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

意义 

王先胜 

摘要：1995 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Ⅰ式）是太极八卦盘，其纹饰内涵包括老子太

极图、八卦六十四卦生成序、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阴阳合历、二十八宿、干支、节气、

大衍数等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周易》数理；木胎漆盘与江淮流域各省出土的双耳

S 形圆图（即老子太极图）证实宋、明之际易学图书学的兴起与道家易学、道教易学传出有

关，邵雍先天图、刘牧河图洛书、周敦颐太极图及阴阳鱼太极图均源自道家、道教，道家易、

道教易源头在《归藏》，它们是有别于《易经》、《易传》、儒家易传承关系的另一易学传

承系统；木胎漆盘的出土和识读对易学史和中国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汉木胎漆盘  纹饰识读  老子太极图  易学史 

    一、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 

    1995 年 3 月至 7 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联合发掘了绵阳市永兴区双包

山西汉 2 号木椁墓，该墓出土生活用木胎漆盘 200 多件，其中Ⅰ式 20 件（图一）。《发掘

简报》对这 20 件木胎漆盘的介绍是：“敞口，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内为红地，用黑、

暗蓝二色绘双鸟戏水。鸟尖嘴，半圆形身，相互对望，地以水波、旋涡纹衬之。图案外周髹

红漆，素面，盘壁髹黑漆，用红色彩绘旋涡、菱形、点纹组合的连续图案六组。盘口沿髹黑

漆，用红色绘制旋涡、菱形、点纹组合的连续图案十组。盘外壁髹黑漆，朱绘旋纹二周”[1]。

唐光孝先生在《试析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二号墓 墓主身份》中认为该漆盘是“以鸟纹为中

心”[2]。对于图一所示的漆盘，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太极八卦盘，具有丰富的易学和文化内

涵并能给我们以重要启示。试作如下解读。 

  

    1、漆盘底中心圆图解读 

  

    盘底中心的圆图极似现在非常流行的阴阳鱼太极图（图三），太极两仪的含义非常明显，

此不多说。但它是否真的表达易学中的太极两仪概念，是否真的是一个“太极图”呢？这取

决于我们对图案真义的破译和理解。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http://firstlight.cn/）2007-6-11 1



  

    我们现在认可和理解的太极图是由两个阴阳鱼构成，但在历史上，太极图并不是只有阴

阳鱼一种表达方式。一般认为阴阳鱼图最早出现在明初赵撝谦的文字学著作《六书本义》中，

当时不叫太极图，而叫“天地自然河图”（图四）。赵撝谦认为该图是“万世文字之本原，

造化之枢杻”，故在图的下方附了一段注文，颇为神秘：“天地自然之图，虙戏氏龙马负图

出于荥阳，八卦所由以画也。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

今得之陈伯敷氏。尝熟玩之，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李仕澂先生 1994 年发现

南宋著名道教学者、四川临邛（今四川邛崃）张行成的《翼玄》中载有“易先天图”（图五），

此图阴阳鱼周围整齐排列着朱熹《周易本义》介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的卦画和卦名，因此

这是“有据可考的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幅太极图”[3]。但是，这是指阴阳鱼太极图而言。

在阴阳鱼太极图之前，“太极图”之名主要是指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五层太极图（图九），

周氏为此写有名作《太极图说》并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阴阳鱼太极图出现之后，四

川万县人、明朝的来知德又作了一张圆图（图六 ），他认为伏羲就是根据他这个图作《易》

的。周图和来图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极图，特别是周子图，在阴阳鱼图面世以前的时代，“太

极图”几乎成为其专用名词，至今谈太极图、太极学说都 不可不谈周子图和周氏《太极图

说》。但周图和来图都不是由阴阳鱼构成，可见阴阳鱼不是判断一个图案是否为太极图的根

本标志。历史上还有不少用来表达“太极两仪”或“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传》）这种宇宙生成观的图案都叫作太极图，但都不是用阴阳

鱼。明乎此，我们便不会受阴阳鱼图的限制，可以径直地对漆盘底中心圆图的“太极两仪”

含义进行解读。 

  

    唐光孝先生认为，该漆盘是“以鸟纹为中心”。实际上这个圆图的主体部分并不是鸟纹，

而是那两个象耳廓一样的图案，它们占了整个圆图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鸟纹只是处于从属

地位。这两个完全跟耳朵形状一样的纹饰构成的图案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表

示阴阳两仪。易学是一门研究天道、地道、人道 的学问，故又称“三才”之学；在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中，“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是一基本精神。天地是一太极，人身是一太极，

“人人有太极，物物有太极”（朱熹语）。在这种思想和文化背景下，医学和易学很早就开

始了结合和互相影响，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医易同源”、“医易汇通”。《易经》成书不久，

它就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而据《左传》昭公元年载，在春秋时

代 ，医和为晋侯治病就借用了蛊卦 的卦名和卦象分析病情。我们知道，在中医理论中，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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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窍为耳，而人之两肾与命门正是人体之“太极两仪”（图七）[4]。这样看，用人 之两耳

构成太极、两仪显然也是“渊源有自”。实际上，在阴阳观念影响下，成双成对之事物、相

反相对之事物均可演绎“太极两仪”之义，即朱熹语“物物有太极”、老子语“万物负阴而

抱阳”（《道 德经》第四十二章）。在盘古化生万物 的神话中，盘古“左眼为日，右眼为

月”，人之两眼也构成阴阳两仪。从外形上看，人的两耳比双鱼、双龙之类都更能组合 成

一个圆，构成混沌一体之“太极”。人的耳朵天生的一只在左，一只在右，正好可以表示阴

阳两仪；“左耳进，右耳出”说明两耳孔洞是相通的，表示阴阳相通，可以变异；耳朵中心

有旋涡、孔洞 ，耳廓为阳，耳洞 为阴，阴阳合体，阳中含阴，阴中含阳。凡此种种，可以

说人之双耳非常圆满地表达了“太极两仪”和阴阳学说内涵。除了画法麻烦一点外，从取象

的角度说，双耳太极图显然优越于双鱼太极图。进一步而言，宋、明之际出现的阴阳鱼图与

绵阳出土西汉漆木盘双耳太极图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渊源关系。 

  

    关于凤鸟纹，唐光孝先生在《试析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二号墓墓主身分》中认为该墓主

