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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阴阳思想是《周易》哲学的核心，虽然相较而言《易传》中阴阳思想更加成熟，但其根本仍然在《易经》之中。《易经》从

编排形制到其中的符号推演再到作为载体的卦爻辞，无不透露着阴阳对立、矛盾转化的思想。 而《易经》的根本目的便是以这种

阴阳思想作为基本准则，用以认识宇宙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最终做到趋吉避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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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 在《周易》研究界

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周易》古经是一部筮卜之书，而

《易传》则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周易》的成书向

来被视为中国哲学的开端之一， 包含有丰富的哲学

思想，其中的主干便是阴阳思想。《周易》的思想可以

归纳为一点， 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原则把握事

物发展规律。《易传》中提出了诸多哲学范畴，并以阴

阳思想为基础，确立了阴阳对立、化生万物的宇宙模

式，构筑了一套完善的哲学体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

《易传》成书是在《易经》之后，是后人哲学思辨水平

提高后自觉的哲学思辨。
一、《易经》的成书及阴阳思想的源头

《周易》以阴阳对立统一的基本原则来把握事物

变化和规律的思维模式为中国文化所独有， 这与中

国原始思维的传承和《周易》成书的文化环境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周易》的成书及作者在研究界一直

争论不休，流传最为广泛的当属伏羲画八卦，文王演

《周易》。《易·系辞传下》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

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

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做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1]（256）其中“包牺氏”就指伏羲。
但《系辞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周易》的作者为文

王，真正肯定文王演《周易》的是司马迁，《史记·周本

纪》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

卦为六十四卦。 ”[2]（85）

由于《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种说法一

直延续了两千余年，直到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研究

者开始质疑这种说法的真伪。首先，传说中八卦的创

立者“伏羲”本就多见于神话传说之中，如今并没有

直接的证据证明伏羲到底是指古代一位贤明的领袖

还是远古某个部落的名称。这也同样使得文王演《周

易》的可靠性大大打了折扣，之后关于《易经》的成书

在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顾颉刚先生曾推论，《易经》

成书于西周初年，但并非文王所著[3]（2-3）。 《系辞传》中

有“殷之末世，周之盛德”[1]（272）的说法。 其次，卦爻辞

中所记载的一些事例要晚于文王，因此文王演《周

易》的说法多半是不可信的。李镜池先生认为《易经》

的成书非一人之功， 多半是在殷末周初之际由专人

主持编撰，并且经后代不断修订才逐渐形成，而编撰

者的姓名已无从考证[4]（178-180）。

《易经》的成书依然存在诸多谜题，但现今由《系

辞传》等文献的记载，至少可以确定《易经》的编撰是

有一定依据的。 《易经》的编撰延续了先前筮卜的方

法和规则，也是对先前一些思想的传承，最明显的便

是八卦。但相较于八卦，《易经》显然更加复杂化和系

统化。 同时《易经》的编撰过程中很可能受到了当时

社会的主流思想的影响。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阴阳观念。按照《系辞

传》的说法，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这些都有可能是阴阳思想的来源。据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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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骨文可以证实， 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阴”“阳”二字。《尚书》是已知最早的文献集合，其中

记录了大量夏商甚至三皇五帝时期的事件， 对阴阳

也多有提及， 其中阴阳的概念已经被拓展出了多重

含义，可以表示方位、庇护以及矛盾关系等等。 《尚

书·周官》中说：“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5]（306）这里阴

阳代指自然界和人之间的矛盾关系， 已然成为了一

个哲学范畴。 这与《周易》古经中所体现的认识模式

和宇宙观基本一致， 可见这种以阴阳对立的观点来

认识自然、 把握事物规律的思维模式在当时已经成

为主流。

可以看出，《周易》的成书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
一方面沿袭了自古以来的筮卜方式， 另一方面则吸

纳当时普遍被人们接受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改造，

使得《易经》在承担着筮卜功能的同时成为了一本集

筮卜、历史、哲学为一身的综合性文献，最终使阴阳

思想成为了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根本方法。

二、《易经》中阴阳思想的体现

《周易》古经中通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句爻

辞中“阴”字仅在《中孚》第二爻的爻辞中出现过一

次，“阳”字则从未出现，但从卦符到卦爻辞直至筮卜

的原则，无不体现着阴阳对立的思想。

《周易》古经是我国最早的符号推演系统之一，
《周易》共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其卦符，卦符的基本组

