故木文以乾坤兩封為 i…要範闡 1 方關11

:FfiJ吋 o古]品》 lk終7平息的探討， !jJ)_J一自則從單純文與傳丈闊的異同與對

比，以求川顯倚在對將進行解釋的過程中阱形成的{易維3 給釋串一在

《站傅}將kpi斗;作為占 1哀之苦的〈品經〉于以哲學化的過1\'中?老 F 早立了

道家各派思想j卅於桐扭地的。(周易》出將雖屬占寂之苦， jU編票者在社

會政治環境劇變的Kil-七背Zt F' 也賦 f今其中甚為深玄刻IJ的人f生lιi哲E用草與辯口

伊恩、維棋式 7 這吉部E份的門符對老于 f科耳學目髒豐系的建 11立1-一有若 定程度的t恃F 發。

老于出止此l七J '.J引IJ掛今站lλ迫!特別是有關道論的思想，影響及於叮後《易傳》以

甘學化的語言來詮釋《則易〉討經!此一( I '/iJ易》科學化的過服、亦DIJ

{必料 )ì ~ï~莘學得以形成的最初情況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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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粒之卦辭含義簡樸?純屬 I-_f-j泣諾言，但其中已可略見其有往哲學

語 d延伸的跡象!丈辭則具有 些深刻的人生哲理，并經之卦交辭巾所

蘊涵的哲間對老于的思想趕往東耍的啟迪作用。(乾)卦艾辭中的龍之隱

瞞象徵〈易經》重變的特質!此種重變的思想觀念 方面與老于思想有

昔日且顯聯繫'其巾也同時蘊涵了撲素的辯證思維成份，影響了老子贊其

後的道家各派，開展出中 l吋占代辯證思維的體系，成為標誌著道家思想

的車拉特徵?而為〈易傳〉所直接繼承。以下就上述各點中諭乾坤卦艾

辭對老學思想之早有迪。

、乾坤卦辭的占益語言及其自哲學語言之延伸

(一)乾卦卦辭之「元亨利貞」

翻開(品經) ，第 句話即是乾卦卦辭「元亨利貞」。這間個字在{周

易〉卦艾辭中經常出現，對於我們暸解古經經文非常重要?誠女[1高亨jt

f 所說 ~t山芋之義不明，民Ig告書莫能illî曉」 lpt21 。其實， r 元亨利自」

這問個斗單純H是向誰語句，它的J藍忠是「大順i函，有利於占問 1;' 泣，

4正義質樸 並沒有ii 麼深奧的義涵。可是長久以來，歷代易學研究者拘泥

於以傳解經 J '未能注意來素所說〈品經〉作為古l益之書的「語脈 'ij 23 

豆義!竟以(文言〉所謂的「四德」妄加附會計"。直到現代大量甲骨

←辭發現， ，貞」的本義才得以復原。

「貞」于:fE (周易}經文中屬占詞!應訓為「占」。如「貞凶，猶

7守山凶!貞寓!立即占間有危險貞吝山間將過艱難或其事難行。

惟在傳止中 wu 可訓為「正 J '兩者不可混淆.，1- 25 J 再則;且將經文依傳文

以，- _[ r. J 字作解!則「貞凶」如作「正凶 J ' r 貞厲」如作「正厲 J ' r 貞

舌」如作「正奇， '都干得其解。 高于先生曾對「皮」字出現於古經之語

脈，逐條以「占間釋之，世書遂得以通解Ii詣，這對市經文本的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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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貨是易學研究的→大突破。正如]朱伯崑先生在《易學哲學史》中所說「甲

骨文巾的 T 貞」字， )j ←問之忌。( !甜易) '1' 部~ l'貞」字，也是阿司之意。

常叫;jJl i r 崑Jl 1::; l 正， '是 干胃口:見解。這是近人 il 解《間易》的一大貢獻、7.7;

要示戰間以後的解品者以 I ~LJ德」附會乾封封辭，從而使其英得

JE解?如今 l 貞 I '-l:} 義己明，可知這卦辭在哲學 f 投無深刻內涵，

至於 元」寸本即開始之法，老子以道來對天地之始進行探討， (象傳)

怯受老 fJ1H命的影響 ?j恃 f 兀」的概念;正式哲學化，提出「大哉乾元」

的說法，的將其[111.s旅語言轉化為哲學語言!賦予具體富的形 f 學意涵!

而所謂的蛇元 l 與 f 坤元 J '正是老['道 J ， J 愧!概念之轉化l! 28:, 

f 元 l 之概念:其後經出董仲舒{你秋繁露》的大事發悴，成為漢代宇前

論巾被普過使用的重嬰報時，. (象傳)對乾坤所做創造性詮釋，容後文申

論。以下按著對坤卦卦辭略作說明令

(二)坤卦卦辭之 I 化」

坤卦卦辭曰「坤，元亨，利比馬之員。 J J 忱馬…之「忱」在原初

子義 l 應作 母 zdr 雌」解， !l在無 )(1甘心陰柔之詣。 l 忱」字在《品經〉

t:j 'í~}無深刻哲學意淌，然 l'fií :-'i去了卻受其悴，血，賦]生自高度的哲理， JQt是

抖成為有，r}~ J~~ 考 l 的重控概念叫

YL 字 (15 于》全在几五見!除 55 申「社牡之合」作「雌 J 解外!

其餘皆具哲學在涵 o l' t七 l 的概念不E老{l'1'J思想中! 一方的I有錯調其詞容廣

大的起思 7 川一方面則用來描寫作為萬物之源的道體 J 如 61 車 r 天下之

此一DlJ具有識下流容乙義 而W6 帝「谷神不見，是謂主化!玄粒之門，

是謂天地板。」則以「玄忱 1月來描寫道具有生研 riï';物的能力，屬於道

論層次的HJ法， Jl (外，在于史在全書打千丌巾，將一中七 與 I 雌，，c母 l

聯繫)耳") I出鼠、靜、菜、順w不爭等 系列莘學中的重要概念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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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坤交辭的人生哲理與老子思想的內在聯繫

乾卦六艾皆為陽交，故以龍」為象徵 'it 30 ，用來 tt喻人自靜趨動

的伊動過程。在此1且程中，人 LH最初的晦養待時，經 IlJ隱的階段而達於

顯 f ;1.可， , 

「龍」庄神話的傳說中具有變化莫測，隱現無常的特性， jjJ潛 jjJ 飛，

民行「變」的特點。乾卦丈辭惜它予以形象化的說明!三日;具體表現便在

於隱顯進退之間。這研豆豆蠻的特點，主老紅則行更深 層的發展 τ 成為

一而變的哲學。

老('1)，變，指出存在世界為閃動 λ肘。此即 反者道之動」。在這個

基礎 1 '老于史進 正提出 l 觀也 l 的概念在慌動的變化中探求慌常

小變的規律 o iii 子也認為r j='宙「無壁而不動 J ( <秋水力， ;](;:求幸巨大化流行

中如何能去頓 ci 己。這4、f草 11J有做是對《易斜> ，-重變-特點的繼承!尤

此豆耍的是將其 I ~ J 的人 '1→哲ER加以進 Jþ-發揮!提昇至持學的層次。

三研究有; 1 立反此，則在易經詮釋學的發展過程中!遣軍恩怨店開I~~繫

的重要地位也立時凸顯H~I來。

(一) c 潛龍勿用 l

q士〉卦品)J九艾若干: c 潛龍勿用 ω 占經中的，- ~哥」字 方血有隱

遁退繭的產!缸， LjJJ而也有益蝶積蒂的意義可但就《品經〉整體而言?

