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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劉安生平與思想淵源 

 

第一節 劉安生平、著作 

 

一、生平 

 

    《淮南鴻烈》的編撰者為劉安（179－122B.C.），他是西漢淮南厲王劉長之長

子，劉長（198－174B.C.）為漢高祖劉邦的幼子，母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祖七年

（200B.C.），韓王信降匈奴，高祖自往擊之 1。回程經過趙國，趙王張敖為高祖

女婿，故以禮待之。《史記‧卷八十九‧張耳陳餘列傳第二十九》云： 

 

   漢七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禮甚卑，有子壻禮。

高祖箕踞詈，甚慢易之。2 

 

  趙王相貫高等人心生不滿，故勸趙王謀反，但遭趙王勸阻，遂懷有謀刺高祖

之心。八年（199B.C.）冬，高祖二度往伐韓王信餘寇 3，返途又經趙國，趙王獻

一美人，侍幸而懷孕，趙王不敢將她納入宮中，故另修築宮殿讓美人居住。 

    高祖九年（198B.C.）「十二月貫高謀反事始覺 4」，趙王張敖、貫高遭逮補，

美人也受牽連，她將懷孕之事告訴獄吏，獄吏上報，但因高祖正在氣頭上，不加

理會。美人弟趙兼託與高祖家關係密切之辟陽侯審食其，向高祖皇后呂雉說情，

呂后妒忌不肯為說，審食其亦不敢力爭，美人因以含恨自殺。獄吏遂抱嬰兒見皇

帝，高祖後悔，便將美人葬於故鄉真定，嬰兒交給呂后撫養，這嬰兒便是劉長。

高祖十一年（196B.C.），淮南王鯨布反，高祖親往滅之，收回淮南封地，改立劉

                                                 
1《漢書‧卷一下‧高帝紀第一下》：「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降匈奴。七年冬十月，

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

書補注》一百卷（全二冊）（臺北：藝文印書館，1996 年 8 月，據清乾隆武英殿刊本景印），

冊一，頁 52。 
2（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一百三十卷（全二冊）（臺北：藝文印書館，2005

年 2 月，據清乾隆武英殿刊本景印），冊二，頁 1046。  
3《漢書‧卷一下‧高帝紀第一下》：「八年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恥上不禮其王，陰謀欲弒上。」但未成功。同註 1，冊一，頁 53。 
4 同註 1，冊二，卷四十四，頁 1034，王先謙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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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淮南王。 

    高祖共有八子，他死後由太子盈繼位，是為惠帝。惠帝無子，死後大臣共立

高祖四子恆為帝，即是文帝。文帝繼位時，高祖八子只剩文帝與淮南王長，故長

常仗恃與天子至親，驕慢不奉法，文帝也因此常寬赦之。《漢書‧卷四十四‧淮

南衡山濟北王傳第十四》云： 

 

三年，入朝，甚橫。從上入苑獵，與上同輦，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力，力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見之，即自褏金椎椎之，命從者刑

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不當坐趙時事，辟陽侯力能得之呂后，

不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呂后殺之，辟陽侯不爭，罪二也。呂

后王諸呂，欲以危劉氏，辟陽侯不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

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不治，赦之。5 

 

  因此上至文帝母親薄太后，下至文武百官，無不憚忌之，此更加長其氣焰。

劉長回國之後，不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儼然與天子無二。文帝六年

（174B.C.），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劉長牽連其中，文帝再不能忍受，召四十多

位議罪大臣論其罪，皆曰「棄市」，文帝免其死罪，廢去淮南王位，發配往蜀郡

嚴道縣。劉長平生從未受此屈辱，竟在檻車中絕食而亡，死時二十五歲，留下四

子，年皆四、五歲。八年（172B.C.），文帝因憐憫淮南王四子尚年幼，故分封其

子安為阜陵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良為東城侯。 

十二年（168B.C.），有人作民歌「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不相容！6」文帝聽到後非常感慨，於是追謚淮南王為厲王，並將城陽王

劉喜改封為淮南王，治理淮南故地，以表自己非貪圖淮南的土地。十六年

（164B.C.），文帝將淮南王劉喜改封回原來封地城陽，並將當年劉長的封地淮南

國，一分為三，封給他的三個兒子，長子安繼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四為廬江

王。東城侯良已死，無後。 

 

                                                 
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四十四，頁 1034。 
6 同註 5，頁 1037。高誘敘：「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不能相容！」（漢）

劉安：《淮南子》二十一卷（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 11 月，《四部叢刊》正編子部

據上海涵芬樓景印劉泖生影寫北宋本），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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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不喜弋獵狗馬馳騁，亦欲以行陰德拊循百姓，

流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數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 眾，又有

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

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7 

 