成是阴、阳二爻。阴阳二爻的符号的确立也经过了漫

长的发展，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楚简《周易》中用

“—”代表阳爻，用“八”代表阴爻 [6]（6），这与当今所用

阳爻“—”、阴爻“--”的符号已经非常接近。 关于阴

阳二爻的来历有诸多说法， 一说阴阳二爻源于蓍草

占卜。古时占卜使用的是长短不一的蓍草或竹管，阴

阳二爻的卦符象征的正是这一长一短的蓍草。 闻一多

先生则认为阴阳二爻的卦符是生殖器的象形[7]（258-262）。

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看到人分男女，飞禽走

兽分公母； 又从人和动物的繁衍联想到宇宙万物的

生成；加上古时生殖崇拜的影响，遂做阴阳二爻以示

万物的开端， 展示万物的生息变化。 还有诸如龟兆

说、结绳说、奇偶说等等。

不管怎么说，阴阳二爻作为《周易》六十四卦的

符号已经泛指天道、人道中的各种阴阳现象。阴阳二

爻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两者此消彼长，孕育着各种

可能。阴阳二爻，每三爻成一卦，共成八卦，也被称为

“经卦”。八卦的含义更加丰富，分别有与之对应的卦

形、卦名、取象和卦德。 按照《系辞传》中“阳卦多阴，

阴卦多阳”的 说 法 [1] （260），八 卦 也 可 以 分 为 阳 卦 和 阴

卦。由此，除乾、坤两卦外，震、坎、艮三卦都包含有两

个阴爻，当属阳卦；巽、离、兑三卦都包含两个阳爻，
当属阴卦。 这样加上三个阳爻构成的乾卦和三个阴

爻所构成的坤卦，八卦中正好分为四阴四阳，与八卦

所对应的取象属性相符。 八卦两两重叠、复合，共成

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结成三十二对，要么上下颠覆互

成一卦， 要么上下易位互成一卦， 也就是孔颖达在

《周易正义》中所讲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8]（334）。 与

八卦单一的取象相较， 古经中的六十四卦充分体现

了阴阳矛盾、对立交感的特点，已然可以广泛代表天

地、风雷、水火、山泽以及人事中复杂的关系。

《周易》古经规范化的标志是出现了爻辞，不但

使筮卜的过程程序化， 也使得筮卜的结果得到了统

一。 爻辞的内容多为历次筮卜过程中特点鲜明事件

的记载。 爻辞的出现在规范和简化了筮卜的同时也

成了《周易》古经中阴阳思想的主要载体。 分析《周

易》卦爻辞可以看出，其中对立转化思想比比皆是。

有表示时间上对立的，如先后和始终；表示空间上对

立的，如方位、上下、天地、来往等；表示家庭伦理方

面对立的，如夫妻、夫妇等；表示面部表情的，如“号”

和“笑”等，其他诸如大小、有无、明晦等对立概念随

处可见。 在《周易》爻辞中所体现的阴阳观念在客观

上表示宇宙万物的普遍存在现象， 实质上是一种天

道观，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机体，万物孕

育于对立两面的碰撞与转化之中。 在主观上则表示

主体在人事活动中两种相反的精神状态， 这又是一

种人道观。 将事物的对立与转化作为认识万物变化

和人事吉凶的基本原则，追寻天人间的和谐，这也成

为了中国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命题。
《周易》中阴阳思想讲求对立转化，这势必会引

出易变的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变”本为阴阳矛盾的

产物，这也使易变成为了《周易》古经中阴阳思想最

突出的外在体现。从卦象来看每卦六爻，任何一爻的

变化都会变成另外一幅卦象， 而且这种变化是遵循

一定规则的，比如其中乾卦、坤卦、泰卦、否卦的变

换，还存在着对立面的转换。这种易变的规则还被运

用于筮卜的规则之中。 古人在运用《易》筮卜之时有

一套严格的规范程序，每卦六爻，每一爻的得出都要

经历复杂的运算过程， 三变出一爻， 会得出四种结

果，被称为四营。 四营之中，七八分属少阳、少阴，为

不可变的阴、阳爻；六、九所代表的老阴、老阳则可

变。当一卦六爻得出之后，每逢出现老阴、老阳，则要

阴阳互换，再成一卦，被称为“变爻”。先后两卦对比，
取不同之处进行对比就是卜算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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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变还体现于每卦的爻辞之中，《周易》古经中