;要指的是前者 2 比如 品 i 川九交辭「不事玉候，高尚其事f 所

謂 其事 l 有這裡反映的是統 fì階級的荒淫生活，因而此艾 l可 I ;f: U;ïc輩或

i-;:_ ['"應積極出自糾正h5土位有的弊端， jLC紹了它還是認為不事王候，畢竟

是i~~俏的事?其 'r顯然寄寓有隱遁的是:如 父如(屯〉卦交辭所謂「遊

尾 l 、 l 悔過、一嘉避 I ' C 肥(飛)遊」更注明顯反映了隱刊的思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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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 遊尾，騙。 l 與「九三!啤避，有疾屆 n 自 'I說明 f以隱遁為首IJ後，

成隱遁時心1J所繫都會導致危險。這掉在15必映( < 1甜』少1) 凸經的編學街
面關時代謝1)1揖所萌性的隱遁思恕 5 而「潛，~Ir蘊涵的隱遁退獻lbjtTI 慷干}l

苦兩方面的哲理，在老子思想'1'都打進 侈的深刻間發 G

在于認為抗事物發JiilJi5於 1萌芽學市的初始階段，潛隱的閃的iif為 r

E目際性儲備能量以備來 U 所需。這可以有作7位 極進以為造的行事時

驟，當人的主組能力尚未完份發腿，日在機刃、未完全成熟之前?最忌躁進!

必須消藏以待，普於培養積蓄向身的才能，此時若能後退…巷，反而能

打J 白己的末來制造出台IE限的空間。將以 J 所述老 F潛際哲學之要口與

《品給〉乾卦艾辭針上lc I盯觀， (周 hj) 古絲對老子也您的啟迪是顯的J 易

見的。

(二)乾乾惕若

乾九三艾辭 E '1 : '君子持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巷月 32lo 此交f主i" citl\

人處於危險境地!門間要勤奮不懈，夜院也要惕懼有，~，如此乎能免於

特害 o l-fT b?, C 易品的卦艾辭飾品~I I.Î7京之辭，但在人斗三態!主 l 並;不 口未聽

犬 llJ 命，它 ffi親人有FJlfi~克吋1應該咐我警惕成懼!告;勉行事!以便渡過難

繭，這J')人<t 有晶r.I出 {q授的毛主義 u

{易經〉屢 hr I 厲 J '值 1:'1 此 I 惕 J '這是 f正映 IPI;3 時政yf?瑕撓的~JJ

端不安，所以訓示人們必須時時心存戒防來加以應針，老子「惕」的觀

念亦可見於 15 立「豫兮若冬步川1 '猶兮若畏凹鄰 J: 1司時老子也強調戶慎

終如始，(/， H'I車)的會慎態皮。這楠瞥↑丘惕厲的人中態度!形成後來

(繫辭)所謂的「釷息 J 意識。(履〉卦經文將這早早時代動盪的險境!手|

常生動地以「踩著名lftl_尾巴來加以形符!所謂「拉克尾!不 q主人?亨。一

它所著重表達的意忠在於 v 雖然外在處境如此險峻， {R_Æ如果從對惕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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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則將出人的努力可以轉危為安，化險為夷。{易將〉這fìH ft-f椒樂觀

的人生態皮!正與{且至于) c 同行而不殆 j 所隱背自 1屈不息的精神抖] 致。

(三) c 尤龍有悔 l

乾主「土九交商企 1 兀龍有悔。」此交意指常龍躍升到了市椒之f屯')且

成驕橫肉澈，如果 味几逛，則必將導致嚨極 [11口衰的後泉。這口[能是編

學 f 易串串》自 j2[ 'P;某於殷鑑不遠與州!吋國勢哀頹所萌發的時代反會。這

世富人生哲涅的丈辭，為老 rRr而發持 v 訶I )0 車去 「物壯則老， ' 36 

ZEtr 將放敘之，必目張之 是謂微明 J -另外，挂于也接受「亢龍

有悔」的觀點，從而Jil!立其成椒、成j晶晶、成眾的人性觀叮叮 j

(四) I 含章， ' I 括囊， ' I 直方 l

前 l而J捉到還于將坤卦卦辭之「牛[，予以析理化 ， fJt拌為重盟的哲學

概念。 I肘7、-三交辭比自由懷有美你的 I 含章」與 質3 張|付斂的諸于布:態

度上亦相符合。六川艾辭中的→括囊，! '原車 LE紮緊口袋， iJ l if1有慎甘、

改害苦的合義，這與主張 1 被揭懷玉 J' 行「不 d之教 J 的老(j)、't'iJ相通 ι

至於/\二交辭中的「直方 Jt1M J芷老手荐愛而加以草草用!拉11 c 大直若晶」

( 45 車〉、戶大方無隅 J (41 章)、「聖人方而不合j 直而不肆 J (58 車)

等!我們出其中只可使用的特殊辭:位可以 1哇!見老子確 'tif讀i晶《周易〉古經 u

(五) c 瞌霜堅冰 l

i市卦flJï九交辭曰 「是霜堅冰豆。 l 此交 1)\\ 義):f:指商旅途行， lil 秋'"

冬，時節轉換1區為快速。 方出引伸為強淵明!fo/J發展街其漸進的過紋，

必須以成慎之心來防微杜漸， 53方間也對於事物向進變化， ih.lll:變到質

變的辦證發展狀態有所體現。就前者對1至于的啟迪的]佇 3 在于對於人生

處1世與{周易}也I司樣抱持審慎的態l吏，他認為 l 其安品持，其丰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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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故應「為之於未有，泊之於丰晶L I ( 64 章)肉串1 後者萊莉 τ 在于描

寫】叫柄的發展由開始至完成，所謂戶九層之壺，起軒黑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 F'J(64 車)的老子單視足 FJf丁至「干_ffi ，， 1 累 1 ， J 構成 l 九

層之臺 l 的連緻湖程來考察，也極口J能!it受到《易純〉車船'li物 111!ll;型是

到質變的動態發展觀點所時發。

三、周易古經對老子辯證思想的風迪

《周易) JiT糕的主管辭巾有些涉及對未來了何凶的預測，這位屬於任;挂上t

阿或主觀臆測的部份， -)j而缺乏對客觀世界合理怖的說明，另方面也無

I，!J從此 rjl抽象出外在事物迎動變化的客觀法自1) , {Il 另有 拉克去辭 1 顯然娃

料巾占笙名或編辜者根據所崇般的生活經驗，將它們與外性的客觀但界力11

以聯繫，成為一種富涵人呵!守烈的 "'1誠或情 rï 。例如〈向人〉卦jL禱I甲車

的專卦!艾辭寫戰前添俑，聚早已於大門之外(不刀九 l 同人于門 J) , rlu 

以國域大事的喻間鼠，他上情 ζ迎。接著叉聚眾於;1、廟(六二 「同人于

罕 J) ，←服?並受命於祖先。作戰時，伙兵於TF莽 9 隱級而不使敵軍察覺，

並J最高以守tH( 六三 I 故品於掉，升其高陵 J) ，然久戰斗、利!被敝w:闖

關，潰亡之際?媛車趕到，轉敗為勝，轉悲為喜(九五 「同人先號吭而

隨笠，大師克相遇 J)'lf:i後班帥致祭，聚眾於郊(上九 I 同人T郊 J) , ，向

人~ DIJ聚合人;缸，早日同 j 人。幸11同的範圍越廣越好!所以卦辭說 「向人

于野，亨， I q叫人〉的卦辭拍 l艾辭:主題 致?且次!于m門、宗至郊，而

狹而償。叉Íill O!L)卦，從假定不變與運動變化這悶方面來申述'114迢

Jj而指仙過份追求做定，主是 J'泥常而不思變過是不干IJQ'， (初六 「走恆，

貞凶 J)' 另方面也認為妄動將迷失侃道 τ 仗ifrJ會招致凶蝸〔上六「振恆，

凶 J) 叫日J L古 之謂變品， JtÆ見慣注:乃山以相對的觀點。)'L此都hl < J甜
易〉的編學ff;基於生活經驗，透過類比推I申所歸結rH的人生哲間， 1斗時也