系楚国高级贵族的后裔，鸟纹与楚文化内涵相关。他援引童书业、张正明等先生的论述，认

为凤鸟是楚人的图腾，也是火神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祝融者……其精为乌，

离为鸾”），而楚人正是以祝融为自己的祖先，楚人尚红，所 以“各地楚墓 出土的器物，

绝大部分都是以黑衬红”[5]。唐文对漆盘底中心圆图的主体部分耳廓形图案未作分析，对

凤鸟纹的内涵也未作进一步申述。我们认为，盘底圆图中的凤鸟纹与耳廓形一样，也与表达

“太极两仪”及其他易学内涵有关。其一，从图上看，凤鸟处于耳朵 的耳垂部位，但凤鸟

的头部、眼睛、尖嘴都指向耳廓的主要部分及耳朵旋涡，这说明凤鸟与耳廓存在一种呼应关

系，而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或作为图腾崇拜物存在。耳主肾，耳和肾在五行分配中都属水，而

凤鸟即火鸟，为火神的化身，那么这种阴阳两仪、坎离二卦之象、水火相对相交的关系已是

非常明确的了。《鶡冠子》云：“凤，鹑火之禽，太阳之精也。”顾恺之《凤赋》：“凤凰

乘鹑火之灵曜。”鹑火指二十八宿中南朱雀之柳、星、张三宿。《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

疏：“鹑火星者，谓柳星张也”，又说“鹑火之次正中于南方”。所以鹑火为阳火之精，凤

鸟为太阳神之鸟[6]。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以乾、坤两卦为“鼎炉”，以坎、离二卦喻“药

物”（内丹指精、气、神，外丹指铅汞）以阐明炼丹之术。他说：“坎离匡廓，运毂正轴”、

“坎离冠首”，特别强调坎离，以坎离为日、月，日、月为“易”，因为坎（　 ）是阴中

有阳，离（　）是阳中有阴，坎离交媾、取坎填离便可后天返先天（即由坎离二卦变成乾坤

二卦。丹家的附会之说）。他以坎离二卦之象作的水火匡廓图（图八。也有人将水火匡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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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至汉初，认为是当时的隐仙河上公所传）正是后来周敦颐五层太极图的重要源头。从魏

伯阳的理论与漆盘底圆图所表现的坎离（即水火亦即耳朵与凤鸟之象）内涵上看，说明魏伯

阳的理论可能并非完全由他自创，而仍然是“渊源有自”。其二，凤凰在远古是与龙一样深 

受中国先民崇拜的神灵之物。据何新先生考辩，凤凰的原型是大鸵鸟，“凤凰”的本义就是

“美大之鸟，犹如动物中马龙、龙马是体大雄伟者的称呼一样”[7]。龙为陆生动物中体型

最大者，凤凰（鸵鸟）为鸟类动物中体型最大者。《淮南子·时则训》：“鳞鱼，龙为之长”，

“羽虫，凤为之长”；《白虎通》云：“凤凰者，禽之长也”；王充《论衡·讲瑞篇》也说：

“凤，神鸟也，俗呼鸟王。”故凤鸟在古代是与龙马一样作为祥瑞而受到先民崇拜的。孔子

终老也没见到过龙、凤，所以发出悲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

罕》）。《竹书纪年》又说：“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可见凤

鸟与河出马图、洛出龟书的神话传说也有一定联系。其三，凤凰的原型“鸵鸟虽然群居，但

配偶方式 却是一雌一雄，所以‘凤’，古亦名‘朋’（凤、朋是同源字）” [8]。《尚书·益

稷》：“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孔颖达传：“灵鸟也，雄曰凤，雌曰凰。”郑玄注曰：“仪，

言其相乘匹。”“来仪”即成双成对地来，说明凤凰这种鸟天生就是成双成对的，具有阴阳

两仪之象。在距今 7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双凤朝阳”象牙雕片，说明凤

鸟成双成对这种观念非常古老。民国时著名易学家杭辛斋在他的《易学藏书》中说，“阴阳

鱼”本来叫“阴阳仪”，由于一音之转，才被叫成了“阴阳鱼”。由此观之，用凤鸟表达“阴

阳两仪”之内涵也是极为恰当。两只凤鸟对称分布，本身即可表达“阴阳两仪”含义。 

  

    ２、漆盘沿口纹饰解读 

  

    漆盘沿口纹饰有两圈，先看外圈。 

  

    外圈有 10 组恰似八卦符号的卦画，非常醒目，它们是不是八卦符号或者与八卦有没有

关系呢？沿着我们上一节对中心圆图的分析思路看，它可能与太极八卦有关，但那些卦画全

部是连线（阳爻“——”）、没有断线（阴爻“— —”），而且有 10 组。如果仅止于此，

那么我们可以说，外圈均匀分布的 10 组短线纹饰不是表示八卦，它们与八卦没有关系。数

一数每组短线的条数，我们发现，10 组短线纹饰中有 6 组是由 6 条短线组成，而有 4 组是

由 7 条短线构成，将总数一加，共是 64 条短线，恰与 64 卦之数相合，这让我们看见了一丝

希望。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由 6条短线组成 的 6 组线纹集中排在一边，占了盘沿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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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由 7条短线构成的 4 组线纹也集中排在一边，占了盘沿的小部分（图二所示，短线纹

条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这种线断组合和安排似乎并非无意中形成。我们在 4 组由 7 条短

线构成的线纹中间（图二 B 处）与 6 组由 6 条短线构成的线纹中间（图二 D 处）作一条连线

BD，我们发现，它刚好经过盘底圆图的圆心而且与两耳形相接靠近圆心近似于直线部分相重

合，即连线 BD 不仅将漆盘及其沿口的纹饰对称地分为两半，而且恰好在最合理的位置将盘

底的圆图分成阴阳两仪。也就是说，整个漆盘都是一个“太极两仪”的构思，圆盘为太极，

BD 为两仪分界线，而 64 条短线的总和之数、分组安排、布局及其他纹饰的设计也绝不是无

意之中造成的偶合，相反，它们是制作者精心设计、布置的结果（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

前面对盘底圆图“太极两仪”内涵的解读）。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对漆盘沿口的纹饰作

出解释。 

  

    A、涡纹“　  ”可表达混沌、中心之意，故可视为“太极”，其数为 1；点纹“ 　 ”

