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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天人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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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天人观系统,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论构成,贯穿了“法天用天”的逻辑归

纳体系,强调“生生不息”的生态思想观念。《易经》的天人观可以帮助我们宏观上审视如何走中国式的生态文明

之路。在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观、树立生态整体观思想、建设生态人文观等方面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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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以卦体和卦象的变化揭示了宇宙生成

及自然演化规律,文王及孔子等后世诸贤将其应用

到人事,形成卦辞爻辞和“十翼”,阐述天道运行的

机理和原则,清晰地描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

了独成体系的较为完善的天人观。《易经》的天人

观,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结构上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论构成,逻辑上

贯穿了“法天用天”的归纳体系,内容上强调“变化

生成”的生态观念。《易经》的天人观对人与自然的

关系给予清晰定位,传达出现代生态文明的某些最

基本的理念,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

迪作用。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系辞上,十一),这是《易经》描述的自然世界

生成的过程。两仪就是阴阳,物质世界的产生和发

展,是阴阳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老子所描述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的过程。此过程绝非无序而混乱

的,而是遵循天道。其主要规定性为:1.面向未来

的生成模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

子,四十)一旦从无中生有,自然运转的目的性就产

生了,即以刚健有为的和厚重包容的方式①,最大

限度地促进生成。刚健有为是创生生命的动力,而
厚重包容是涵养生命的品质,“生”就是宇宙价值,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遵照

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

之大德。2.生成要容纳在不断变化的体系里。《易
经》所讲的天道贯穿了变革、革命、创新的思想:“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

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一)“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周流注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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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3-25
《易经》中的乾坤两卦深刻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乾·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



曲要,唯变所适”。(系辞下,八)。易字本身就有变

易的意思,不断适应变化,因势而利导之,才会推陈

出新。3.这种变化遵循阴阳的平衡,即“和”的原

则。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激,水
火不相射”,这里用八卦的基本构成元素,天地山泽

雷风水火,实际上隐含的是“水火土气”四种物质,
讲的是物质世界成长几种方式:当空间和时间的坐

标确立起来之后(天地定位),物质之间相互作用,
通过渐变(山泽通气)、突变(雷风相激)、感变(水火

不相射)不断改变形态,物质世界在既矛盾又融合

中产生,相互影响和演化。两种或多种物质之间是

不同而和、多元统一的关系,体现着可贵的和谐精

神,正像宋代大儒张载所言:“有像斯有对,对必反

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①

《易经》所言天道完全摆脱了神性因素,不像远

古神话中的人格神,也不像夏商文化将自然神秘

化,其思想属于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同后世提出

“天人相感”用以规范人际伦理、协调社会关系的儒

家②和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老庄一派的道

家都有明显区别。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形成了自

成体系的天人观:注重人与天道自然容与、接洽和

协调,是一种亲密无间协同进化的关系。“易与天

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

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传上,四)“古者包

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

下,二)仰则观天,俯则察地,人与万物能够了无障

碍地进行沟通和交流,顺理成章变成了“天人合一”
的三才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

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

而成卦。”(《易经·说卦》)在易经的卦体中,每一

卦六画,上面两画代指天,下面两画代指地,中间两

画代指人。天地人各占其位,人与自然万物的亲密

关系得到了符号化的体现。
概而言之,《易经》天人观体现出三方面内容:

1.尊天。尊天不是把天地自然当神祭拜,而是尊重

天道变化的规定性,即前面说过的三个演进规律。
心存感念,常怀戒惧。“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

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在乎日月,”(系辞上,十一)“神
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
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
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
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

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说卦传,六)在天道演化

的“存在的巨链”中,人不是施动者,充其量算其间

的一个环节,故而会有偶然或突发的情况出现,如
“无妄卦”说的自然变化可能给人带来的不利影响,
“涣卦”和“节卦”讲的是洪水泛滥造成的灾祸。天

地自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体恤众生是因为它有

“利生”的规律,此时人们应感念天地广生之德。时

有意外是因为它不会因人设法,所以要常怀戒惧,
或靠修德趋利避害,或“察微知几”,③豫以去险。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於忧患与故,无有

帅保,如临父母。”(系辞传下,八)2.顺天。遵循自

然演变的规律,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不能够盲目

地打破自然的进化过程,一切人事活动能站在全景

的高度与自然合拍:“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
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乾,文言)《易经》各卦都充分考虑阴阳矛盾的对立

