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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场“汲古论坛”聚焦《周易》的人文宇宙观

　　2020年6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第七场“汲古论坛”学术活

动，主题为“以《周易》之眼观世：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论坛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

院副教授辛亚民、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讲师崔晓姣、清华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博士后林书

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杨家刚主谈。论坛由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喻

静召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谷卿主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

吴宝麟评议。此次论坛采取线上形式，观众互动频繁，好评不断。

　　《周易》被视为先秦古经之首，深刻影响了儒家思想哲学体系的建立。《周易》提

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卦象符号所喻示的天道哲思与

人文世界作取象比类，打通天道与人文，从而隐喻了一个具有天道思维的人文的宇宙。四

位主谈人围绕《周易》的宇宙观、时空观、天道观、“法”思维等视角，对其中所蕴含的

宇宙人文思想进行交流和讨论。

　　论坛伊始，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喻静在致辞中介绍，“汲古论坛”取意于赵朴初先

生为文化所题词“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论坛旨在研讨古典文史哲艺相关问题，力

求不断促进人文相关专业学者的互动沟通。自2019年3月创办以来，已举办六场，涉及书

法、考古、金石、丝绸之路、数字人文等多个领域。此次论坛，在当今各种变动不居的自

然和人文环境之中，汲取《周易》这样一部上明宇宙生成之秘，中阐政治人文之理，下释

人生顺逆之机的古代哲学经典，为当代人文生活提供经验和启发，恰逢其时。

　　辛亚民从《周易》之经、传、学的文本流传和诠释历史出发，阐释其中所蕴涵的对立

统一、天道人事一致性、人道教训等哲学观念。他首先区分了《周易》的经、传、学三个

部分，重点介绍了《周易》古经的内容，指出《周易》古经的卦象和卦序包含着“二二相

耦，非覆即反”的逻辑思维。接下来，以《系辞传》为例，介绍了《易传》对《易经》的

解释和发挥。《易传》在儒家系统哲学已有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之外补充了自然观

和宇宙观的论述，为汉代以后直至宋明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哲学体系。《系

辞传》的宇宙观可以剖析为三个维度，即对待性、动态性和价值性。“对待性”是指阴阳

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和作用，宇宙的生成源自阴阳对待。同时，这种对待体性不仅存

在于宇宙自然，还存在于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即政治秩序和人伦价值之中。“动态性”

指出宇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存在。“生生之谓易”，其核心就是强调一种变化和

“变易”的过程。“变易”的思想也是整个《易传》哲学的精髓所在。结合到人类社会和

思维世界，作为人的“事业”，既是宇宙自身变化的自然呈现，更是人发挥自身的主体

性、能动性而呈现出的“人为”的变化，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功德。“价值性”强调

《系辞传》阐明了整个宇宙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天地、动静的生成同时也

确立了贵贱、吉凶这类人事的秩序及价值观念。这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建立了

初步的宇宙本体论依据。阴阳对待之“道”即是宇宙本体，而呈现为人道则是“仁”，而

这一体性又无时不刻不寓于宇宙大化流行之中，此即“显诸仁，藏诸用”。最后，重点分

析了易学思维的特点，指出《周易》古经一个重要的文本现象是卦爻辞的一词多义。古经

的编纂者将仅仅是字音相同而语义没有任何联系的若干个字词安排在同一卦之中，这种思

维方式即“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是一种艺术性的思维。这种思维不仅对中国

艺术、审美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说明经典的意义远不在于原初的本义，还在于后世的

不断诠释、创造，使得经典穿透文献的、历史的局限，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崔晓姣首先对“宇宙和人文的宇宙”进行了概念的阐释和分辨，指出相对于自然科学

中的宇宙被描述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宇宙，则被抽象为无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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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人文的宇宙”加入了人的思维和参与的维度，与古代的“天下”观相近，强调

的是“人”的维度，即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如何在宇宙中自处。并通过统观和分述《周

易》的时、空观念，从而进一步呈现“人文的宇宙”如何贯穿在《周易》的思想之中。借

传统“易有三义”——“不易”、“变易”、“简易”观照《周易》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哲

学的时空观，提出在无限并不停转换的时空中，有某种秩序或定位。秩序背后是恒定“不

易”的“道”在安顿万物，这种安顿的功用也就是“德性”，具体到《周易》则是“中正

之德”。同时，世界的整体是变动不居的，恒定的秩序存在于“变易”之中，即不断地更

新和生成，应当唯变所适。而无论是“不易”还是“变易”，都始自于一些最为简单的元

素或法则，如阴阳两爻生出无穷变化，此为“简易”。基于上述观念，则可以揭示出《周

易》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时间观和历史观。在时间上，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而

是可“返”、“复”的，人对于未来的理解和想象，可以依靠对古代的理解与诠释，去

“历史”中寻求合法性。既往而开来是相结合的，人面对未来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回到过