其数为 4，“四”一般指四象、四时、四方；线纹“　  ”为指示性或会意性质的八卦符号，

象数兼赅，可名为爻数卦，其数为 6，“　  ”则为 7 数。外圈的  　  　  　 　 　 纹

为沿口纹饰的基本组成单位，表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意，可称为“太极、两仪、

四象、八卦”纹或“太极八卦”纹。据此，内圈的 　  　  　  　  　 纹也应是“太极八

卦”纹，则“　　”纹应是表示八卦之意，与线纹“　  ”同，其数为 6。 

  

    B、按图二所示的方式将漆盘沿口纹饰进行分割，即将沿口纹饰分成六爻卦画（ADC 段）

与七爻卦画（ABC 段）两部分，再按前述漆盘沿口纹饰符号的象数含义分别对 ABC 段和 ADC

段纹饰的象、数、理内涵作出解释如表一所示（“卦画”专指外圈的爻数卦“  　”和

“  　”，“卦组”含外圈爻数卦与内圈“　  ”纹在内）。可知漆盘制作者用六数卦画

“　  ”与七数卦画“  　”及 10 组卦画的用意所在：它们不仅为了表现《周易》六十四

卦内涵及四陆二十八宿（东方青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

而且与表现《周易》其他象、数、理特别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数理有关。中国古代使用过

的几种历法在漆盘沿口纹饰设计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外圈的线纹计 10 组合十月太阳

历的十个月，6组6爻卦画“  　”计36数，为十月太阳历一个月的天数，4组7爻卦画“　  ”

计 28 数，反映北斗七星与二十八宿之数理，此与斗建授时及火历历法（以东宫苍龙七宿之

“心宿二”即大火星为农业生产的指示星而编制的历法）有关；ADC 段（即 6 组 6 爻卦画段）

内外圈的点纹“  　”计 19 组，与 19 年 7 闰的阴阳合历有关，ABC 段（即 4 组 7 爻卦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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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圈的点纹“　  ”计 13 组，与一年为 13 个月的太阴历有关（此四种历法在我国的新石

器时代已经产生并行用，笔者将另文讨论）。 

  

    C、按图二所示的方式将漆盘沿 BD 线对分，则整个漆盘均为“太极两仪”的构架。漆盘

沿口纹饰的象、数、理含义如表一所示（BCD 段与 BAD 段完全相同）。我们发现，这样对分

之后，每一仪（即漆盘的一半）的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含义异常明显：外圈卦画为 5 组、

涡纹为五个，均表示五行（实际上，外圈的 10 组点纹也与五行有关，因为早期五行即十月

太阳历的五季[9]，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五”、“十”相通，均表示阴阳交午或天地交通

之意，在河图洛书中均置于中宫）；内外圈的卦组为 8 组、涡纹为 8 个，均表示八卦，内

外圈的点纹其点数为 64，表示 64 卦，而且 8 个卦组其爻数为 50 ，合《周易·系辞上》所

说的“大衍之数五十”（即筮法用数）。结合到漆盘中心圆图的构思看，漆盘两仪中的每一

仪实际上又是一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体系并表达阴阳五行的内涵，

因为圆图中的每一仪都表达了“太极、两仪、四象”之内涵：耳朵为阴、为水，凤鸟为阳、

为火，水火既济，阴阳相含，是为“太极两仪”；耳朵又分阴阳，耳轮为 阳，耳洞为阴，

凤鸟又分阴阳（雌雄），凤为阳，凰为阴，故“四象”已全。由此观之，中心圆图是一个极

特殊的太极图，它由两个太极图合并而成，漆木盘的“太极八卦”演绎体系也是一个极特殊

的构思 ，它们是对“物物有太极”观念的最好诠释，可谓“玄之又玄”（老子《道德经》

语）。 

  

    D、如果我们对上述解释还存有疑虑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漆盘沿口纹饰整体上的象、

数、理内涵。首先，内外圈的纹饰总数（包括线纹“　  ”、“  　”、“  　”纹、点纹

“　  ”、涡纹“  　”全部）为 64 个（组），表达六十四卦之义。其次，内外圈的卦 爻

总数（线纹“　  ”、“  　”按实际画数计算，“  　”纹按前述解释 “6”数计算）为

100，为河图数（天地数）55 与洛书九宫数 45 之和。再次，外圈卦画（线纹“　  ”、“  　”）

为 10 组 64 画，“10”数可表示十月太阳历的 10 个月、阴阳交午以及五行，64 画表示六十

四卦（按田合禄先生研究，先天六十四卦即是十月太阳历[10]，故二者有内在的统一性）。

将外圈卦画除外，余下的内外圈纹饰总数值（“　  ”计数 1，“  　”计数 4，“  　”

计数 6）为 144，合于《周易·系辞上》“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之数。坤 为阴、为地、为

母，主生、主藏。漆盘象数重坤卦，故知它可能与道家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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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漆盘及其纹饰为道家作品 

  

    综合我们对漆盘中心圆图及沿口纹饰内涵的解释，可知该 漆盘及“双耳太极图”是道

家思想的产物，与道家的易学思想甚至《归藏》易有关。其主要表现和理由：a、用两只耳

朵构成太极图，这既是重视养生思想和观念的表现，也是崇阴、贵柔思想的反映，因为耳主

肾，肾为一身之根本，肾又为水，水为阴，性柔。老子说：“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

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道德经》第八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

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道德经》第八十章）。b、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说文》释“聃”为“耳曼也”。即老子不仅名叫“耳”，而且是有名的大耳朵，“曼”即

又长又大。相传“老君耳长七寸”，虽然可能属夸张之辞，但老子之大耳显然非常人可比。

我们在祖国各地的名胜、道观宫庙，在历代图书中看到的老子图像，也都是塑一个大耳窿。

故漆盘中心之“耳朵太极图”应是道家中人为纪念老子所为。c、太极图阴阳两仪均以坎离

二卦、水火既济思想构图，是黄老思想的直接反映，稍后则为东汉魏伯阳的炼丹理论所承袭；

漆盘为日常生活用器物，故其易学内涵的表达是与养生，企求健康、长寿相关的，这也与黄

老思想一脉相承。d、耳朵太极图以两个“太极图”（坎离二卦、水火之象构成）组合而成，

漆木盘两仪均各自演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及阴阳五行体系，这既是道

家思想玄奥深邃的体现即“玄之又玄”，又是道家易、《归藏》易重坤卦（坤为“双”、为

“二”，阴爻为两条短线“——”）思想的反映；漆盘沿口纹饰主题突出坤卦之数理，也是

道家思想及黄帝《归藏》易思想的反映。坤为阴、为地、为母。老子思想崇阴、贵柔、尚“无

为”；《归藏》易则以坤卦为首，讲万物生于大地，又归藏于大地。e、漆盘沿口内圈的“  　”