统一、消长转化的天道运转规律,主张人不要打破

或逾越。比如“屯”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

地之间者惟万物,故授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

之始生也。(序卦传)意思是屯是天地初开始交汇

产生万物的开端,“刚柔始交而难生”,这个时候是

很艰难的,所以在卦辞中提出了两点要求:“勿利有

攸往,利建侯”,在这种情况下,不要盲目躁进,先建

立领导机构,顺应事物演变的一般规律。再如:大
壮卦。乾下震上,四阳两阴,阳盛阴衰,卦辞:“利
贞”,大壮之时,应是大利贞,但不用大字,暗含阳刚

大壮,容易转向衰弱之意,这就是要人勿自持壮力,
盲目刚进,以防止转向反面。其他像卦辞里面的

“亢龙有悔”、“否极泰来”、“欲益反损”、“剥极必复”
等,包含着“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易经·革)

3.用天。两层含义,一是运用自然的成理和智慧来

指导人事,在易经中,由八卦衍生出来的六十四重

卦说的几乎都是人的事情。易经将一切都理解成

天 地 变 化 的 结 果,因 此,乾 父 坤 母,是 生 万

物。《坤·文言》中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只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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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张载集》中《正蒙·太和篇》(1978年中华书局

版)。其意为:一切自然物按照阴阳消长的原理必有一对共

生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对立和矛盾,相互间此消彼长、彼

消此长,但最后,必以和谐共容的方式统一在一起。
指以汉儒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将灾

异变怪同人类的活动联系起来,具有神学的目的性。
察微知几:体察微小的变化和隐藏在事物内部的

机理,对事态的发展做出提前的预测和决断。其论述内容

分别见《系辞传上十》和《系辞传下五》。



地变化融合,才会创生万物,如果天与地没有交融

在一起,就会造成自然的风雨不调,形成自然灾害。
用这个规律来指导人间的事情:“天地闭,贤人隐”,
在卦体中涉及到天地相交的,就好。比如:地天泰

卦,地上天下,在自然运行中地是浊气,天是清气,
浊升清降,必然交会,必然是好事情:“则是天地交

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
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也”(泰卦·彖辞),而到了否卦:“天地不交,否。君

子以俭德辟难,不可以荣以禄”(否卦·象传)。在

《易经》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用中孚卦,
以豚鱼和鹤的守信不移,比附人也要内心诚实不

欺;地火明夷卦,以太阳在地下比喻昏君当政,要人

们“内文明而外柔顺”、“内难而能正其志”,保持内

心的光明磊落。地山谦卦以山隐于地下而告诫人

们一定要保持谦卑的美德。所以孔子称赞说:易其

至矣乎!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传

上,七)用天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要制天命而用之,用
乾文言中的话说“先天而天弗违”,有限度地改造自

然。《易经》中的乾卦表示了“刚健有为”的内涵,引
用到人事中,鼓励人们不要一味被动地顺从天地自

然的演化,要努力有所施为:“见乃谓之象;形乃谓

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

神”(系辞上,十一)。一个“神”字,说明了即便没有

顺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付出自己的努力(制而

用之),也能够达到像天地一样神圣的境界。以此

鼓励人们以变应变,不能因循守旧,敢于绽放自己

的生命力,敢于创新。
如何利天,是易经天人观中没有涉及到的话

题,反映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存在生态

危机的影响。但是,后来的以孔子为首的儒家,进
一步认识到了自然的脆弱性的一面,同时,沿袭了

注重阴阳调和的话题,继承了易经中的“顺天”思
想。强调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对自然“敬畏和

尊重”这一命题。
《易经》的天人观可以帮助我们宏观上审视如

何走中国式的生态文明之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对自然

无限度掠取基础上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今天的生态

危机,其思想根源在于西方传统思想中以人为中心

的天人关系体系:“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

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1]