比映山 1'[;-人試關認識 111:界，進 I[Ú掌握事物發脹的客觀規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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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卦立辭之哲理與老子的時證思維

{周易》認識論的重要成果在1J~提供 ql 國市代素樸辯誇思維的素

材，其後得以發展成為老子哲學豐富而自覺的辯證思想方法可例如{泰〉

卦卦辭 小往大來」與(否)卦卦辭「九往小車 J '這裡透露了對立轉化

的訊息、而在(泰〉卦九三艾辭「無平不肢，無往不僅這句名言中， C 干

線含著「做 J '喻朮泰巾藏否的因素 C 往」而必戶復 J ' 預示著由否轉泰

的可能。以上在在都顯市-{事物的對立面有其相互聯繫的關係。

《周易》古經之辯誇思維最具體的表現在乾封交辭。憨部《周易》

古經六|叫卦，不少的針灸辭!只是益辭的堆積，在各艾之間缺乏邏輯

的關聯 1'" -然巾乾卦不僅有其巾心觀念，並且各艾問藉著「龍」之由潛

而顯，由躍而飛的運動，形成緊密的關聯，共同構成一種對事物發展歷

程的抽象描述。潛、現、躍、飛各個環節實際上蘊含著事物片J微而者，

出隱而顯，巾積蓄目且釀進而開始發展的全部升進過程。我們並且可由上

九交中對於「亢 之概念的重視，發現{陶易}實際 1 已經意識到事物

之發展有其極致 5

如前所述，乾卦艾辭巾「潛能勿用」到「飛能在天」的過程發展至

老 l' 不僅繼承了戒椒、戒滿、戒謂的人性觀，更進 步加以系統性地

推演成為統攝 切事物發展的認識論原則。以下我們再進 步論述《周

易》古經辯說思維和老子辯論思您的發展脈絡。

(二)老子畔證思維的特點及其對{品傳}之影響

《易經〉卦形多兩兩對f立並陳，如乾封卦j早為純陽，坤卦卦形為純「益，

兩相對立而相依 (C乾」、一坤」之卦姐或為編藝者所取，而「陰」、「陽」概

念則屬後起，或晚於老于)。編黨者以兩兩相對之舟，以組成卦!于 ;1 35'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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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涵γ編學者認為事物總Jii以對反相依的朋態!以彼山互補的關係存在

苦。卦Lf~如〈乾〉與(坤> ' (損)與(詩) , (既i帶)與(未濟)等!這種

附相對待的關f系，到老于有若史具系統化的發悵。就總體來說，老子哲學

思想中特別明顯肺表現IIH它認為事物的布在是相反相成i'r世以對有轉化

循環11 彼為其規律。在們可將對于的辯謊恩怨、體系歸納以|、幾個特點

l 相反相成

《在于〉辛苦以對反概念來表述:其思想!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有共對

'/面?對立 I制之間叉相可依存，性非孤立 (1存。即使價值判斷亦措1於主

提，1相對而產生。因此，告 f提川有ilff 動靜、陰陽、損殺、|司益正&、

美醜、詩 iE等總口|八九十對空j 故而 --:7一文相瓦依存的概魚。例如m2 主主

I 有無相生!難品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挂相隨 l

42 ~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手。」等。的以說老子就對立自1相 L/ 制

峭的論述!幾 f過i見鈴{老于》辛苦!顯市老于是自覺地以此種模式來

作為此?、考的特點。

(易給》卦象之制兩對反並列反交辭 IlJ 潛」而「見 J (現) ; 1 半」

中有 1 阪 J 等對了?依存的片斷觀點 1 ，為老子系統性地發揮，從而建立

迫家村|艾布lif&.的辯證JLt維模式“ 這 思維模式!父曰:1妄為《易傳〉所繼

J悵。如 (2主傳〉謂 l 天地時而其事同也，男女皓而其志通也 9 萬物時

而其事類也。叫 36l 艾知(繫辭/謂 r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暑相

推而歲成品， 品 f言相風雨?利生禹。 綜上所述，在「相反相成 J 的

辦證思想l: ' 1+1 I 易將》到(君子) ，再由《老f)至'1 I 易傳卜其間存在i

若連細而 質的思?也發11<，線漿。

2 對于7制轉化

從月然現象到社會層面的變動!什 11 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進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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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老 i 因而認識到相反與對\r乃是推動事物進行變化發展的動力，認

為一切事物不直是在相反對立的狀態中互相聯繫依存!同時此種相反對

立的狀態料常可怕轉化。例如老于說 曲則全，枉則直!盡則盈，蔽則

新 ( 22 章) ; I 物或損之而益，在益之而損 J (42 章) ; c 正復高奇，善提

起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楠之所仗。 J (58 章)這些都是老 F 用來說

明事物於臼峙的存布過程中，朝著對立面的方向進行轉化的觀點。

告于觀察到事物恆久地向對立面轉化，這 規律也為《易傳》所發

展。如 f 剝 象〉謂「票贊同IJ 0 ......;身息盈虛，天行也 J '而〈繫辭)

更將對立轉化的規律總結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J '更為深刻地體現中國古

代辦詣思維的l克果

), c 物極必反」

老于分析事物發展的狀態，認為事物總是處在不斷向對立面進行轉

化的過程中，當事物發展到某-個椒限的時候，它必然會向相反的方向

運轉 c 這種戶物相對必反 f， ,,_ 37 最具體的例于見於{老于) )6 章 「將故

飲之，必固張之，將故弱之，必國強之!將故庸之，必國舉之，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J 老子從自然界與人事中發現'f'L將要收斂的，

必先擴張!將要削弱的!必先強盛!將要廢棄的?必先興舉，將要取去

的，必先給予 c 能從事物中認識到這種對立轉化的現象必須具備區細緻

的觀察，老于稱之為 微明 J ' C 微明」與《繫辭〉所謂的 知幾」可說

是異詞同義。

仁述「物梅必反」辦證思維模式，源於〈乾)交辭「亢龍有悔 J '其

後經正I <老于) ，發展成為標誌道家思想的重要特徵之 。例如《黃帝凹

經經TZ》說 極而且，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控也 J '保存在《管

子》書|二的種 F道家作品〈白心篇)也說 「日極則仄，月滿員'1 虧，極之



戰坤道家必詮釋 37 

徒仄，滿之徒虧」、 f 強而矯者損其強」。以 t所引相似例句I'jl的觀念?直

按fl1{易傳》所繼承，如J (蒙俾〉 ZE 「 Hih則炭，只鎧則食，天地控JÆ! τ

與時消息」勻即正在明顯受道家思想影響之討論。

4 循環往復

觀「復」是老于辯證思維的重要特點;/一。(品經〉的〈復)圭十字貨

l 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義淌，卦辭所謂 l 反復其道，七月來復心」不過jif