纹，我们将它作八卦符号处理，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S”表示太极，故知其与易卦有关。

“L”呢？在汉、唐大量的伏羲女娲同体交尾图像中，伏羲持矩、女娲持规，以示“天圆地

方”、规矩天下、阴阳和合等意思，矩能画方故表示“地方”。“L”正是矩的形象，表示

“地方”，与地、与坤有关。故知“　 ”是表示道家易学，用双“ 　”纹表示八卦，仍是

道家“玄之又玄”、坤为双、阴爻为双短线“— —”思想的反映。f、据唐光孝先生考证，

双包山 2 号西汉墓墓主（漆盘的主人）“应是楚国高级贵族的后裔”[11]　。墓主及出土器

物均与楚文化相关，而老子正是楚国苦县人，人们也“把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文化称为楚文

化”[12]　。故我们可称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为“太极八卦盘”，其中心圆图为“老子太

极图”、“耳朵太极图”或“养生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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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回头看，卦画符号“　  ”和“  　”的易卦含义 不仅得到确证，而且它是

象数理兼赅的，并主要是从数理的角度而得到运用，即以数明理。从漆木盘对“  　”与

“　  ”的使用看，可知这种构思和设计匠心独运，巧妙之极。漆盘沿口四种纹饰 64 个（组）

符号 的运用，涉及河图洛书、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干支、节气等几乎所有中

国古代天文历法及《周易》方面的数理以及《周易》宇宙生成观、天圆地方、道家易、《归

藏》易、黄老学说、炼丹理论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内涵不可谓不丰富。从图二和表一可

知，我们对漆盘沿口的分区，对沿口纹饰象数理内涵的解释是有统一的规则并一以贯之的；

从表一可看出，无论是漆盘沿口纹饰总体上的象数理表达，还是两种分法四个区段 36 项象

数的内涵表达，无一不与易学数理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数理相关。漆盘沿口纹饰的设计及其

象数理内涵表达，可以说已是尽善尽美，让人惊叹！要用 64 个（组）符号全部表现表一所

列数理及其他相关内涵，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数学计算，尚待有关专家解疑。 

  

    二、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的重要意义 

  

    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的存在及释读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特别是对易学史、中国哲学

史、楚文化、汉代考古、儒道关系等学科和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里我们仅

从太极图和易学史的角度略谈一、二。 

  

    1、关于太极图 

  

    绵阳出土西汉漆木盘上的“老子太极图”、“耳朵太极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

“老子太极图”有着完全相同的构思和设计意图的耳形太极图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各省各

地的汉墓发掘中都有出土（图十三、图十四、图十五）。以前考古界将这些双耳圆图解释成

是鸟在戏水或者称之为“云气纹”、“卷云纹”，现在可以明确，它们的真实身份和面孔就

是历史上久已失传的太极图，而且是道家为纪念老子而创作的太极图。在河南、湖南、湖北、

安徽、江苏等地的汉墓中所出土的耳朵太极图，大多没有绵阳所出之图正规和严谨，但其为

“老子太极图”肯定无疑。河南济源市轵国故地桐花沟墓地近年出土的陶制茧形壶上有明确

的用两个耳形构画的太极图纹样，且器身多用耳形作基本构图纹样（图十三，1），其年代

在西汉中期，略晚于绵阳汉墓[13]。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用作酌酒或明器之用的

漆匕上既有明确的 S 形耳朵太极图，也有将四只凤鸟作耳形共置一图两只相对、两只相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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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玄之又玄”（即道家易、《归藏》易）思想的纹样（图十三，3、4）其内涵与绵阳所

出之图一致[14]。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出土的漆木器上有在一个圆内主要构画两只耳形

旋涡纹的图案，同时耳形纹也是漆木器纹饰的基本构图纹样之一（图十三，2）；该地四座

西汉墓均被考古学家断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前，与绵阳汉墓同时[15]。江苏邗江县姚庄 102

号汉墓出土一批漆耳杯，杯口呈椭圆形，饰对称双耳，内底饰一周针刻线纹和朱绘涡纹纹饰

带，其内再饰两个耳形连成的 S 纹，两个耳形一般作变形的凤鸟纹或兽纹（图十四），其年

代为西汉晚期[16]。安徽霍山县 1987 年抢救发掘 4 座中小型西汉木椁墓，在该墓地出土的

漆器上既有明确的 S 形连笔双耳太极图，也有将四只凤鸟绘成耳形两只相背、两只相对置于

同一圆形之中以表达“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每只凤鸟均作耳形即表达“太极两仪”

或坎离、阴阳内涵）或“玄之又玄”的图式（图十三，5、6、7）。霍山汉墓没有明确纪年，

发掘者将它们定为西汉前期[17]。1975 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据凤凰山 168 号汉墓

发掘报告图示，该墓出土的漆圆盘的内底，漆卮、漆樽的盖上均有用两只耳形构画的阴阳两

仪太极图，图式没有绵阳汉墓及霍山汉墓的耳朵太极图设计得巧妙，但完全能够断定它们是

同一构思和内涵表达（图十五）。漆耳杯盒的外壁还在一个圆内用四个耳形组成两个并列的

S 形纹饰，以示道家“玄之又玄”思想（图十五，6）。凤凰山 168 号汉墓的年代为汉文帝

十三年（前 167 年）[18]，比绵阳汉墓的年代早了将近 50 年。耳朵太极图可能有一个演化

过程，比如较早的图式两个耳朵尚没有画成连笔的 S 形，后来发展成霍山和绵阳出土那种构

图巧妙、美观的图式，但也可能一开始就是精心的构图和设计，而不存在一个发展演化过程，

因为它是为纪念老子、反映道家思想而作。凤凰山汉墓所出耳朵太极图只是写意性的绘画，

这可能意味着其产生已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不会是初创。总之，耳朵太极图的产生时间必

定不会迟于汉文帝十三年。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记载，自孔子至西汉易学的传承授受关系