  劉安好讀書鼓琴，且就輩分而言，劉安是武帝叔父，因此武帝非常尊敬他，

也很看重其才華，每有文件至淮南，必令當時大文豪司馬相如等起草潤色，才敢

送出。在一次入朝時，劉安獻上自己的著作《淮南內篇》，武帝極為喜愛，又令

寫《離騷傳》，劉安才思敏捷，早晨受詔，白天吃飯時已竣。又獻〈頌德〉及〈長

安都國頌〉，武帝非常敬佩，故常宴請劉安談論學問及國家大事。 

    建元二年（139B.C.），劉安在一次入朝時，太尉武安侯田蚡於霸上迎接，曾

煽動告之：「方今上無大子，大王親高黃帝孫，行仁義，天下莫不聞，即宮車一

日晏駕，非大王當誰立者？8」劉安聞之，大為高興，厚贈武安侯金銀財物，並

「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9」其賓客更以劉安父被廢徙道死之事刺激

劉安 10。建元六年（135B.C.），有彗星出現，賓客告訴劉安，天下將有兵災，故

劉安「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金錢賂遺

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略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金錢，而

謀反滋甚。11」元朔三年（126B.C.），武帝賜劉安几杖，准予免行朝覲之禮 12。 

  安有二子，長子不害為妾所生，不得寵，故反立次子遷為太子。遷喜劍道，

自以為高明，元朔五年（124B.C.），逼與郎中雷被比劍，雷被推辭不得，相陪而

誤傷劉遷。太子遷怒，雷被心生恐懼，「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數惡被，王使郎中令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年，被遂亡之長安，上

                                                 
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四十四〈淮南衡

山濟北王傳第十四〉，頁 1037。  
8（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列傳第五十八〉，

頁 1256。 
9 同註 8，頁 1256。 
10 同註 7，頁 1038。  
11 同註 7，頁 1038。 
12 楊有禮云：「几杖是指几案與手杖，用來供老年人平時靠身和走路時扶持之用的，所以古代以

賜几杖為敬老之禮。漢武帝對劉安賜几杖，是表示對他的尊重。」參見楊有禮：《新道鴻烈：

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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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 13」。朝臣詔曰棄市，武帝不許，

最後乃消減劉安封地二縣，以示儆戒。劉安深以為恥，謀反之心益烈，積極部署

造反進兵事宜。 

    劉安長子不害，既不得寵，又常受太子遷及王后的欺凌，不害之子建，暗中

設法加害太子，被太子發現後「數捕繫笞建 14」，劉建乃與好友嚴正上書天子，

告發劉安謀反。元朔六年（123B.C.），當年為劉長所椎殺的辟陽侯審時其孫審卿，

亦暗中以淮南王謀反事證，上告宰相公孫弘。劉安賓客伍被更像官吏舉發淮南王

謀反，《漢書》本傳記載： 

 

吏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索得反具以聞。上下

公卿治，所連引與淮南王謀反列侯、二千石、豪桀數千人，皆以罪輕重受

誅。15 

 

由於搜出不少證物 16，罪證確鑿，武帝於是派宗正劉棄疾治劉安罪，劉安自殺，

王后、太子及所有牽連者，全遭誅殺，並改封地為九江郡 17。劉安從十六歲被封

淮南王至此，共四十二年，死時五十八歲，時為武帝元狩元年（122B.C.）。 

 

 

 

                                                 
13（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四十四〈淮南衡

山濟北王傳第十四〉，頁 1038。 
14 同註 13，頁 1039。  
15 同註 13，頁 1040。  
16 同註 13，頁 1039。云：「於是王銳欲發，乃令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

軍、吏中二千石、都官令、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17 關於劉安謀反說，近代學者多主張為「被逼謀反」，詳說見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上）

（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83 年 3 月），頁 9－31、任繼愈主編：《中

國哲學發展史（秦漢）》（北京：人民出版社，1998 年 5 月），頁 246－248、雷健坤：《綜合與

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北京：開明出版社，2000 年 9 月），頁 23－24、徐復觀：

《兩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 2 月），頁 109－113、陳靜：《自

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1 月），頁 112—124、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13－21、鄭良樹：《淮南子通論》（臺北：海洋

詩社，1964 年 5 月），頁 25－26。故本文贊成此說。但王云度持反對看法，他認為「即使迫

於政治壓力，司馬遷在傳文中不得不按官方文書敘事，他也不會在傳後主動給劉安下個『謀

為畔逆』的結論；並且不按《史記》記載諸侯王事迹當立『世家』的體例，而將淮南、衡山

降為『列傳』，以對他們叛逆之罪表示貶抑。」詳說參見王云度：《劉安評傳》（南京：南京

大學出版社，2006 年 4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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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 

 

《漢書‧淮南衡山濟北王傳》云：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不喜弋獵狗馬馳騁，亦欲以行陰德拊循百姓，

流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數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 ，又有中

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18 

 

淮南王安好學，賓客眾多，因此留下的著作甚多，以下根據《漢書‧藝文志》

所載之書目，加上學者的考證，作一概要整理 19： 

 

（一）雜家類：  

 