的卦爻辞多为以往筮卜事件的记录， 可以完整描绘

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也是阴阳易变、矛盾转化的根本

诠释。 以乾卦为例：“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

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若惕，历，无

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

人。上九，亢龙有悔。 ”[1]（1-2）乾卦中的爻辞以对龙这种

神兽的描述作为事例，传说中龙可以下潜于渊，翔于

九天，可行云布雨，又可千变万化。 闻一多先生曾详

细论证龙的来历和特性， 认为龙来源于中国古天文

学中龙星四季在天空中的变化[9]（159-163）。在爻辞中，龙由

“潜”到“现”，由“跃”到“飞”正是象征了事件由一开

始隐晦不明，到初见端倪，再到充分发展，直到顶点

这样一个过程。结合中国宇宙万物同构的思想，这一

过程也可以象征人的成长。

三、《易经》对阴阳思想的运用

虽然饱含诸多哲学元素，但《易经》本质上仍是

一本筮卜之书，任何占卜，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占断吉

凶，《易经》也不例外。 与以前的筮卜不同，《周易》古

经的成书使得筮卜更加规范，并有据可依，其中阴阳

思想则成为了判断吉凶的基本准则。 书中对以往的

筮卜结果加以整理， 最终将对吉凶的判断体现在卦

爻辞之中，被称为断语。其中形容吉凶的字样大致有

这么几种：吉（善、好、祥福）为最好的一等；利（顺利、

适合）比吉稍次；吝（很难）为中等情况；厉（危险）比

吝稍次；悔（悔恨，穷困）比厉的情况更差一些；咎（灾

患）处境已经非常差了；凶（祸殃、大的灾难）的情况

最差，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覆灭之灾。 结合阴阳易变、

对立统一的基本原则，《易经》之中吉凶判断大致有

这么几个特点：

（一）易变为吉，僵死为凶

就 以 卦 辞 来 讲，泰 卦 与 否 卦 都 是 由 乾 （—）坤

（--）组成，但由于其阴阳爻的位置不同，所得结果

也大为不同。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1]（46）否卦

卦辞：“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贞。 大往小来。 ”[1]（52）可以

看出，泰卦的卦辞连用“吉”“亨”两个断语来形容好

的程度，否卦中虽没有出现“咎”“凶”之类断语，但

“大往小来”一句与泰卦中“小往大来”正好相反，也

就是说会丢了大的得到小的，这恐怕就是凶象了。这

与卦符中阴阳爻的位置相联系。 一般来说， 阳气上

升、阴气下降，乾卦中三个阳爻在下而三个阴爻均在

上方，这就导致阴阳二气可以交互运动，表示事物仍

然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因此为“吉”。而当这种运动到

了极致，即阴阳爻的位置颠倒，就变成了否卦，此时

阳爻全部在上，阴爻全部在下，阴阳二气动无可动，

再无变易的可能，因此否卦就出现了偏向“凶”的断

语。 这种易变为吉、 僵死为凶的判断准则几乎适用

《周易》中所有卦辞。

（二）吉凶不绝对，吉中带凶，凶中带吉

卦辞中的断语可以评判一卦的吉凶， 但这种吉

凶的判断并不绝对。 以泰卦而言， 其卦辞中出现了

“吉”“亨”的字样，但泰卦并非有得无失，而是得大失

小；否卦也不是完全有失无得，而是得小失大。 一卦

之中，吉凶之像并非一次而定，有可能在事物的发展

过程中几次反转。因此古人非常重视事件的经过，将

吉凶分作“初吉”“中吉”“终吉”，凡事不能只看开始，
而是要追求结果，“终吉”最好，相应的“终凶”就最招

人忌讳。同时吉凶的程度也有差别，也存在着“吝”等

不好也不坏的情况，充分体现了世事的复杂性。
（三）吉凶已定但事在人为，充分肯定人的主观

能动性

因遵循阴阳易变的基本原理，《易经》爻辞中吉

凶评断的另一特点就是吉与凶的可相互转换性，而

这种转换的根本因素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各卦的

卦爻辞中，大多由人事活动出发，人的行为往往对最

终的吉凶祸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乾卦：“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若惕，无咎。 ”[1]（1）也就是说君子要