是：孔子→商瞿→鲁桥庇子庸→江东   臂子弓→燕周   子家→东武孙虞子乘→齐田何子

庄，汉代易学均本于田何。但这个传承关系是属于儒家的，老子太极图绝不会是儒家的作品，

因此其作者当不在上述易家之列。我们认为，老子太极图的作者有两种较大的可能。其一，

汉文帝时的隐仙河上公有可能是老子太极图的作者。今存《道德经》注本中有河上公注且颇

为知名。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二传：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亦号河上丈人，汉文

帝时结草为庐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因好老子之言，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二

千石皆令诵之，有所不解者数句。时天下莫能通之，便从侍郎裴楷之言遣使之齐请教河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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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公说：“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汉文帝无奈，只得起驾亲往拜访河上公，但文帝见

了河上公后，又说了一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足以使

人贫贱富贵”之类的话。文帝话一说完，河上公便拊掌坐跃，冉冉升天去了。这段记载非常

离奇，当有道徒的虚构成分，但文帝拜访河上公却可能有它的真实性所在（文帝之妻窦氏亦

嗜好黄、老之言）。司马迁《史记·乐毅传》说乐毅后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是河上丈人

的四传弟子，清初考据家黄宗炎也说太极图始于河上公，传自陈图南（陈抟），可见河上公

应实有其人。但历史上所传河上公太极图乃是炼丹之图（其主体即坎离匡廓与三五至精图，

亦即魏伯阳炼丹理论所用之图），它是陈抟无极图（图十）和周敦颐太极图的前身。这种图

的内涵与老子太极图有交叉部分，但外形上完全不同，它们应各是一种图。同时，河上公之

注《道德经》，其宗旨乃是为了修炼成仙，他在注文中反复论证修炼成仙的可能性。这些情

况与绵阳所出西汉漆木盘及老子太极图严谨的古代天文学、易学象数理表达及正统的道家思

想尚有一段距离，因此老子太极图的作者也可能另有其人。进一步而言，老子太极图的基本

构成是两只耳朵，前述各地汉墓出土之耳朵太极图莫不如此，有的仅只是两个耳形并无凤鸟，

因此河上公太极图与老子太极图应各是一回事，后者绝不会源于前者。其二，老子太极图可

能产于蜀地。易学在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这些说法屡被证实。《左传》昭公十二年说

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实际都是天文历法书、

易书。《古三坟》为追记伏羲、神农、黄帝时代易学之书，近年学者研究已证实《古三坟》

均非伪书[19]。现存《古三坟》是北宋史官毛渐在民间发现的，《古三坟》附有一篇《后序》，

说该书的主人在唐末得自于青城之西一石匣中。西汉辞赋大家、蜀人扬雄作有《太玄》经，

据杭州大学黎子耀先生研究，“太玄”易的九首法实即古之九丘法，他认为扬雄可能得于四

川民间，而非自创[20]。今四川阿坝地区藏族流传用牛毛绳八根打结进行占卜的方法即与古

之“八索”有关，凉山彝族地区流行的“雷夫孜”占法亦为八卦占，与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有

直接关系的十月太阳历解放后仍在大、小凉山地区彝族中使用以及绘有老子太极图的西汉木

胎漆盘在绵阳出土，这些都是远古文化在四川得以传承的证据。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湖北

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漆器，不少都烙印“成市”、“市府”等字样，发掘者认为，这“说

明它们是四川成都市府管辖的漆工产品”，反映了当时漆器产品已有较强的商品性[21]。因

此凤凰山汉墓漆器上的耳朵太极图极有可能是蜀人的造作。如此说不谬，在蜀地极可能存在

比绵阳所出年代更早的老子太极图。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老子太极图产生的时间可能早于汉文

帝、汉初以至上溯到秦及战国时代，但老子太极图的流行必是在西汉前期黄、老之学大受尊

崇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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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太极图的来源，自宋、明之际太极图正式露面至于今天，一直存在着争议。周敦颐

五层太极图是周敦颐自作或是改造自道徒（如陈抟）炼丹之图，自南宋朱震、朱熹、陆九渊

至清代黄宗炎、毛奇龄、胡渭至近代钱穆、邓广铭等等，等等，直至今天新出的种种研究易

学、易图的著述，其说可谓错综复杂、讼案迭起。今人李申、束景南、张其成等都作过深入

的考究，张其成先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五层太极图是周敦颐依据道教炼丹图式加以改造的

产物”[22]。我们认为，根据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老子太极图存在的事实及其内涵论断，周

敦颐五层太极图改造自道教 炼丹图式的说法可以“尘埃落定”。东汉时魏伯阳《周易参同

契》炼丹理论及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图八）的内涵在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那里

可以找到渊源。坎离二卦、水火既济正是老子太极图的内涵之一。不仅如此，水火匡廓图的

形状也正是将坎离二卦之符号作两个耳廓相拚而成，只不过作了规范化、美术化的变形处理，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此图为什么名为“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其实是一个五行化合

图，“五”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三”指天、地、人三才。《易传》有“叁伍以变，

错综其数”句，周敦颐《太极图说》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五”均指五行，“三”指三才，“二”指阴阳。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相配用

于解释宇宙便是阴阳生五行、五行化生男女万物，用于炼丹便是五行返归阴阳即坎离，取坎

填离便由后天返先天复归无极，所谓“至精”也是指丹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

复归无极”之意，所以五行化合图被称为“三五至精图”。“三五至精图”其实称为“二五

至精图”亦可（周敦颐即说“二五之精”），用“三”不用“二”当与道教、道徒奉道家老

子为祖师爷有关，老子《道德经》崇“三”，谓“三生万物”。陈抟无极图、周敦颐太极图

的主体部分都是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其渊源自可上溯至老子太极图。清代黄宗炎《太

极图辨》、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太极图授受考》等均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源自

道教丹图，黄宗炎并说周敦颐只是把陈抟无极图“逆则成丹”改为“顺则生人”，将自下而

上的顺序改为“自上而下”的顺序，这些考证和认识都是正确的。河上公太极图（炼丹图）

是汉文帝时的河上公所作或是后人伪托，目前尚难以论定，但该图源自老子太极图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阴阳鱼太极图自明初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公开以来，有关其来历的争议亦颇

多。赵撝谦自注“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

敷氏”。元代学者袁桷《易三图序》说：“时尝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

争阴购之。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如峡，始得其三图焉。”今人李仕澂在南宋道

教学者张行成的《翼玄》中发现已有阴阳鱼太极图，而张行成也是蜀人。结合绵阳出土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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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及前面所论该图产生的时间、地点考察，阴阳鱼太极图源自老子太极图、