說tiif于者11 返途巾，七天就已復歸。(家傳)將 反復其道，七日來也」

引 '13 為戶天行 J (即火道)"天行 J f:&黃老臼然觀的一個特殊概念，為(主主

傳)作者所取用， (象)丈並進 生長謂 一挂 z 其見天地之u于司」這裡

(主主傳)作者將老于內然結學中「餃」的概念!界定為1:地的中心規律。

nJ見(蒙博〉作者對1 宙的認識，實在不rU::t至于循環論的臨時。

KI一方面花底到事物的對反力量也發展中的作用(近為《站傅〉

所不及) ，則方面也認為寸，物依循循瑕往復的方式注行。老子稱之為「闢

叮 J (25 章)、「復 J ( 16 單) ，並歸結i[1 「反者道之動 J 們一 10事物辯諮發

!隘的總規律 t 38 。值符 ;j 意的娃 l盯在于1盾環付復的思維方式，可立不是

返回到眼點，而iifHT F所說的「終而復始f 再始更新之義。

綜合以 l 所述!老于的辯證恩將模式和J始受 í 1司易》古經的砰迪，

其後在道家各派的學說中被加以發展， 1M於戰關中晚期為〈易傳》所繼

萃，透過《周易) jf'Î經 《老f)(道這三) - {易傳》之發展!巾國

古代辯證思維模式的有學體系於J~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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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蓋‘老學生成論與自然觀對乾坤吾吾悔之影響

察 iZZ情)件詢)[';叮咬 ffr 代，當法/主悔、最早， \象{# \次之、

/文語、、、雪慧辭" /;j~之 l 几，，丙抗思想內特m丸， ~--f 對""，整體〈站

1件:“\，話平平、也:心希 f泠 11 然 Wj可與fAlrT法三互間 /fJ T討!尤，正後苦n，:G棋耍。

l何必〈站 }"Itj-;， 1':λJ 諦，岩、社 1 乏人叫冗=有:rlì:二三手，此也;上前業Lè lSι怯垃

法 f市i~ 日世， t人卡 迎支拉開之三中叫論與 然肉之於《 Zbf喜}有句:芷若I , {且

)A (是f上早; ;;|5 

?今坤 扑門:延安~在日(句:'L成諭 /j lyllJ說是fli 浮考手忠于目而來!而

其口然~~i_Wlj r 幫派的屁也、安行符扣除 u 以下分別論之。

、「乾元資始」與「坤元資生」所展現的萬物生成論

位被 1 i 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兢夭。 叫:者之1、iJ L~ : ，至哉

押凡!其物資生!乃明半天。一泣間也J前可以互作史時坤(三表情/空

c m丰、空之 '1 的 元 ~?:阱忱的自L浩特i'È懼，將 l 亢一之概念提?可丟在老

J上卡~笠 !何?呵!W ~_:i 4'( };:;-t !j",) :iJ且〈J 廿次!或民子'f-i:司一片χ諭 1: I 的是 1'-7，'缸嘻 o <蒙)

文卅 i之三三， 1史料寓言也"以，'WI'" 1， 1'元 l 使得苦私T~~f一試試費!;三也說泣

\黎肝、 r前的「乾如大始!坤作成物 n 大始、或收 ffi~ ?1 !J.t: 、

竟/ 而義 方JEU物之先!.P戶 rjj i ，c設主要

/呆{弓〉土 l近提 幸?JL 主， j中 J三」的愣了去!顯然是三司(老于〉

5引l 于市計 道生之!德吉之 :扭典

辨↑但虫;汀言3! 九玖f~ ，二烹iB r叮司萬1牧物女站l川 -/t_tr-~天，建交於二打! 也「樣不脫〈老子二}第 5 哼

支出之悶，其猶幸等于?虛而不品，動而愈出 的刷品 J站(考

以A;:tf.~性，.-:-，孕育高旬的，花草這一說點明顯;3/ 蒙俾)月I繼/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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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右從天道的角度來理解「乃統天」與「乃川員承天 ，它們的

意思是說乾兀統甜、主宰大自然的運作規律!坤元繼之，並順承此規律。

特別值得提出來的一點是 〈蒙傳〉思維方式的特點是推天道以明人事，

因此若出人事的角度去推演這句話!便可說聖人給乾道以駕御白然，同

時結坤道順承向然，類似的說法也可在〈列了 天瑞) c 聖人因陰陽以

統天地」找到相應的觀點。

二、雲行雨施，晶物流形的自然觀

(乾 家)說明乾元創始萬物之後?接著對白然界的現象有以下的

描述「雲行兩施，品物流行。大明持始，六位時成。時東六龍

以御;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主丰白，乃利貞
l 主土 40 ) 、云

。 J 足三 • 

段話乃是從宇宙萬物運動變化之規律來解釋乾封卦辭之「平」、「利」與

「貞」。 (2是傳)作者以極高詩意的語言，借上古時乘六龍通行於天際的

神話!描繪太陽東昇丙落的周天運動!、，ì(z形容天空中霧雲奔騰的軒在大景

象!萬物受到風雨的潤澤滋養 lél蓬勃地生長，各類物種在大氣中流動，

充滿和諧生機。大道有序地運動變化!使萬物都各得其所，享有各自佯

在的木質特性，宇宙間呈現出一片「太和」的景象。

我們從(家傳〉作者所使用的語言可以看山 (乾 委主〉描繪白然界

景象的語詞、概念與莊于學派土耳同 一于筆。例如「害h~的租， '見於《莊

f 天道》!「品物流形~'ElJ< 位于 天地}之流動而生物: r 大別終

的的「人明」 →詞?除見於道家作品{莊于在有卜亦|可見於黃老市

書《才大經 立命〉等篤 c終始」概念!屢見於《莊于) (如(大宗師〉、

(秋水卜(達生)、(田 f方〉、(則陽〉等篇 ):C性命」概念，亦屢見於《莊》

書((騏拇〉、(女n~t遊〉等篇) : c 太和 詞，自1)見於(莊于天運}。以

上例証指出乾卦(家)文所使用的概念文句，與《莊了》學派全然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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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極可能是出於同 作者群。進 步通覽(室主傳〉全書，還司發現(蒙

博)自然觀的重要命題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等，亦屢見於《莊于》。

三、「保合太和，萬國戚寧」 自然與人文的整體和諧觀

〈乾蒙〉甚贊天道，同時也雙關人事，此屬道家天人說。其云「保

合式和'乃剝貞。首出庶物，萬團成牢。」這裡以「太祖] j 來描繪

理想、社會完美和諧的景象，不僅止於自然觀的層面?更擴及人文社會，

人文世界處處充滿著手日諧的景象。儒、道乃至諸于有其各自的和諧觀!