１、《淮南內》二十一篇 20：《淮南內》又稱《內書》、《內篇》、《鴻烈》、《淮

南鴻烈》、《淮南》、《淮南子》、《劉安子》等。書成之時，原名《鴻烈》，據高誘

敘曰：「號曰鴻烈。鴻，大也。烈，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21」由於劉安與賓

客所撰另有《外書》、《中篇》，因此又稱為《內書》或《內篇》。劉向校書定名為

《淮南》22，而今習稱《淮南子》，此名稱始見於《西京雜記》，《西京雜記‧卷三》

有云：「淮南王著鴻烈二十一篇。鴻，大也。烈，明也。言大明禮教。號為《淮

南子》，一曰《劉安子》。23」 

關於《淮南鴻烈》的作者，高誘敘云：「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

蘇飛、李尚、左吴、田由、雷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

共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24」由此可知，本書為劉安與其門下之賓客所

                                                 
18（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頁 1037。 
19 有關劉安相關著作詳細之研究討論，詳說可參考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全二冊）（臺

北：里仁書局，2005 年 12 月），上冊，頁 1－7。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

（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年 2 月），頁 140－142。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上

下）（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83 年 3 月）上冊，頁 31－50。 
20 同註 18，頁 897。 
21（漢）劉安：《淮南子》，敘，頁 2。 
22 同註 21，頁 2。 
23（魏）葛洪：《西京雜記》六卷（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四部叢刊》初編子部據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安傅氏雙鑑樓藏明刻本），頁 10。 
24 同註 2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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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編撰完成，「大約此書是先由劉安擬為篇目，然後由門客分頭搜集材料，作

成初稿，最後再由劉安親加潤色完成。25」 

《淮南鴻烈》內容「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說其細也，則淪於無垠，及古

今冶亂，存亡禍福，世間詭異懷可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其類，無所

不載。26」因此「漢朝人已經讀它不懂了，因而在東漢時，便有許慎、馬融、延

篤、高誘四人，分別為此書作注解。27」馬融為東漢著名學者，《後漢書‧馬融傳》

云：「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數。涿郡盧植，北海鄭玄，皆

其徒也。……注孝經、論語、詩、易、三禮、尚書、列女傳、老子、淮南子、離

騷。28」由此得知馬融曾為《淮南》作注。延篤注 29《淮南》則僅見《文選‧稽

叔夜養生論》李善注：「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年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

木相似，須七年乃可別耳 30」，這是〈脩務〉：「豫章之生，七年可知 31」的注文。

但馬、延兩家注今已全亡佚。今所見《淮南》注解僅剩許慎、高誘兩家，但「今

本《淮南子》二十一篇，是宋朝人合許、高二家的本子而成的 32」，而後經宋人

蘇頌校理 33大概可分出〈原道〉34、〈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

                                                 
25 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頁 140。 
26（漢）劉安：《淮南子》，敘，頁 2。  
27 于大成又云：「漢人替古書作注解，對象都事先秦之書，以漢人而注解漢人之書，以此書為

第一部。」說同註 25，頁 140－141。 
28（南朝宋）范曄撰、（唐）李賢注、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全二冊）（臺北：

藝文印書館，1996 年 8 月，據乙卯秋中長沙王氏校刊本景印），卷六十上，頁 700。 
29 陳靜：「《後漢書‧延篤傳》稱延篤『從馬融授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

師。』從延篤的學術背景來看，他注《淮南子》是有可能的，但現存證據太弱，聊備一說而

已。」說見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37－38。 
30（梁）昭明太子撰、（唐）李善注：《文選李善注》六十卷（臺北：藝文印書館，據宋湻熙本

重雕鄱陽胡氏臧版，2003 年 3 月），卷五十三，頁 743。 
31 同註 26，卷十九，頁 151。「七年可知」景宋本作「七年而後知。」劉文典云：「文選注、藝

文類聚八十八引並作『七年可知』。（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亦云『生七年乃可知也』。）」詳說

參見劉文典：《淮南鴻烈集解》（全二冊）（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 3 月），下冊，頁 662。 
32 同註 25，頁 141。 
33《蘇魏公文集‧卷六十六‧校淮南子題序》：「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令高誘二

家之法注，隋唐目錄，皆別傳行，今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

注相參不復可辨，惟集賢本卷未〈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謂之閒）詁，鴻烈之

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烈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數

篇為上下。以此為異。……互相考正，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說詳見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北京：線裝書局，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12 冊），

2004 年 5 月），頁 745。 
34 姚範云：「疑『訓』字高誘自名其註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

訓』也。要略無訓字。」說見（清）姚範：《援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道光姚莹刻本），頁 172。蔣禮鴻亦云：「注文凡引《淮南》篇名皆

無『訓』字，……作訓者後人輒改之耳。」詳說見蔣禮鴻：《蔣禮鴻集》第四冊（杭州：杭

州教育出版社，2001 年 8 月），頁 348－349。本論文贊成姚、蔣兩家論述。但有學者持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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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本經〉、〈主術〉、〈氾論〉、〈說山〉、〈說林〉、〈脩務〉十三篇為高注，

〈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略〉、〈人間〉、〈泰族〉、〈要略〉八篇為

許注 35，但兩家注相混已久，故其中仍有許、高注文相參的現象。36 

 