耳朵太极图是没有疑问的，而朱熹嘱蔡元定到蜀中访求易图一事也可得证。四川剑阁鹤鸣山

石 刻道教图谱中有持黑鱼的丁神、持白鱼的甲神图像（图十七），其年代在东晋至唐朝中、

后期之间[23]。若据此推论，点有鱼眼的阴阳鱼太极图很可能在宋以前即产生，而且与道教、

道家有关。老子太极图以两只耳朵构成 S 形阴阳两仪圆图，是为纪念老子所为，据此尚不能

断言 S 形阴阳两仪圆形太极图即始自老子太极图。我们认为，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的产生时

间，有可能在老子太极图之前。山西潞城微子镇出土的商罄上的双鱼形图案（图十六），其

实已接近标准的 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微子镇系商代微子国所在，微子为纣王庶兄，商灭后

归周，年代上与《易经》的产生时间大约同时。商代《归藏》易的存在已可证实[24]，S 形

阴阳两仪太极图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总之，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不可能源自周敦颐太极图，

也不可能是宋、元时期的儒者或明初的赵撝谦所创作。 

  

    当然，由于老子太极图的存在，那些认为太极图源于天外文明、特异功能以及关于阴阳

鱼的画法、鱼眼的位置、鱼尾的角度等等诸如此类离奇的说法、解释都将涣然冰释，失去根

基。我们认为，太极图必然是中国文化、文明的产物；根据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天文历法及易

学象数理内涵的表达判断，太极图的起源很可能与天文历法及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有关。 

  

    2、关于易学史 

  

    易学虽然大略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姑按旧说将“义理”之外的占筮、易图学等

归入“象数 ”），但中国自孔子以后的封建社会时代，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

至今天，易学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孔子和《易传》的巨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即是说自春秋、

战国始，两千多年的易学史的主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义理”之学，而“象数”之学则

处于从属地位、次要地位，或被 视为“旁逸斜支”或被视为“后起之学”（广布民间的易

占、算命等在这里不归入学术上的“象数”之学）。在两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易学“义理”之

学长河中，有两次“象数”之学的大发展时期即“汉易”与“宋易”，它们既造成古代易学

发展史上的两次高峰，同时也是“象数”之学获得显著地位、被视为堪与“义理”之学并肩

而成为一大流派的原因和理由所在。由于老子太极图、西汉木胎漆盘纹饰的存在及释读，易

学史、“象数”之学、“义理”之学、宋易、汉易、《易经》等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框架、

大背景下，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和认识，至少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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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易象数派以刘牧、周敦颐、邵雍、朱震为代表。刘牧传河图、洛书，周敦颐传五层太

极图，邵雍传先天图，而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说，刘牧、周敦颐、邵雍皆受图于北宋

初年华山道士陈抟[25]。如前所述，传阴阳鱼太极图的张行成是蜀人，而且是道教学者，赵

撝谦所公开的阴阳鱼太极图得之于蔡元定，而蔡元定得之于“蜀之隐者”，均与蜀地和道教

有关。由于阴阳鱼太极图、周敦颐五层太极图、魏伯阳炼丹理论均可溯源至西汉老子太极图，

故赵撝谦、袁桷、朱震等人在《六书本义》、《易三图序》、《汉上易传·表》中关于易图

来源叙述的真实性大体上得到证实，即朱震所言刘牧、周敦颐、邵雍均受图于陈抟应该是真

实的，至少刘牧河图洛书、周敦颐太极图、邵雍先天图源于道家或道教是可以肯定的。刘牧

以 45 数黑白点阵为河图、55 数黑白点阵为洛书，朱熹则以 55 数黑白点阵为河图、45 数黑

白点阵为洛书（图十一、图十二），因为其来源渠道不同或者因为传图之人并未言明或注明

所致。刘牧之图源于陈抟，朱熹《周易本义》所载河图、洛书应是蔡元定入蜀求得（袁桷说

蔡元定入蜀访得“易三图”但未言明具体是指哪三幅图，清人胡渭《易图明辨》推测“季通

所得之三图，一为先天太极图无疑矣，其二盖九宫图与五行生成图”应是正确的。“先天太

极图”即阴阳鱼太极图，“九宫图”即洛书，“五行生成图”即河图，朱熹《周易本义》载

后二图未载前图，正应了赵撝谦所言阴阳鱼太极图“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这种

对河图、洛书黑白点阵的混淆以及来源渠道的不同从一个侧面说明河图洛书即是指 55 数和

45 数黑白点阵，而且是来自于道家、道教而非刘牧或其他宋儒所作。以前认为先天八卦、

六十四卦为宋人邵雍所作，对照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内涵表达，可知先天八卦图亦非邵雍创作，

而是来自于道家所传：其一，西汉木胎漆盘内底为 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口沿配八卦、六十

四卦，此八卦、六十四卦只能是指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因为只有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圆图

所表示的阴阳消长关系、爻变关系才与 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所反映的阴阳消长关系相吻合。

其二，按田合禄先生研究，先天六十四卦即十月太阳历，西汉木胎漆盘六十四卦内涵以及十

月太阳历历数的存在正与此形成互证，即田先生的认识得到一种佐证，西汉木胎漆盘先天八

卦、六十四卦内涵的存在也得到一种佐证。其三，西汉木胎漆盘 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与漆盘

口沿纹饰所示六十四卦内外相套的格局同后来阴阳鱼太极图与先天八卦 、六十四卦内外相

套的格局也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因要表达更多的内涵而没有也无法采取更标准更单纯的图案

和符号而已。总之，宋、元、明之际易图学的兴起与道家易学、道 教丹图传出有关，自宋

至今一千年来关于易图来源的争议、聚讼现在可以“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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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易是易学“象数”之学的一大发展时期，甚至孟喜、京房被视为易学“象数学派的创

始人”[26]，但汉易、汉代“象数”之学却与道家易和西汉木胎漆盘所示易学内涵没有多少

关系。前已述及，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而自田何上溯，汉易的源头在孔子和《易传》那里，

这个传承系统与道家易学、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学

者将汉易划分为三块：“一是以西汉人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以奇偶之数和八卦之

象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六十四卦解释一年四时节气的变化，被称为卦气说。此派易学乃