但諸于多著眼於人際關係來論述和諧，惟道家 系的和諧觀，除重視人

際關係之和諧外!更著重 種涵括天地萬物的整體和諧。人間的和諧以

于宙的和諧為基!更進→步深入至心靈深處的和諧!此即莊于所謂「夫

和 jJ心和」與「人和」叫."。由「天和」以至「人和 j ，乃是(家傳)

作者與莊于共同秉持的理想。

(象傳〉的和諧觀，在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皆與道家的看法→致，並

透過早日諧相交與對反胺異兩方面來加以說明。例如(泰〉對對於和諧亦

有所論述「天地主而萬物過也，上下史而其志同也。」天地相交

使得萬物生養之道暢通，居上位者與在 F佼者因溝通而意志相合，這裡

白天道論及人事，同時提到天地萬物與人文社會的和諧，其實也就是對

「太和」的描述。(垢〉對云「天地相遇，品物成章。剛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 語兼眩乾、坤蒙丈，也是描述自然界到人文界的和

諧狀態。(成)對「天地車而萬物化生!聖人盧人心而天下和平。」

同樣是描述由自然延伸至人文的整體和諧。

(象傳〉的和指觀並不是作者過份樂觀的空想 它也積極地注意到

外在世界處於尖銳對立的情況?比如主論乖異的〈膜〉卦云 「天地暗

而其志同，男女略而其志通，萬物研而其事揮。 J 天地乖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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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育萬物的事功卻屬申liI司的，男主d'F.~日乖異，然而它們k 相追求的志 1&1

自11可相迎，品物形質乖具， {R它們體現運動變化的生滅規律卻是 致的。

胺 J 指乖具!也就是矛開對兒。這一段(笨〉丈rrí 辛辛重說明的是 天

地萬物在乎iv.的狀態巾 ， þJ、相反相成的形式取得調適與和l諧。

(象傳)的和諧創且是錯了作者渴求太平的開恕，這種理想巾臼然界

延伸到人文社會，以「太和」之概念來加以說明。其μ 「首出庶物，萬

國成亭。 c 茵山庶物 J BII I 萬物資始 l' 屬臼然觀。 iM I 萬 1，制成寧」則

是〈象傅〉竹者對人交t廿界所描繪的理想藍鬧。(主主傅)作者處於于戈不

息的戰國時代!日略戰爭帶給人類長朔的苦難與折磨，在反省rjl察覺結

束戰亂的大 統政局即將到來的將史趨向， 他的和諧暫l反映了當時人民

fY 遍渴求火 l、和平的理想政治位憬。

肆﹒結語

從(J自易〉市絲 〈老子) - {易傳卜構成此一忠想、脈賄的線

;卓有一條主帕，其 為辯投思維方式(訂 4)，其二則是以道家思想馮主體

的自然觀。

《周易〉已經不僅提供老于 些個別的 ILIfE!概念!其所合蘊的車樸

的辯證思維更深刻地影響7老子，老寸透過的《間tD 古終得來的啟迪，

1'1 覺地經構H\系統化的辯證思考方法!叉直接影響到《左右傳卜依以上所

論觀之， {易傳}的忠維方式與道家的思維方式實有著極為緊緒的內在聯

繫，本主;於此可歸結的以下同點認識

21月-，泣來學界各主張〈岩于》與〈易傳》分別代表中闢，'，'ft兩隔

不同的辯論J思想體系，的者尚「蠱、俏柔，後者尚陽、尚岡U ur 的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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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 種欠妥的芳芳:去。《老子》與《易傳》並非兩種小同的辦證思

想體系!而屬|司 倒思想脈路的不同發展。辯誰思維著重對.Ili概念

的對立與統 ，陰陽與剛柔其賞只是反映著問 惘辯詣思維體系的不同

側閒 D 簡言之，中國商代實際上w沒有三種不同的辦證忠錐體系主制)。

第 歷來1þ認《易傳〉為專屬儒家的作品，但就實際內容來考察 τ 《易

傳》的成書是以百家爭鳴為背景。就(主主俾》而言，它的自然觀是給承道

家思想的產物，而其從白然觀目|伸到人文jlJ:界的建構則多;G地吸收了懦、

墨、黃老等諸于各派的思想。例如(家人〉卦維護宗法封建的思想， [liJ懦、

蠱、黃老都相接近。(大畜) 其德剛上而尚賢。 J (頤) : c 天地養萬物，

聖人養賢以及萬氏。 J 戶尚賢」思想原屬主甚至主.c養賢 則儒、要 致。

第三，孔孟儒家思想主體核心為禪學與仁學，但〈象傳}對「仁」、

「禮」兩于未及 見-由此可以想見， (家傳〉在巨家爭鳴中吸收儒家思

想的部份實際恨不多，反而是與道家思想的聯繫較為明顯。(象傳〉除在

宇宙生成論與自然觀方面吸收了老、莊的思想內容，其有人文社會層面

的建構則與黃老頗多牽涉 c

第四川蒙博)崇尚闆11是之風與黃老一系的尚陽恩怨'，11 4 司 l 頗為相合。(象

傳〉對於黃老思想的吸收，尤以積跑進取的精神最為明顯。黃老富積極進

取之精訓，屢見於接下道家代表作 t 內業〉情!如」謂「君子使物不再物使」、

「裁大圍而龐大方:一九心而敢，寬氣而廣」這等lJ'l天立地的昂然氣概!

閱(素)文巾 剛健篤膏，蟬光自新 J ((大畜))的氣象實可相巫師映。

1999 年 6 月初稿. 2000 年 3 月悽改(本文寫作期間承蒙黃1t傑教授主

持之「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持于支持補助，特此誌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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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易經 .'i辭 F 字』 之義釋

只恩將〉 且要μ辭 H EJElc乎!引人多誤解 ~ i 1立一經又巾 I~:!I 
!己前作 3 站 {i~毛主于向一愕曼!然 平 平二、一仁; I 夾莫多l←其自于

主持主丸， I 出 I 話， ;t 主已有 r;\;i 卦比(指三十兆擷六~三x:xl

l且應驗(指向ft之 rJIl應驗5月Tf) l 經經丈「巾 J '( 41 兒 I可/、外二

封主

2 

'、
、

4 

5 

6 

品 結將 VUJ綽〉仁義 l 罕 l 之_x_: ~j j年解女l 卡，安佇→究名參思。

/菁、

;/，、、
、 t 品、

「有 r/ ' ')于月于 7 立 l 芳]涉)~}llo J( 卦兆顯示大亨通! 占向吉利、

利於渡過大川， ) 

布字主主封 口吉!終 X (卦兆顯示息待時是世菩踢，事情的

過程前半段順利，結局不好， ) 

/川\品， , 
_.. 19)/\ 1=_;/?r二乏法咎。有rJdr4(領)已純依λ 匕古(卦

, ，、 b、\\、凶

兆顯示的主和別人親近，沒有害處。卦兆遺顯示瓦罐傾在!

7可卡 L

)"_, II 

意味持有地主!但最佳仍是吉利

J 字[(llL ，'[，忌山川咎。 (卦兆顯示憂患離去，但誓喝

才能先荊)

戶 fj"于藍藍引

人。)

!莒以 H 是lc 」(卦 ~t，顯示很奸，還能澤及 ~-Þ，

(春九一 想7忱其竿，下交{(~~

{>j; 0 ) 

(卦兆顯示不用是慮，食物有富

/、四 l 小 J戌扒手。(卦也顯示f#，肯 AA懼

、大ff) 只干了 MI竿父划!長~ (委)京l

心願吉利

十
鬥 J (卦兆顯示很好 }"fi 人

7. (遐九，'L' : _ 1-.1半布道以吭行 if辛辛 (卦兆顯示的是在主中有所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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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患害。〕

九五「字于嘉，吉。 J (在喜慶中有好兆，吉利。)

8. (觀'> : ，-盟而不荐!有字顯若。 J (虔社地以酒灌地而不獻牲，卦拖蹦示

明店主人心。)

9. (坎) 「有一字維心，事可行有尚。 J (卦也順隨人旬，亨通，努力前行必

是嘉尚。此與(益〉卦九五「有手息心」同。)

10. (大Mt): 'iJJ九「壯7 趾， 1.止， I訓。有字。 J (腳趾健壯，一味前行具'1 有

凶險，最終必將應驗。)

1 L (背〉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字裕，無咎。 J (前進和退守道峙，

占問吉利。雖無富裕之兆，可無咎害。)

12. (家人〉上九「有字威(委)知，終吉。 J( 卦也川員人心廟，最持吉利﹒)

13. (除〉九阿 「胺孤，過元夫，交字，厲無咎。 J (在四下驚顧之時，遇

見青人，與全兆相合，雖處危境也可無害。)