２、《淮南外》三十三篇 37：唐顏師古曰：「內篇論道，外篇雜說 38」，清沈

欽韓曰：「本傳云：外書甚眾。高誘序：劉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

謂之淮南外篇，與此三十三篇不同，蓋其後或有缺矣。文選注引淮南莊子後解 39，

疑即外篇。40」今已亡佚。 

  此外，《漢書‧淮南衡山濟北王傳》中有：「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 ，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41」《淮南中篇》又名《萬畢》、

《枕中鴻寶苑秘書》42。由此可知，其內容多言神仙家延命長生、練金等方術。

今有輯本。 

 

（二）易家類：《淮南道訓》二篇：注云：「淮南王安明易者九人，號九師法

43」，此為淮南王有關《易經》的專書。今有輯本。 

 

                                                                                                                                            
看法，牟鍾鑒云：「此說不足取。注家向來沒有在原書篇名上擅自增字而又不予說明者。同

是高誘，注《呂氏春秋》即無此舉。」說詳見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濟南：

齊魯書社，1987 年 9 月），頁 162。 
35 于大成：「今以蘇氏識別之法以校今本，則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

本經、主術、氾論、說山、說林、脩務十三篇，釋義多詳，篇題下皆有『故曰某某，因以題

篇』字樣，高注本也。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略、人間、泰族、要略八篇，注文質略，

又無『故曰』云云八字，許注本也。」說詳見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10、80

－84。 
36 關於許、高兩家注解考證，可參考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8－16。陳麗桂：

《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上冊，頁 49－50。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

頁 41－47。 
3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頁 897。 
38 同註 37，頁 897。  
39 于大成：「劉安著有《莊子略要》、《莊子後解》，都是解說《莊子》的，大約是外篇三十三中

的兩篇。另外前面提到的〈離騷傳〉，也可能是此中的一篇。」說見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

家（四）－劉安》，頁 141。 
40 同註 37，頁 897。  
41 同註 37，頁 1037。 
42《漢書‧楚元王傳第六》：「更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數十

篇。上復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金之術，及鄒衍重

道延命方，世人莫見，而更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更生幼而讀誦，以為奇，獻之，

言黃金可成。」同註 37，頁 964。 
43 同註 37，頁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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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賦家類：  

   

１、《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周壽昌曰：「隋志集一卷，北堂書鈔一百三十五，

御覽七百十二引劉向別錄云：淮南王有熏籠賦，古文苑有屏風賦。44」今除《古

文苑》中尚可見〈屏風賦〉45外，其他皆以亡佚。 

   

２、《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王應麟曰：「楚詞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

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類相從，或稱大山，或稱

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46」今除《楚辭》保留〈招隱士〉47一首外，其他皆以

亡佚。 

 

（四）：其他：《漢書‧藝文志》中與劉安著作相關記錄還有詩歌類有《淮南

歌詩》四篇 48、天文類：《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49、樂家之下，顏師古有注曰：「出

淮南劉向等琴頌七篇 50」、兵權謀下注曰：「省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

子、蘇子、蒯通、陸賈、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 51」、雜賦類《成相雜辭》十一

篇下，補注引王應麟曰：「淮南王亦有成相篇，見藝文類聚。52」今多已亡佚。此

外，《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有諫伐閩越書 53一篇。 

 

 

第二節 《淮南鴻烈》歸屬探討 

 

                                                 
4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頁 899。 
45（宋）章樵：《古文苑》（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年 6 月，《四部叢刊》初編集部，據上

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宋本），第三卷，頁 26－27。 
46 同註 44，頁 899。 
47（漢）劉向集、（漢）王逸章句、（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十七卷（臺北：臺灣商務印

書館，1975 年 6 月，《四部叢刊》初編集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

頁 123－125。 
48 同註 44，頁 902。補注云：「沈欽韓曰：上林賦淮南干遮。先謙曰：禮樂志有淮南鼓員。」

于大成云：「淮南歌詩當為采自淮南之地之國風，恐不出于安手，姑存而不論。」于大成：《淮

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1。 
49 同註 44，頁 906。 
50 同註 44，頁 880。 
51 同註 44，頁 903。 
52 同註 44，頁 901。 
53 同註 44，頁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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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雜家 

 

   雜家者流，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見王治之

無不貫，此其所長也。54 

 

  班固《漢書‧藝文志》將《淮南》歸入雜家，馮友蘭云：「大概是因為《淮

南子》和《呂氏春秋》一樣，成於眾人之手。55」，因此後代學者多以雜的角度討

論《淮南》的內容與性質。勞思光云：「此書各部分所敘述之思想，為許多觀念

之拼湊；全書不成一系統理論；且亦無一明確『自我』觀念，實未接觸老莊心靈

之真象。56」認為雜家之雜為雜亂無章，並抱持貶低之涵義。 

但根據戴君仁考究「雜字是融合的雜，不是集合的雜，即是一個雜家，他是

身通眾學的，如《隋書‧經籍志》所說：『雜者通眾家之意』。57」從戴君仁的論

述可看出他重新肯定了雜家的地位，並認為《淮南》歸入雜家是因其內容博採眾

家之學，並能融會貫通各家之要，而並非混雜拼湊眾家之言。 

胡適亦認為「司馬談說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的道

家，藝文志所說的『兼儒墨，合名法』的雜家，都是說那個統一帝國的時代的思

想學說有互相調和，折衷，混合的趨勢，造成了某些個混合調和的思想體系。58」

由此可知，《漢志》將《淮南》歸入雜家，並非其內容雜亂，而代表的是一個龐

大綜合的思想體系。 

最後，觀《淮南‧要略》篇所云創作主旨：「夫作為書論者，所以紀綱道德，

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理 59」，亦可得之劉安創作《淮南》的

目的除了廣納眾家學說以及包容天地人事外，更重要的是貫通融會各家學說之

理，以達到「經古今之道，治倫理之序，揔万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

                                                 
5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頁 1274。 
55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臺北：藍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年 12 月），