汉易发展的主流，是象数学派的创始者。后来出现的《易纬》则发展了孟、京以《周易》讲

阴阳灾变的倾向，将《周易》进一步神秘化或神学化了。二是以西汉东莱人费直为代表的易

学，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后来发展为义理学派。三是以道家黄老之学解

释《周易》，或者说，将易学同黄老之学结合起来，讲阴阳变异学说，至东汉末年上虞人魏

伯阳，将卦气说同炼丹术结合起来，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成为道教易学

的先驱”[27]。汉易从内容上看，亦显示与西汉木胎漆盘纹饰所示易学体系有别：费直“义

理”之学源头在《易传》，孟、京“象数”之学源头亦在孔子易学。《史记》和《汉书·儒

林传》载，田何传《易》于王同子中、周王孙、丁宽、服生，子中传杨何，杨何传京房，丁

宽传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施仇、孟喜、梁丘贺，孟喜又传焦延寿，焦延寿又影响京房。汉易

的代表人物孟喜、京房均是卦气说的倡导者、发挥者。孟喜易学以阴阳二爻和奇偶之数代表

阴阳二气，以卦象中阴阳二爻和奇偶之数的变化解释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京房在进一步发

挥、发展卦气说之外，更创立了许多占算体例：比如以八宫卦排列六十四卦顺序再以五行配

入八宫卦及卦中各爻然后以五行生克说解释卦爻象的吉凶，又如世应说、飞伏说、纳甲说等

等均是京房易学的特色并服务于其阴阳灾变学说。京房排六十四卦 为八宫卦，虽然以卦爻

象的变化表示阴阳消长的过程，但它与 S 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及先天八卦 、六十四卦圆图所

示的阴阳二气消长、变化过程是没有关系的，即它与老子太极图、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是

没有关系的。汉易中与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有一点关系的是那很不起眼的一小块即

“以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后来发展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成为道教易学的先驱”

那部分。但这一小块与其说是“以道 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不如说是道 家易学本身

的衰落和变异所致。因为：其一，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学说，道家易学得到弘扬和发展，绵阳

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和江淮流域各省出土的耳朵太极图及其变形纹饰即是证明。当董仲舒、汉

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趋向沉寂和衰落，而儒家学说和孔子易学、《易

传》得到弘扬，这就是易学史上汉易的兴盛期为什么延迟至武帝之后的宣帝时期（孟喜、施

仇、梁丘贺、京房均为宣帝时人）的原因。其二，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及江淮流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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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老子太极图、耳朵太极图之内涵表达不仅不是来源于《易传》，而且也不是渊源于《易经》。

《易传》是儒家的经典，《易经》是周朝的典籍，讲求占筮；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反

复强调坤卦数理、“玄之又玄”，其思想渊源在《道德经》和《归藏》易那里，《归藏》是

商代的易学。其三，魏伯阳炼丹理论与老子太极图、西汉木胎漆盘内涵表达有内在联系，更

上则与老子道家思想有内在联系，而与孔子儒家学说、儒家易学以及《易传》没有内在联系，

因此魏伯阳炼丹理论只能是与在汉武帝时期失势的道家易学有关，而与田何所传儒家易学没

有什么关系。其四，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严密而丰富的天文历法及易数设计和表达自

成体系但却与占筮无关，它与此前我们所知的易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派别都不可同

日而语。它上接《归藏》和道家思想，下启宋、明易图学，证明道家易的真实存在并大致勾

勒出道家易的传承、演变关系。 

  

    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及老子太极图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易学领域、易学史上的许

多基本问题，现举例说明。1、关于太极。《易传》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句，一般认为它是讲《周易》宇宙生成论，亦

有人认为它是讲筮法。事实上这两种传统认识都难以自洽。如果是讲宇宙生成，“八卦”是

指八种基本物质，它怎么能够“定吉凶”呢？如果是讲筮法，它不仅与《易传》变《易经》

占筮为哲学著作的基本思路和倾向相违背，与孔子“不占而已”（《论语·子路》）的基本

思想相矛盾，而且导致《易传》的哲学基础尽失。《庄子·大宗师》说“在太极之先而不为

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老子《道德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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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太极、阴阳在当时早已成为哲学命题。《易传》欲变《易

经》的占筮取向为哲理取向，怎么会将一个哲学命题变为筮法而致自己于无立锥之地呢？显

然《易传》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前一个“八卦”指物质实体，属哲学范畴，后一个“八卦”

（即“八卦定吉凶”）指八卦符号及其卦、爻象，属筮法范畴。这样《易传》既推崇了《易

经》的占筮又照顾了自己的立论。如果我们考虑到《周易》之外另有易说，还有道 家易、

归藏易，考虑到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的天文历法及“天圆地方”宇宙观内涵，那么

“太极八卦”的本义很可能与天文历法有关。即陈久金先生所言：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

即上、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五行即十月历所划分的五季[28]。由年周期的划

分而产生世界观、宇宙生成观，同时由于知历明时故八卦可以“定吉凶”，二者的渊源和结

合于此可能得到合理的解说。2、关于象数。有学者将“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定义为：

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九六之数、大衍及天地之数、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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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传文义的，称为象数之学；而着重从卦 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解释《周易》经传文，

注重阐发其中义理的，则属于义理之学[29]。这种定义当然是以《周易》和汉易为基础界定

的。从这种定义出发，学者又对“象”、“数”进行界定。“象”指形象、象征，其义有三：

一指《易经》中的八卦、六十四卦卦形及三百八十六爻爻形，即所谓卦爻象；二指八卦所象

征的事物，如乾卦   象取物象为天、坎卦   象取象为水等；三指卦爻辞中所说的具体事物，

如乾卦爻辞中说的“龙”，坤卦爻辞中说的“牝马”等。“数”即易数，是指《易经》和筮

法中数的观念。数有三类：其一，占筮是通过数的计算来进行的，最后导出七、八、九、六

之数，以定一爻之象。此种数被称为筮数。其二，为阴阳之数，即以奇数表示阳爻，以偶数

表示阴爻；此即《易经》中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六和九又来源于筮数。其三，为爻位之数，

一卦六画由下向上数，初画称初，二画称二，三画称三，四画称四，五画称五，六画称上[30]。

根据这种定义和界定，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所示易学内涵显然既不属“义理之学”，