14. (解)九凹「解而拇'朋至斯字。 J (放開你的腳大步行逞，必有得財

之報。)

上五「君于維有解，育。有字于小人。 J (君子被縛得解，吉利，

小人則將有惡報。)

15. (損):C有字。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 J (卦兆顯示出大吉，無

害，利於占悶，行往有刑的兆頭。)

16. (益)六三「益之用曲事，無咎，有字，中行告公用玉。 J (將所得貝

物用除史楠，這樣做沒有害處，悶著已有結果，革者中行

將卦兆告訴王公用主玉祭耗。)

九五「有字蔥l心，勿間，元吉，有字息，我德。 J (問苦的結果

大帽人心，不用解說，卦拖是大吉的。卦兆哺我心廟，因

我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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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去)「揚于王眶，字號，有厲告白色。不利自IJ此，利有攸住。 J (草得

(失〉卦，占卡人在王庭宣稱，卦拖顯示將有屬也人前來報告危

險之事，不利于出兵?做其他事情有利。〕

18. (如〉 初六 l 贏手手晴竭。 J (被繫縛的豬仔有蠢蠢欲動的時象。)

19. (，表)初六「有牢不終，乃亂JJ~ ， 右號候為笑，勿恤，札無咎。 J

(卦拖顯示將局不好，因為悴亂和軍糙，開始號吭悲 J立而

使又笑逐顏間，不用憂慮，前往無害。)

六二 「引吉，無咎!于、乃利用峙。 J (大吉，無咎害，卦拖顯示

薄祭有利。)

九五 「萃有位，無咎!匪于γ巳永貞，悔亡。 J (吾吾痺於職位 1 無

學害，沒有得到占間長久之事吉利的卦兆，但目前不好的

事已經過去。)

20. (升) 九二 「字乃利用繭，無咎。.1 (卦也顯示舉行薄帶有利。)

2 1. (井〉 kf、「井收勿幕，有竿 τ JC吉。 J (汲取井水要恆久勉力!卦兆

顯示非常吉利。)

22. (革) : c 已日乃芋，元亨。利貞，悔亡。 J (到已日局面好轉，必有應驗。

大通J蝠，不好的事情已扭過去。)

九三 「征州。貞厲。京市」就，有字。 J (繼蜻前進必有凶險，

占悶不利，卦兆顯示應用皮革繩fj_夜的車自己。)

九間「悔ι ，有牢。改命，吉。 J (不奸的事情過去，已有應醋，

局面好轉，吉利。)

)LIJ : c 大人虎變，未占有/fo 」(大人升遷而覺得顯貴，不需占

間有應驗。)

23. (幣)六. (有字發若，而已 J (卦拖顯示一切都會過去，將獲吉利。)

24. (兌) : )L二 「字兌，吉，悔亡。 J (卦兆顯示豫悅吉利，悔事輔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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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7l. : I 字'J剝，有寓。 J (卦兆顯示將被侵制!有危蹄。)

25. (巾字〉 丸五 「有字擎如，無咎。~ (卦也很好!追問題。)

26. (末濟〉六打 「君下之光有芋，吉。 J (卦也未君子之氣運吉利無比 o ) 

上九一有卒于飲酒，無咎。講其函，有字失是勻 J (卦兆

顯示將有飲酒成功的喜事，沒有什麼不好!但若酒

污頭量，得意志彤，必有倒霉之驗。)

詮釋

註 i 光華丈獻 11 1 {周易}名稱見於 t左俾卡(國語) ，(易》的簡稱見於《論語

述巾j)與{莊于H( 天邊H天下)) . {管于)((山權數篇 )H苟于l((非

本目 ì ' (大略) )、{呂氏春秋) ((務本) , (慎大H召類) )。

註 2 徐志銳在{周易大傳新注》的序文中甚至明確捐出「一者相距七、八百年~ , 

見111東 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繹不口傳的時代需距之大!頗難精確估計。

→般說來，經文的材料記錄，要比老子、孔子早出一三、四百年，而其，1 '吉~ij)

/，箭材料成於殷周之際，則為時區早至於博文的成書時間時晚於老孔生

年百餘載自

註 3 徐志說， {J司恩大傳新注》序丈，出版資料見註 2 。

註 4 朱伯崑先生說'(易傳〉中有兩套語言 是關於占2宜的語言 是哲學語

禹。，引白(易學哲學史) (修訂木)第 冊，第編第二章(易傳及其哲

學〉第 62 頁司台北 藍燈丈化事業公司， 1991 年版 E

註 5 錢穆。(論十翼el 孔子作尸見《古史辨}第三冊?第 94 頁!藍畸文化事業

公司， 1993 年版

註 6 引向數師(談易〉。台灣開明書店， 1961 年版!第 28 頁

許 7 近人於島、道之間，多側重{老子}與《易傳}之關係!而於{老干〉與《周

易}古經的研究則甚少，有關這方面的專文詩妻看黃沛榮(老子書與周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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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之關係) ，收於氏著{易舉乾坤卜台北 大主出版恥， 1998 年版，李中

華(在 f與問易 lii統之關係) ，刊於陳靜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輯!

l 道這三屆專號~ ，北京 三聯書店， 1998 年版。

前 B 當代易學專這E李鏡池先生認為〈周恩}的作者是「茵周末悍的 位7在白白 J

「書名(尚品) ，正是取周室即將變品的單思。它是為 f投救!可窯的危亡而

晶晶軒的_j (李銳池， (周易通義)的吉，北京 中華自局 1981 年版， ) 

筆者同韋造觀點 c

計 9 皆代孔融達(周易正義}根據{j姊荐 l C 凶1~J;題情']J 的提法 τ 認為{闇易}

;7 c IBI ，字乃 F題l司圳於殷 l固正如{周祿春宮大←》所謂 f 三易之法 l

『草 11連山!殷而歸藏，周叮閒品"近人徐志銳發揮漢{需鄭主『連山者，

象山之出雲!連連小緝。歸藏有!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的說法， 'Ìfi.從風!會

發展的角度來加以現絆，認為《連I l.!>以民卦為首!民為11I '意間I的曠遠之

地!怕輸1[1之 H'r雲連綿不晰， (連山》常是iã，校時代的議物。《歸藏》以坤封為

背!坤焉地!豆、即經營五穀ifií觀申木皆性接於大地!故{歸撤》常是農業時

們的產物(間站〉以乾卦為前，乾為天在上?坤懦地的下 y 注重 t下尊卑

之悸，說明了《周易}扭過渡到文明時代所 1:1:\現的產物!連山卡(師搬}

與(1商品}是古反映是殷陌:1"，11:歷史進科不得而íJiu '俯視(]商品}為

時代的庫秒」則頗供參考。見徐志銳《周恩陰陽八卦說解》賣 1-2 '里仁書

凶， 1994 年版 ι

討 10 鄭么《品贊.> . \品論 y tat{易緯乾鑿I皇心見于l 穎1主 t用品正站〉卷一引 o

z主 II 百吾兒《詩終十月之交)。

託 12 n主亡的常成!使用手，深白帶惕若涉淵*1 ((書 康詰) )、「 fj游大川 l

( (書晶質 l ) ，這種如間深淵!如鰱薄冰的戒慎心理，無論是(詩}、《書)、
《品〉都有著共同的時代精神之反映。

說叮 當然(j少n 也有1與《詩》、{串》不同的獨備性刊詩經}分 l iL國風，各

關風情各小相同， 1t~反映U:\育質與農民等不同階級的生活特色 《尚書}中

則多勸成君主約荒誕 E勞動等正面的人生準則《品純}則訓示人性行為

以剛柔本問尤為你則。但木丈所欲強調的是在同 時代背景 Fτ 《易)，{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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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三一昔所共同萌發的人丈精神。