頁 148。 
56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臺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0 月），頁 118。 
57 戴君仁：〈雜家與淮南子〉，收入於陳新雄、于大成主編：《淮南子論文集》（臺北：木鐸出版

社，1975 年 12 月），頁 3。 
58 胡適：《胡適選集（序言）》，頁 234。于大成亦云：「司馬所論六家，其道家蓋涵雜家在內。

迨至劉向、歆父子，迺以純言道德者為道家，別以『兼儒墨，合名法』者，析而為雜家。漢

志之雜家，實即在司馬氏道家之包，故司馬不別出耳。」說見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

上冊，頁 75。 
59（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一，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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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綱王事 60」，為君王服務的終極目標。 

 

二、黃老道家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

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立俗施事，無所不宜，指

約而易操，事少而功多。……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61 

 

道家者流，蓋出於史官，歷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62 

 

  由《史記‧太史公自序》與《漢書‧藝文志》對道家定義的討論可知，司馬

遷與班固所謂之道家定義，已非純粹自然無為之道家，而成為綜合眾家之長，「應

物變化，立俗施事」的君王施政綱領，形成黃老道家。陳鼓應云： 

 

   黃老之學是以老子道論思想為主軸，同時結合齊法家「法」的思想，以及

當時盛行的刑名觀念而融會出的新道家思潮。這一思潮試圖於社會政治層

面提出一套君無為而臣有為的治國有效原則。63 

 

  而且近代學者根據高誘序言以及〈要略〉篇內容，皆主張《淮南》應歸屬道

家，梁啟超〈漢書藝文志諸子略考釋〉云： 

 

劉、班以《淮南》次《呂覽》之後而并入雜家者，蓋以兩書皆成於賓客之

手，皆雜采諸家之說，其性質頗相類也。劉安博學能文，觀《要略》所提

                                                 
60（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一，頁 162。 
61（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卷一百三十，頁 1349－1350。 
62（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頁 1274。 
63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頁 5。陳麗桂亦云：「司馬談是黃老治術、

黃老思想盛行時期的人，他所謂的『道家』，正是指的黃老道家。照他的說法，『黃老』思想

是以《老子》的雌柔、反智哲學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主虛靜、講無為，

並將之轉化為尚因循、重時變，又運用刑名以防姦欺的君術。」說詳見陳麗桂：《秦漢時期

的黃老思想》（臺北：文津出版社，1997 年 2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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挈各篇要點及排列次弟，盖匠心經營，極有倫脊，非漫然獺祭而已。故《淮

南鴻烈》實可謂集道家學說之大成。就其內容為嚴密的分類，毋寧以入道

家也。64 

 

  劉安於〈要略〉篇中清楚載明《淮南》主旨為「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理

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 65」，全書二十篇的主旨與其間的聯繫，皆

作了詳細的說明 66，于大成亦云：「夫既云『無不貫綜』，則是混融眾家之說，

以成一家之言，不得謂其汗漫而無所歸止也。……是知所謂雜者，特斥其事類言

之耳；其書乃以道家為中心者也。67」，可見針對《淮南》內容之歸屬問題，已

有初步的結論。近代學者大多贊成《淮南》內容思想屬於兼融各家思想的黃老道

家，主要的學者有呂凱、李增、金春峰、胡適、梁啟超、徐復觀、陳麗桂、陳廣

忠、曾春海、鄭良樹、戴君仁等等。眾家學者雖同意《淮南》歸屬秦漢流行的黃

老道家學說，但在討論過程中仍出現一些差異，以下分成三點論述。 

 

（一）以道家消融各家思想 

 

主張《淮南》內容思想是以道家消融眾家思想的學者有于大成、李增、曾春

海、陳廣忠、陳麗桂、鄭良樹、戴君仁等人。鄭良樹云： 

 

道家思想是全書的主流，環繞著的是法家、儒家和兵家等，雖然言及道家

以外的思想，但都是用道家的觀點去發揮，去舖衍陳說，以期溝通諸家思

想。68  

 