始终保持着警惕之心，不断自省，这样就不会犯下什

么过错。 哪怕是碰见了“终凶”的极端情况也有转变的

机会。否卦中最后一爻：“上九：倾否，先否后喜。”[1]（51）是

说做坏事的人终会跌倒， 那么被坏人所害的好人也

就“先否后喜”了。并且灾祸往往是有苗头的，在灾祸

刚发生时，当事人要提高警惕，及时应对，灾祸的影

响是可以减弱或补救的。 这其中不仅体现了卦象中

吉凶的转换，同时也体现出了德行的重要性，也是善

有善报道德观念的体现。 《易经》这种吉凶观念就要

求人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不仅在遇到“终凶”的时

候要奋发图强，在遇到“终吉”的情况时也要提高警

惕，既然“凶”尚且可以化“吉”，那么，相应的，也不会

有永恒的“吉”。
（四）运用阴阳思想，把握事物的一般规律，最终

做到趋吉避凶

人总是趋吉避凶的，既然一切都不定，如何才能

向好的方向发展？ 《易经》的最终目的都体现在“用”
上，也就是教导人怎样通过人为的干预，使得事物向

好的方面发展。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

的卦爻辞所展现的事态发展一般呈现抛物线形式，
当达到顶峰后终归是会下落的，但当（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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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0 页）多重事件连续、重叠发生时，就会源

源不断地出现顶峰，“终吉”的结果就能不断出现，在

满足阴阳易变的基本原则的同时， 达到趋吉避凶的

根本目的。

《易经》中的阴阳思想虽未显露，但对中国哲学

发展的影响巨大， 其中至少包含两种基本的阴阳思

想：阴阳的对立消长和阴阳的交感转化。其语焉不详

的表述却给阴阳思想的后续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

间。《易传》中的阴阳思想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周末百

家争鸣，很多学派深受《易经》阴阳思想的影响，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道家和阴阳家。 道家把阴阳思想系统

化，提出了阴阳化生万物的系统理论。阴阳家则把阴

阳思想与数术思想、五行学说相结合，构筑了一种规

模宏大的宇宙图式， 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自然现象

的成因与变化法则， 最终成为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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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家未必同意。现代经济学认为，财富只有

流通才是财富，只有消费才能拉动财富的增长。儒家

讲的是政治学， 即使谈到经济问题， 说的还是一个

“仁”字而已。 杜牧《阿房宫赋》直指秦朝：“奈何取之

尽锱铢，用之如泥沙。”[1]（11）朱子指出：“财者人之所同

好也，而我欲专其利，则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 大抵

有国有家所以生起祸乱。 ”[2]（123）又云：“以己之心度人

之心，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

而各就其中。 是则所谓絜矩者也。 ”[2]（123）

可见，治国有道，不竭财力，表现为用之舒，为之

疾，食者寡，生者众。不难想象，在古代财富创造量不

多的情况下，明确财富的分配，减少贪财的欲望，确

定自我的职责和本分，是实现财富合理分配、社会安

定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思想对当今也有一定启示：

虽然今天社会财富的数量很大， 但财富的分配却存

在严重不公，这是需要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

《大学》云：“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1]（13）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1]（13）仁者行“絜

矩”之道，执之弗失，以利国人，则财用恒足。 这里的

义利观其实针对的是两种阶层的人。 有国者要明确

义利之辨，以义不以利，做到爱民如子；仁人志士、下

层的普通大众以义不以利， 但不是不追求利， 所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做到以财发身。

“絜矩”之道作为平天下的方法论，无疑对于社

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絜

矩”之道注重“上行下效”、上老其老、上长其长、上恤

其孤，这些都体现了对“上”的职责要求。 君子之德

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其次，“絜矩”之道

注重发挥君子的主体性作用。 在 “他人—自我—他

人”中，维护“絜矩”之道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自我，

只有君子以自强不息、爱民如子，才能推己及人，将

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传递下去。最后，如梁启超先生

认为的那样，“絜矩” 之道是建立在道德平等的基础

之上的，尊人、自尊，把众人当作自我的同胞兄弟，心

理相通、换位思考，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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