註 14 {朱子語類〉巷六十六，北京 中華書局， \988 年版!頁 1622-1627 。

訂 15 見高于， (IliJ 易古經今注》之當序，北京 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註 16 高亨《周恩大傳令注》自序， 111東齊魯書局 G 站外，李鏡池先生認為 今

天我們研究《闇易卜首先要把你與傳分開 D 因為它們是不同時代的作品，

不能混為 談」。李先生桂且批評令人「盲從{易傳卜甚致把!*~與傳混為

殼，再以馬列主義辭句加以附會、敷飾 , '見氏辛辛{周易過義) , jt京

中華書局， 198! 年版。

註 17 兒回r閏月哭， {讀屆三種卜聯經ur， ~Ñjfr~土。

註 18 近代易學專家主張嚴分經傳!主要著眼的是要突破傳統「以傳解經 7 疏不岐

注」的草草臼 m就「以傳解經疏不服注」而言!不單是易學中有此問題!

整個<1'閥儒學史莫不如此鄭古雄〈乾嘉學者治經方法與體系舉例試釋)(中

研院立哲所「乾嘉經學計畫-第一期論丈)有詳盡說的明、 cJ書看!筆苦不

否認{岡IFJ}之經與傳在內容匕有其申繫關係但本丈所欲強調的的則是《周

易〉料傳的發展過程中!貫以道家老學為其闊的桶紐-

註 19 陳鼓晦趙健偉，(間品譯註及研究》台灣問務印書館， 1999 年 7 月初版已

註 20 刊在{道家丈化研究}第|二輯!北京 三聯書店， 1998 吐悅巨

註 21 古芋， (周恩占經今注) (重訂本) ，北京 <1'華書局， 1984 年版，頁 110

註 22 問亨將經父「亨 字作品!前的「萃， ，筆者認為作如干講亦通

許 23 兒 C1é 'f詣如}卷六卡七 u 筆者認為朱菁所謂的 語脈， '其義有責日出代西

方詮釋學所說的文本的脈絡意義。

註 24 高于說 I I~l (乾 文言)提Ll 'r九宇利貞是 T 四德」的說法((左佛〉同)

後儒都看作金科玉律!然而恨據(文言〉去解〈周易)常常杆格而不通司

近人字說池先生力斥『四德』說的妄謬，把 U 貞」字做占間!是對的」 ι 李

銳池專文見於(1尚品莖辭考)(收在{周易探源) ，北京 ， 1 ，華書局， 1982 

年版)已

註 25 貞」和經丈中屬占辭!做 I 占"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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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二 28

軍/1中泊很咬l詐繹 4') 

~-L ，~'j 宇 主~ j;},• 在臼第五偏~，-台'T ~司令l' ' I 何立 '茱|、， ~l;;、

+,:i0 ~片白 1984 年拉 ， ~J~ 121 三 \25 主 ) 

À{[j克什易學古墮史、、修:刀、 1l fh 1"1: ' 可革 編第 FFt 念研妝品E ，'i代的

品;何 ~Þ_ 7 頁「台'0 度垃入↑仁卓葉公 J 1991 Ë收 :在有認何其，古忠心

口懦的女記詐巾!心同1隔字討足以豆豆 r~ ，一主 1: 之 三三一月已 月

于
子:ι 1'1 

周 ;;:;}ù 乏主吉 LH三見多;主 \76;X ， 靜，心 hI_;.;I_ \\1 ;-欠 三二三 字本書，I:'I正耳達

68 次!終丈卅也 41 ;)，、「情人泣的!匕們是單讀T可終J料，正1'1'，'京引!最重要j~~命

之 T →l正 ι 耳品)口步食品 JI三兒! T可經， ，泣的言l|fER;it鍵的行月 3μJ 高土手持」

1:: I ，聶 "的句祥浮于七、同界 ii遍 2/~i訂J同 ~ï:正是崇 , I 口三I 古絕山川 之 立有

'h ;已譜兒 ~r I:r;~ ,- l?崗 l 出=川位 l 
;.__:_"氏、

三l 俑
W 戶 J

亨~，三是古

「一 ，至極謂訓法制悍注於12互， l，iJ守;K恃扛二刁作而市面 t ，~{:ll 李鏡η

件/凹μf l主主』益t'î 寺 (且也"很l 帥、第三三 [1 1.') 1: I詔月 于 在 l 〈島 s

丈: i ~i重地 在|不肯巴以 個主義事擇得這」 宇先心詔河 ?J '-J': )(j法是 才交

爪汀;X;，[1\; J片 il:i l' 3iJ未能詳主-IÄ~\ J 、 1油站 李洪牛?台吾友父在丸片可屆三R 手在;

三月古?想 ;' l'謊言有， i宇 引為伴I血、 f-1壘成收獲 !fl 仙也丈人們經父

~i;\j幸之義 主千古 l治-- /:;' I -'!:1~ 型文|已11;有 , i且/，作y、牛耳y、三片一試試

1互作呼!三支付發明 平 子:咱囚 主7后門凶的 1 苦\' ' I 宇 :賣 I {'?: J 吼叫

7 昨七 ~t持 表明事物之Nx~t ; 去 )~之是然孵化t~排 )~:11 

3峰之義 ~x:t:控交: 1:lh::見 40 次之彰的， , f YJl屆主語言 人外二:先

甘冒生 ， j ，~，卦也 想兆、而二↑兆輛汽計或到 F:~臉面( , ;'叮徵敏謹防

(H| 「Ttt之五三址服驗與才~)"j-f考陳鼓應 忍住1立合有 2 司馬拉諱J哇↑iF有U

111 叮 \吾土| j且說 全世空榜fl 書館 1999 !，間 去且又是也請 f:~'\; 料、民

吸引-;:J志偉 安ETtt存完譎懂 ,IClJ :;j) )- "年吋=門重要/CJ凶與本文 I E且 1，十于

j步 ;({i互付訣乍參考(

) ~: '-ý'，-+.:H:I'則始了耳，者吠 t' JI- 肉串Iλ ，:::_tf、(牛二1~，1'、J三七企亨}便打「

Jlr;1l 訶!扎後注7j-ff; 丈主叮l可謂):-氣門概念位 I 芷」 t 成倍丁

[打論可惜普通少巾的惦念士怯j豈是可}i ri=!泣吋 t;l r:z <毛主J耳 拉多有力符其>~I i%

KJ :訓中全f行 干1至大事:海

心甘心
戶勾心這 7可聖互之}-___ \-, 

j、英/ l 大4按1草 c ， .1、，I .fè，t芳: 惟斗/1，_f1[日

元!精品、也， y義以他天地悍的心 -::-6: JT: 