也不归属“象数之学”，而且从年代上看，木胎漆盘早于“象数”之学的创立至少半个世纪。

这说明传统的易学结构认识，有关定义、界定需作调整，或者说在西汉孟喜、京房创立“象

数”易学之前，早有“象数”（参见附表一）。南怀瑾先生在谈到易学之两大派时说：“以

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

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31]。汉易特别是“象数”之学，其源

在孔子易学（即使孟、京“卦 气说”另有来源，但亦无证据和理由表明他们受到西汉木胎

漆盘道家易学的影响），怎么又成了“道家易学”呢？南先生又说：“《易》理之学，是属

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32]。汉易“象数”讲阴阳灾变，宋易邵

康节以占卦推命名闻于世，又怎么是“属于科学性的”呢？这同样说明传统认识对“象数”

的定义和界定需作调整。“象数之学”是宋人对以孟、京为代表的汉易的称呼。宋易的成分

一是来自于传统的儒家易，二是来自于道教、道徒所传，而汉易更主要是源于儒家，宋人对

“象数”的认识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即传统“象数”观念是在易学知识结构存在重大

缺失、局限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需作调整。3、关于河图、洛书。《易传》有“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语，先秦及秦汉文献更有多处涉及，但谁也没有见过，谁也说不清楚

河图、洛书是什么东西。直到宋代刘牧、蔡元定、朱熹才将河图、洛书展示给大家看，原来

是一些黑白圆点构成的数阵、数图。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关于河图洛书的猜测、争议，至今

不息。有人认为河图就是八卦 ，洛书就是《尚书·洪范》；有人认为河图乃黄河之图，洛

书乃洛水之图，皆为古代地理书；有人认为河图、洛书皆为书名，汉代郑玄说河图有九篇、

洛书有六种。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表明，河图、洛书就是指 55 数、45 数黑白点阵数图；木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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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盘纹饰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及其他天文历法数理、易数综合为一体，从一

个侧面证明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与天文历法存在内在联系，亦佐证陈久金先生关于太极八

卦 、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均与天文历法、十月太阳历有关的论述[33]。河图、洛书在先秦

典籍甚至《易传》中不能明确到底是什么，在汉代易学中亦不出现，直到宋易才出现，这是

不奇怪的。因为儒家易学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周易》并非“周普”之易，而仅是“周朝”

之易，而《易经》更是占筮之书。易图在道家、道教中流传，所以河图、洛书在宋代面世。 

  

    关于《易经》和《易传》，时贤已有一些精当的考证和论述，如：“汉象数易的兴衰说

明了四点：《易经》之外有易说；先哲的古易说已散佚；古易说内容有诸多蛛丝马迹传世；

汉易没能把握易说本体论的主脉”、“《传》是解易之书，而非解《经》之书，历代所谓《传》

以解《经》的说法，其实根本无法涵盖《传》的全部内容，因为《传》中只有《彖》《象》

可以说是解《经》之作”、“《传》对《经》的继承性反映在完善、神化卜筮易上，超越性

体现在阐发义理、论述易道上” 、“《经》集卜筮易之大成，《传》集理义易之大成，《传》

据当时流传的易说注《经》解易”、“《易传》作者感悟到本经之外的易理，集当时易书之

议、民间卜筮之说、易道散佚之论、先秦哲人之见，编撰《系辞》《说卦》等，阐明不见于

《易经》的易之至理玄机”等等[34]。我们认为这些认识是符合易学和易学史的实际的。李

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将《易传》的成书归纳为“崇经”、“宣教”、“存佚”三大特点，

也是极有见地的。但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以及老子太极图的存在却证明，易之本体即“象

数”易不仅在道家中得到保存而且得以传承；后来道教产生后衍生出道教易，人们遂将道教

易误作了道家易。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6 年第 10 期。 

[2]、[5]、[11]唐光孝《试析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二号墓墓主身份》，《四川文物》1999 年第 2

期。 

[3]李仕澂《天下第一图·太极图考略》，《中华气功》1994 年第 1期。 

[4]周春才编著《易经图典》213 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年 4 月第 1版。 

[6]、[7]、[8]何新著《危机与反思》（下）691——703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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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33]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5卷第 2期（1996

年）。 

[10]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4——8 页，山西科技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第 1版。 

[12]许抗生著 张岱年审定《老子与道家》7页，新华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版。 

[13]《文物》1999 年第 12 期 22 页。 

[14]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期。 

[15]《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期。 

[16]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 102 号汉墓》，《考古》2000 年第 4期。 

[17]《安徽霍山西汉木椁墓》，《文物》1991 年第 9期。 

[18]、[21]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 年第 4期。 

[19]王兴业《再论〈三坟易〉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第 1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

代历法解谜》，山西科技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版。 

[20]黎子耀《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杭州大学学报》1979 年 1——2 期合刊。 

[22]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19 页，中国书店 1999 年 1 月第 1版。 

[23]母学勇《剑阁出土的道教神像及其价值》，《四川文物》1993 年第 3期；母学勇《剑阁鹤

鸣山石刻道教图谱的内涵初论》，《四川文物》1994 年第 2期。 

[24]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期；刑文《秦简〈归藏〉

与〈周易〉周商》，《文物》2000 年第 2期；同时参见   。 

[25]朱震《汉上易传·表》，载《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26]郑万耕著《易学源流》76 页，沈阳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 1版。 

[27]郑万耕著《易学源流》70——71 页，沈阳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 1版。 

[29]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268 页，齐鲁书社 1993 年 12 月第 1版。 

[30]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111 页，齐鲁书社 1993 年 12 月第 1版。 

[31]、[32]南怀瑾、徐芹庭著《白话易经》叙言，岳麓书社 1988 年 2 月第 1版。 

[34]欧阳红著《易图新辩》18 页、23 页、25 页、26 页、86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

第 1版。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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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来源 

图一：《四川文物》1999 年第 2期唐光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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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图五、图六、图八、图九、图十：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

[香港]中国哲学文化出版社《易学世界》詹石窗文。 

图七：周春才编著《易经图典》。 

图十三（1）：《文物》1999 年第 12 期 22 页。 

图十三（3、4）：《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期王仁湘文。 

图十三（2）：《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期 495 页。 

图十三（5、6、7）《文物》1991 年第 9期 56——57 页。 

图十四：《考古》2000 年第 4期 62——63 页。 

图十五：《考古学报》1993 年第 4期湖北考古所文。 

图十六：《考古》2000 年第 11 期 60 页。 

图十七：《四川文物》1994 年第 2期 38 页。 

 

  （已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03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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