去的过程，这与近现代“进化论”传入的时间观形成了对照。在空间上，流行和定位、秩

序和变化两个对立的方面又是相互结合的，《周易》既遵从秩序又打破秩序，六十四卦最

后以既济到未济而收束，喻示着完结之后还要走向开放，拥有无限的可能。

　　杨家刚重点论析了《周易》的天道观和时空观。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由易学思想

对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到易学的“中道观”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哲理性升

华，最后谈到《周易》取象比类、统合万物的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启发。他认为，孔子在晚

年接受易学之后，用《易》所揭示的事物表象背后的道来统括人事的德行，把“德”和天

道贯通起来。同时，孔子用易学将六经统合为一个哲学整体，由此奠定了后来先秦哲学，

尤其是儒家在哲学层面的飞跃。他特别指出，周易卦象中体现出的“中”是处于变化和相

互关系的“中”，由此指导君子根据外在的时间和空间的处境来保持中正，是一个动态的

“时中”。这一观念为《尚书》等先秦文献所提出的“中道”观赋予了一种哲学思辨的意

味，把它置于整体的时空观之下，这也成为宋明儒学“易庸合参”观念的思想来源。从本

体论的层面将易学和佛老等其它思想体系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易学的独特之处在于用一套

简化的符号来解释世界，通过符号讲事理，通过事理讲人事和宇宙，取象比类，把宇宙和

人事统合到一起。这一思维方式启发了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二程整合《周

易》中的哲学思想，把儒家的“仁”上升到了宇宙本体进行论证，建构了一个统合了天道

观和人道观的理论体系，以回应佛老。在此基础上，唐君毅和安乐哲等学者提出“一多不

分”的中国宇宙自然观，由此观照自然宇宙和人事之间、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

分割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来回应西方哲学“一多二分”的观念。

　　林书杰从“法”思维的视角，将《周易》之法、因明之法和书法之法进行了相互参照

和释读。首先从思维的方式来探讨“法”的意义，他指出，“法”用其呈现方式参与到我

们生活的一切之中，具体体现在有与无、可见与不可见、虚空与实有的相续等。包括人的

起心动念，也都与法相关或相离。法被对象化为一种形式思维，或情境化的叙述和呈现。

随后，对因明之法和《周易》之法的共性做出了三点概括：其一，法是物之相续和分别的

集合，由此便可以相互交流并分辨对象的意义。其二，“法”是对象之个相和共相的自行

摄入。其三，“法”具有对象之个相和共相的交互性。在“制”和“用”的过程中，亦即

法和别法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不断演绎为法则、模范等。同时，重点论述了书法之法与

《周易》之法和因明之法的关联。在中国古典书法理论中，书法之“法”借助“形与神”

为“二元对立”问题的解决提供参照思路。“法”将点画之形类比于合自然之理，体现了

人与书法、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对应，书法具有沟通天地的功用，可以通过书法体会万物

之妙。这与《周易》中统合天道与人道，因明中的“相续”观念具有内在相通性。最后，

将书写之“法”概括为自然、阴阳、形势、自我四种观念，并通过四种关系加以阐释，即

沟通和转化、相续与分别、还原与悬置、消解与自明。他提出，汉字书写实践中的

“法”，贯通因明学和《周易》对“法”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独特的“法”思

维。

　　吴宝麟应邀对四位主谈人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并就其中涉及的论点进行了回应。她指

出，《周易》从经到传既有延续，也有突破，它利用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即符号与图

像，来呈现形而上的提炼和总结。《系辞传》用时间的维度把先天的善的可能和后天的善

的实践打通，“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此，《系辞传》十分推崇圣人造就功业，

且此功业是利益众人的，有规范可循的，并不是一种空洞的道德理想。《周易》卦爻辞已

经体现出一种经由历史事件做出价值判断的意识，《周易》提出“生生之谓易”，推崇

“生”为天地之间最高的价值，“生”连接了历史的源头同时也肯定了创新的意义，即

“利天下”。可以说，《周易》的宇宙观展现了一个实在、有秩序的世界，宇宙瞬息万

变，但并没有引向虚无，人要在极致的变动之中承担宇宙的精神，通过道德责任的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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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一种崇高的美感。关于《周易》的艺术思维，在她看来，卦爻的作者并不是以严格一

致的内涵、外延编排，而是一卦的内涵可以延伸、扩展，卦与卦之间可以牵连变动，卦爻

辞也往往出现吉凶的转折，而转折的条件则是君子之德。这体现出一种物类交感的“相关

性思维”，与《周易》的天人感通观念，都有艺术性和身心交互的特点。《周易》提出

“文明以止”，提示人要同时关照自身的尊贵性和限度。《周易》经传由卦象和卦爻辞引

申出人类的社会制度、规范和文化，以宇宙中的道德秩序建构人的价值观，从而效法天

文，洞察人伦，安顿万物。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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