言。 國(J:i' jl央大學文學院人丈弓之報

有自萬物之本 C' J Jlt後「冗 l 的概念即常於于市7月由或形 r:.1'壘的論述中 1:1:'1現，

ftll t品締乾轉皮〉且 可易》 兀以為元和阮籍〈通老論)把指出 r 冗 l

字與老于自r0迫赴《易傳}的太蠅的同位概念 「易2月立太帳，春秋謂之兀 Y

老子謂l主道也。，

tl: 29 參考李中有些。(老子與岡易市經之間係卜收!~陳鼓應宇編(道家文化研究》

第 1 一輯頁 1 J 2.1 日 。丈~jl認為老子 i正是吸收了坤卦卦辭中 l 忱 J 的觀念 τ

I'IJ r 忱，羊 I 雌~'再由 1 雌 1 至 JUJ' 扭展的虛、靜、柔、單謙、偷、

順、 F 、不可?等地要概念!完成其以忱雌付三位→體之概念為;!;t右的哲

學體系 n

前 30 龍除了用來隱日前變化潛隱之外!也被肘來形容聖哲的人格氣象與風範 F

(史已1》載于L于以「龍」來贊譽老于的神妙高i棠，這是古代典籍中首次出現

以備形村人格氣摯的列〕亡。{莊于〉書巾更夸次以「龍 l 來形毛主人格風氧 G

"J 于不但以能來形容老{，也|日l時間來形容于L ("， 4日在 <IU千方) Ij， l結晶伯

J-'4之口來形容扎了一 l 進i旦成規一成矩!從容若龍若虎f

i1J; 31 在起裡很抖J.)')使我們必到{位 j 逍遙遊} Ij:l的RH鵬寓芹，或許也受到乾艾

的將發、

註 32 司已艾店於r:n的上位，舉凡《易經》第三至處於上「體之間，最多7車間司，如

〈避 ì ' (泊) , (師)、(比)等卦皆是們

Jt 33 例如第九豆豆 l' :t1)'i叮殼之!不、如其仁揣I叮銳之， ;.r'-:'j lJ長你。全J三滿堂!莫

之f皂、J: 富貴而驕 'HJ:m其疚。:rtJ遂身退，天之道也。 I 三章「不問

兒，故明不白是故彰!不自伐!故有J}J :不H矜!故ím長。十章

「果l而勿4丹，果1115勿伐，果而今J騙，果if!I不得已 9 月~I叫勿強， ~四十五章

l 大成若缺!其間不穿皮!大哥f計:中，不!IH窮。」

訂 34 原作由 '~h 大~ ，據戶 II字 o詞品大傳新注} , i 大芋為衍艾" ，時 )j ， 1 指 lEIl1t

端方的中正之道。

~:1 站 起JJ: ~ií吉， J鳥都}六寸問卦大紙皆先有卦辭?其後編吾吾有再依卦辭!採終

艾中的主雙語棠按 F卦，w，但亦有少數到也非昧、卦辭主要語彙而來、封題雖

山後人所起， fH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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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與天地撞陽等自然之序相諧 致!於是後來的人們也就自然而然接受以

陰陽天地來解釋乾坤的研義 i 從而認為其中古蘊7重J_\'t:t日序!相反相存的辯

證思維雛形 e 其實這可能正如何以 I 四德」來解釋元宇利貞!都是 種後起

的解釋。就(易經}原骷唱甘卦序來說!未必就是以乾坤為首)例如馬王堆出

上的向書引起易 j .ê IJ末以乾坤為卦序之首 u

註 36 胺 J 字馬王堆吊書作 乖 i 亦即矛盾對立之意 u 此段(主主)文意1+中

論天地揖物出對立而趨於同遇，亦即老于相反相成之旨 F

註 37 這一成語l咐戰關楚道家《鵑冠子l (環流)篇」

註 38 通行本「反者道之動，，c反， '即「返~ ，依新近公怖的郭的簡本，此句 Ib"E

作「返者道之動」。

註 39 屈萬且， (說品) , (圖書月刊》 卷三期 u 關於〈象悼)形成的時代!早者

各有小同意見，本主ζ採納朱怕崑先生於{品學哲學史}中的說法!認為(象

傳〉成於「戰閩中期以後!孟于和苟子之間， ' 

許 40 大明終站!六位時乘 J 有兩套語言! 講益法! 而表達作者的世界

觀。就益;去語言來說!乾卦六丈皆陽， ;大明 Jm陽艾 r /;，位」指六交所處

自1古置終始」指丈象的變動!始於初吏，終於上艾「乾道變化」指陽艾

變動的法l'!IJ : r 各正性命」指乾卦六丈各有自己的丰質規定性(詳見朱怕崑

{屆學哲學史〉第 冊!第 113-5 頁， )本文僅就義理申論其哲學觀點 n

註 41 娶看拙文(道家的和諧觀卜刊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卡II輯!北京 三聯

書店， 1999 年 3 月出版 n

註 42 馮友蘭先生說「從哲學史的角度看， (易傳}的重要不在於道德教訓，而在

於它的宇宙觀和辯證法思想。 _J tj I 白(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 327 頁(北

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註 43 這種看法是中國^陸哲學界的主流意見!可以任綴愈編(巾國哲學發展史}

為代表，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暇。)艾女日余敦康(論易傳和老于

辯證法思想的異同) (刊在《哲學研究卜 1987 年第 7 期) ;楊Iß橋 (易傳

與老于 我國先嘉哲學思想兩犬體系) (刊主(中國哲學史研究) , 198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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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4 北大手中學教授也認為將{老子〉與《易傳》視為一種不同的辯證思想體系

是種誤解!而之所以產牛誤解的根本原因!則在於割斷了〈周經》古經

(巷、f) - {易傳3 的真止源流關係!從而排除了〈老下}對《周經}

l可靠遁的織承 叉忽"說了(老手》對{易傳》自r-J思想影響 e 其實從{間經) Iti 

經至〈老子 J '再到{易傳}。情俏皮映了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發展的清晰線

翠 」見李中華(老于與周易占經芝關係川刊在陳鼓應土桶{道家文化

研究》第十-帽， c道家品專號， '北京 三聯書店， 1998 年版， ) 

仕的 馬二E堆黃老片古書(黃帝凹經〉貴陽屈陰思想J頗為濃厚!如〈稿)篇最後 段

尤為顯著(天陽地陰! 扛陽下陰，另陽[主陰!父)陽[于〕陰。

貴陽賤陰。)此外保存在{管于〉書rrá/J接下黃老作品之 的〈樞言)及戰

國或秦漢間黃老作出， J文于》亦有明確的尚陽思想!如(樞言〉謂「先王

坪j 陰 陽者霸 i 盡以陽者王 o ! (丈于 k德}謂「王公向時1草則萬物昌!

向陰道則天干亡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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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e Daoistlnterpretation of 

Zhouyi's Qian-Kun Concept 

Guu Ying Chen 

Ahsíract 

When dealing \vith thc Zhouyi onc first ha~ to differentiat己

het\veen thc main tcxt (Yijing) and thc commentaries (Yi凹去討珀hua叩n】

八 l沈1h叩ough th旭c ma創Jn t惚e叫 conta叫ms~叫om已 philos叩ophi比ca糾1 t出hOllght~叫， a

5叫truc叫tured philosophical outlook can 0111)' bc found in thc 

commcntan凶 If we i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11c 7hou于 1

and Daoist thought 、、 c scc a line of dev 巳lopment that 1 巳 ads from 

thc Yijing to the Laozi and from the Laozi furthcr to thc Yizhuan 

lhc in f1 uen巳 e oÌ the Laozï on the commentarics can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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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yua l1 retlcc臼 thc dao!dc rclationship in the Laozi. 2. Th巳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tho Laozi \vas on 011C hand illSpi閃d by th 巳

Zhouyi , on the other ha !1 d latcr daoist thouεht claboratcd his 

* Profcssor. lJcpartmcnt of Philo~orhy ， '\ational Taiwan Univer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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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influenced the commentarÌes (Yizhuan). 3. The 

Tuanzhuan retlects in his theory 00 the orìg ll1 of all beings 

(wanwu) , his view 00 natur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c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lassical daoist attitudes 

Keywords : Zhouyi , Yizhuan , Daoist, Laozi , qian- k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