这样就形成了人与天之间的相互对立,或相互不平

等,自然成为人类的附庸。伴随人类在成长道路上

不断强大的同时欲望不断膨胀,助长了人类对自然

征服和控制的行为的无节制和盲目。
重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首要任务是改变人

们的思想意识,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

观。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旨在通

过教给我们什么是有用的或者告诉我们什么是有

价值的,通过利益调整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强

调技术修补,或主张规则制度约束,在以消费为主

轴追求物欲的社会文化伦理背景下,显得片面而虚

弱。环境问题最终是文化伦理问题,正像07年获

得诺贝尔奖的戈尔所说:“环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

一个道德问题。”易经的天道观,重视自然本身存在

的变化机理,强调人和自然之间息息相通的复杂联

系以及人受自然哺育的情感纽带,能够有效地规避

西方解决生态危机过程中的某些观念误区,还有助

于我们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型生态文明伦

理观。比如:以追求和谐为最大的价值尺度,很显

然《易经》的和谐观既包含了自然本身的和谐,也包

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和谐,
因为这些都同属于一个阴阳运转的体系之内,依此

反思旧有的观念,是否只顾追求人自身的利益,把
自然当成人类改造的对象和满足生存及欲望的占

有物,从而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两极对立? 是

否在一味地追求量化发展的同时,忽略了自然本身

运行的机理,忽略了人际和谐的幸福需求,出现反

和谐甚至不道德的社会问题? 还有,易经提出来的

“利生”原则:“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

之谓易”(系辞)实则指出了现代生态文明伦理观的

核心思想,发展、创新必须要以有利于生命体的存

在和繁衍作为基础,好与不好,于此为界定的鸿沟,
科技施用于杀人武器,或研究致命的病毒,科技就

需要加以伦理制约。同样,发展带来的是毁灭物种

和生境的恶化,发展也需要受到伦理制约。百行百

业、每个人在他的日常行为活动中,更要以此为准

则。利生之生,即是目前之生,亦是千秋百代之生,
利生之利,当然也不仅仅是眼前之利,而是千秋百

代之利。这种新的生态伦理思想,着眼于自然与人

演化的全过程,立足于文明发展的全景结构。
在实践层面,《易经》天人观可以帮助我们树立

生态整体观思想。《易经》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
依天道以阴阳转化的规律而运行,以三种方式(渐
变、突变和感变)相互关联和影响,微小的局部的变

化,首先影响的是周围环境的变化,还有可能引起

距离较远的地方出现变化,甚至可能会造成这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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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动荡和变化。照此理解生态文明,是一盘大棋,
如果仅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借以摆脱生态危机,未免过于狭隘。天地人万物都

包容在一个体系之内,属于一个共同体,因此,在建

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局部问题和整体利

益之间的关系,要防止过度地画地为牢,以局部的

环境和生态的改善为核心,而不去考察对其他地域

的影响。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应积极参与国际生态

保护的行动,包括建立相应的基金和组织,参与各

项有利于改善地球环境的国际公约,引进先进的技

术和理念,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在各项投资建

设中,要考察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充分估计和科

学评价目前和预后的影响。总之,统筹考虑生态文

明建设的内容,树立和谐利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宏

观目标,从而使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紧

密结合,生态的工程化和产业的生态化紧密结合,
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公民生态关注紧密结合,城市生

态的完善和农村生态的建设紧密结合,生态政策和

法规体系的建设和生态道德精神的传播紧密结合。
只有牢固树立一盘棋的观念,才能把不利的影响降

到最低,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运转机制。
在文化建设层面,《易经》中对于自然生态智慧

的总结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可以延伸出生态文

明中的生态人文观建设的某些命题。《易经》认为

人和自然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它提示我

们在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牢牢把握三个核心观念:

1.深刻领会天地蕴含之善,因而存敬畏尊重之心,
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当代人和世代人的平等

权利,营造良好的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

氛围。2.深刻领会天道运行之真,因而师法自然,
向自然学习,取用自然的智慧造福人类。“裁成天

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象传》),参赞化育,
以自然化人,“外师造化,内得心源”,用符合于自然

规律的生存理念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追求精神的

饱满和充实,文化的导向不再集中于过度追求物欲

和现实的功利。3.深刻领会自然所存之美,因而撷

英取萃,促进高水平、高品位的生态人文美学、生态

文艺学、生态文学的发展,以文化建设推进文明的

转轨变型。
正像一些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态文明

的基本理念存在于中国的古代文化思想中。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宝典的《易经》,对天人关系的阐

述,放在被生态问题所困扰的现代情境中,无异于

一副清醒剂。它能使我们追本溯源,找寻人与自然

关系的本来面目,祛除掉在长时期无限度发展过程

中发生在人类文明中的错误观念,找到通向生态文

明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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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BookChanges,anancientChinesebook,hasasystematicandlogicconceptontherelation-
shipbetweenmanandnature,emphasizingtheecologicalideologyofunceasingtransmigrationofthena-
ture.Thisconceptcangiveusenlightenmentinconstructingecologicalciviliz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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