  《淮南》中兼融了諸子思想，如〈天文〉、〈地形〉、〈天文〉、〈時則〉保留陰

陽家的說法；〈主術〉、〈泰族〉中反應法家「為君之道在於循名責實，因材授官；

群臣守職，百官有常 69」的觀念；〈氾論〉、〈主術〉中尚賢、節用、節葬等思想

                                                 
64 梁啟超：《梁啟超學術論叢》冊二（臺北：南嶽出版社，1978 年 3 月），頁 1302－1303。 
65（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一，頁 163。 
66 同註 65，頁 161－163。 
67 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74。 
68 鄭良樹：《淮南子通論》，頁 7。 
69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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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來自《墨子》70；〈兵略〉中兵家思想；〈說山〉、〈說林〉是縱橫家「為游說諸

侯國的士人而準備的語言總集。71」而貫通調和各篇中不同思想的，就是〈原道〉、

〈俶真〉篇中所描繪的自然無為之道。正如于大成云：「到後來真正能調和光大，

融會各家學說為一的就是『淮南子』，他的中心思想是道家的。72」馮友蘭亦云：

「他有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黃老之學。73」 

  除以上論述外，也有學者提出比較不同的觀點，如金春峰認為：「《淮南子》

思想的特點是：以道家為主旨，反儒的傾向鮮明而突出 74」，特別加強反儒的看

法。另外呂凱認為：「在《漢書‧藝文志》中，班固雖將《淮南子》列為雜家，

但以〈要略〉之意，及其書篇次排列觀之。劉安以道家言之〈原道〉、〈俶真〉列

首，而繼之以陰陽家言之〈天文〉、〈地形〉、〈時則〉列次，就可以證明，他是以

道家和陰陽的思想為主體。他在序中所說的『道』和『終始』，『天地四時』和『避

諱』，『至精』和『神氣』，『大聖之德』和『五行之差』，都是道家和陰陽的用語。

前引司馬談論六家要指說道家，『因陰陽之大順』，便是道家吸收陰陽家最好的證

明。75」呂凱從《淮南》篇目的排序，認為陰陽五行思想在全書是有重要地位的。

以上學者的論述或許多少有些不同，相同的是皆贊成《淮南》內容是以黃老道家

                                                 
70 詳說參見陳廣忠：〈《淮南子》與墨家〉，收入《中國道家新論》（合肥：黃山書社，2001 年

11 月），頁 369－385。 
71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 年 7 月），頁 223。 
72 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1599。李增：「總而言之，淮南子思想體系之結構，

總統歸納在一個『道』字。以道一以貫之而消除先秦諸子百家學說之衝突而採其精華、去其

糟粕融會貫通，消化吸收而成為自己之體系而成一家之言也。」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

究》（臺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年 10 月），頁 15。其他學者亦有相似觀點。曾春

海：「《淮南子》遠承晚周稷下學風，近襲黃老治術，意在統合百學，以成一家之言，回應大

一統的時代需求。……該書討論自然現象或社會事務，皆歸結到《老子》道家的『道』本上，

因此，該書內容或有不一致處，大體而言，該書為『通眾家之言』，及黃老大成的淮南道家，

仍有其思想的整體性。」說見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臺北：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1 月），頁 33。陳麗桂：「《淮南子》裡這些方面的思想理論，不但是

戰國以來這一系列理論的終結者、集大成者，也可視為西漢黃老治術的理論紀錄。」說見陳

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4。陳廣忠：「就其思想接近老子的特點，應該歸入道家；

就其書內容來說，不僅包容了道家的所有思想精華，而且又有所創新。」說見陳廣忠：《中

國道家新論》，頁 313。楊有禮云：「《淮南子》屬於黃老新道家，……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和核

心，對儒墨名法各家思想有批判，有吸收，而吸收的部分大都置於新道家思想的統帥之下。」

說見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31。戴君仁云：「淮南的思想主幹是道家，

可是他是新道家，是混和了老聃、慎到、申不害、韓非等家思想，而居道法之間的道家，也

就是漢代所謂黃老之學。」說見戴君仁：〈雜家與淮南子〉，收入於陳新雄、于大成主編：《淮

南子論文集》，頁 10。 
73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頁 148。 
74 金春峰：《漢代思想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年 12 月），頁 262。 
75 呂凱：〈西漢儒道與陰陽家之分流〉收入國立政治大學中文學系編：《第二屆漢代文學與思想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文學系，1999 年 7 月），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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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作為貫穿全書的主旨思想。 

 

（二）道家、儒家並重 

 

主張《淮南》內容思想為道儒並重者有徐復觀、羅光、牟鍾鑒、孫紀文等人，

他們認為「《淮南子》一書的主流思想有兩個骨幹，一是道家思想，二是儒家思

想 76」，徐復觀云：「《淮南子》一書，高《敘》說：『其旨近《老子》』，這

可以說是受了當時一般思想趨向的影響。但《淮南子》中的道家思想，與當時流

行的道家思想，有一個很大的界域。漢初所承繼的戰國中期以後的道家思想，仍

屬於『黃老』並稱的這一系。……且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一書中所占地位，

深入地看，並不次於道家 77」，他們認為雖《淮南》中兼融眾家思想，但以儒道

兩家思想為主，故孫紀文云：「《淮南子》的主旨是：『視儒道為並列，因陰陽

之大體，采墨家之善行，撮名法之長處。』之所以稱『視儒道為並列』，是因為

《淮南子》著者的指導思想中對儒道這兩個骨幹思想採取妥協的辦法而組織寫

作，即前半部多以道家思想為主，後半部多以儒家思想（易傳思想）為主，試圖

在平等競進的思想交鋒中加以融合而運思。78」 

 

（三）創立新說 

 

    陳鼓應云： 

 

《淮南子》為漢代道家之集大成者，且為漢代新道家的重要代表。79 

 

                                                 
76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 年 7 月），頁 24。 
77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13－114。孫紀文亦云：「這裡的『道家』實指戰國末、

漢初的黃老道家，意思是黃老道家乃以老莊道家思想為核心，而兼容各家思想而形成的。」

說見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25。 
78 同註 76，頁 24－25。羅光亦云：「以儒家的仁義治世，目的為達到道家的消遙一世。因此，

《淮南子》書中，基本思想為道家思想，治國化俗的思想則是儒家的仁義道德。」羅光：《中

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78 年 11 月），頁 550。牟鍾鑒

云：「全書是在老莊哲學的基礎上，融冶儒、法、陰陽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主要傾向是道

家，……可知《淮南子》是以道家學者為主、儒道合作而寫成的。」說詳見牟鍾鑒：《呂氏

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64。 
79 陳鼓應：〈從《呂氏春秋》到《淮南子》論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收入《國立臺灣大

學文史哲學報》（2000 年 6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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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應創立新說的學者主要有熊鐵基、陳鼓應、陳德和、陶建國 80等人。這

些學者認為《淮南》以道家思想融匯眾家學說，形成獨特的「新道家」，因此以

黃老道家已不足以說明《淮南》學派歸屬問題，故主張創立新說。以下就熊鐵基、

陳鼓應、陳德和三人之說簡述之： 

 

１、秦漢新道家 

 

熊鐵基認為「秦漢之際的道家，應該被稱為『新道家』，《呂氏春秋》和《淮

南子》這兩部書是新道家的代表作。81」並列舉三個理由如下：（１）「由批判儒

墨變成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82」、（２）「由逃世變成了入世。新道家

不回避現實矛盾，……因此，這些代表作可以說都是政論書。83」、（３）「與上述

一點有關，也是最主要的一個不同之點，那就是發展了老子天道自然無為的思

想，把它創造性地運用道人生政治上去。84」 

  陳鼓應首先認為「熊鐵基提出『秦漢新道家』的稱謂，頗有新義。但它所例

舉此說成立的三個理由，都有待商榷。85」接著列舉出秦代新道家的特點（１）

貴生：適欲得情、（２）動靜相養主動說、（３）崇樂－道之樂以和心行適、（４）

歷史文化感：古典文化支援用與發揮、（5）弘揚士節、（6）貴眾說。並將《呂氏

春秋》與《淮南》並舉，點出兩書內在聯繫：（1）兩書歸本黃老、（2）兩書寫作

宗旨相同：都是以道家「法天地」為其本原，而以老子之「道」為最高範疇，並

以道論為哲學理論基礎、（3）兩書中心論題是君道、（4）兩書以道家為主體而兼

採各家之長，且陰陽學派在兩書中皆有相當的地位、（5）兩書對古典經學的吸收

與發揚，並強調「秦漢新道家之所以有別於原始道家與稷下黃老，建立屬於道家

                                                 
80 陶建國云：「《淮南子》能繼承傳統老莊之精神，而更闡揚發揮，並與之調和諸家思想，使成

為漢際所謂之『新道家』。」說見陶建國：《兩漢魏晉之道家思想》（臺北：文津出版社，1990

年 3 月），頁 264。 
81 熊鐵基：《秦漢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年 3 月），頁 109。 
82 同註 81，頁 111－114。 
83 同註 81，頁 114－116。 
84 同註 81，頁 116－118。 
85 詳說參見陳鼓應：〈從《呂氏春秋》到《淮南子》論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收入《國

立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頁 61－62。陳德和亦云：「拙文有限度同意熊先生『相因而實不同』

的說法，但對『秦漢新道家』這種大範圍的囊括與過於籠統的歸類，則實在難予茍同。」說

詳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9 年 2 月），頁 53，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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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讀經、解經傳統是一重要特點 86」，藉此說明其贊成創立新說的原因。87 

 

2、淮南道家：  

 

陳德和認為不可稱《淮南》為雜家，因雜家名稱過於廣泛，亦不可籠統稱《淮

南》為黃老，因其風格又不全等於黃老，故主張「該當將它重新定位並稱之為『淮

南道家』，以明顯標示它特有的地位和風貌。88」 

  綜觀以上的討論，筆者認為《淮南》以黃老道家思想貫穿眾家之學，繼《呂

氏春秋》之後，成為集眾家之長以成自家之言的龐大著作。近代許多學者們發覺

其獨特性，因此欲成立新說彰顯其地位，雖仍未能有一統一且全面的觀點，但也

突顯出《淮南》全書思想的博雜。但不可否認《淮南》的中心思想及內容特色，

皆是站在黃老道家的基礎之上，繼承並發揮黃老治世思想的特性。 

 

第三節 時代背景 

 

一、政治背景 

 

秦漢之際，中國在政治社會和學術思想，皆是一個面臨急遽變遷的大時代。

就政治社會而言，隨著春秋戰國，群雄爭霸，諸侯割據，政治紛亂的時代結束，

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大帝國出現。但在秦統一六國之後，社會並沒有得到休息，卻

大修宮殿，並行嚴刑峻法，使百姓生活勞苦，導致民心盡失。《史記‧卷六‧秦

始皇本紀第六》云： 

 

秦王懷貪鄙之心，行自奮之智，不信功臣，不親士民，廢王道，立私權，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力而後仁義，以暴虐為天下始。89 

 

  秦帝國滅亡，漢帝國取而代之，開啟中國歷史上第一個長治久安的大帝國。

                                                 
86 陳鼓應：〈從《呂氏春秋》到《淮南子》論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收入《國立臺灣大

學文史哲學報》（2000 年 6 月），頁 76。 
87 同註 86，頁 61－76。 
88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47。 
89（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一，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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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漢朝初期，長期的社會動盪，導致百姓飽受戰爭的摧殘，顛沛流離，極為疲憊。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記載： 

 

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

過半。90 

 

在這種情況之下，漢初朝臣如蕭何、曹參等 91便提出以黃老道家「清靜無

為」、「與民休息」的政策，而這正好符合百姓需求，並使漢朝能在秦末戰亂，民

生凋敝之後快速復甦，並在文景之際達到盛世。《漢書‧卷五‧景帝紀第五》云： 

 

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不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

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六十載之間，至於移風易俗，黎民醇厚。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92 

 

淮南王劉安生於文帝元年（179B.C.），正好處在黃老道家思想盛行的時代，

而《淮南》的編撰、成書正好亦處於黃老思想盛行的文景之際，因此全書思想深

受影響。 

 

二、學術背景 

 

    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政治局勢紛亂，爲了替各諸侯王服務，學者們紛紛提

出各自見解，因此造成百家爭鳴的景象，由此可知戰國時期在思想上是非常自由

蓬勃發展的時代 93。之後秦滅六國，建立大一統的帝國，在政治上取得了整合統

                                                 
90（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一，頁 515。 
91 《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疾秦法，順流與之更始。」及《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參為漢相國，清

靜極言合道。然百姓離秦之酷後，參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漢）司馬遷撰、（宋）

裴駰集解：《史記》，冊二，頁 805、810。 
92 同註 90，頁 83。 
93 周桂鈿云：「亂世會激發人們思考，也由於亂世，統治者無法統治思想，思想家的創造性可

以得到充分地發揮，可以自由的思考各種理論問題與社會現實問題，還可以與其他思想家進

行平等自由地討論，平民百姓也可以有自由的選擇權。誰的思想更符合民眾的意願，誰的說

法有更多的合理性，都可以在社會實踐中得到檢驗。」周桂鈿：《秦漢哲學》（武漢：武漢出

版社，2006 年 5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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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學術上秦始皇雖焚書坑儒，欲禁眾家之言 94，但仍無法阻止學術思想的發

展。並且出現企圖迎合大一統帝國的需要，融合各家學說之長的著作。秦代以呂

不韋的《呂氏春秋》為代表，《史記‧卷八十五‧呂不韋列傳第二十五》云： 

 

呂不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論以為八覽、六論、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呂氏春秋。95 

 

  《呂氏春秋》內容包羅萬象，並試圖「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看出他為了

展現大帝國強盛及兼容並蓄的企圖心。同樣地，在思想上也表現出融合眾家思

想，並作系統性整合的目的。高誘〈呂氏春秋序〉云： 

 

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

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96 

 

  高誘認為本書是以道家思想為準則，並兼採眾家之長而成，故《漢書‧藝文

志》將其歸入雜家，說明其中思想內容包羅之廣泛。但不論其歸屬為道家或雜家，

兩者特色皆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立俗施事，無所不宜，指約而易操，事少而功多。97」而在秦之後漢帝國建立，

淮南王劉安就是受到這種氛圍影響，召集賓客共同著作《淮南》二十一卷，企圖

「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論，權事而立制，度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

以儲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理万物，

                                                 
94《史記‧卷六‧秦始皇本紀第六》：「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令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異取以為高，率羣下以造

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吏見知不舉者與同罪。令下三十日不燒，

黥為城旦。所不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若欲有學法令，以吏為師。」又云：「盧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不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廉問，或為訞言以亂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六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

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一，頁 125、

126－127。 
95（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頁 1014。 
96（周）呂不韋等撰、陳奇猷校釋：《呂氏春秋校釋》，上冊，序，頁 1。 
97 同註 95，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 1349。又《漢書‧藝文志》：「雜家者流，蓋

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見王治之無不貫，此其所長也。」（漢）

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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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変化，通殊類 98」，展現大一統帝國的氣魄 99。 

 

第四節 思想淵源 

 

  《淮南》內容博採眾家之長，形成一家之言，故全書思想淵源戰國以來各家

學術無所不包，今就陰陽五行與諸子之學兩大部分，進行整理歸納。 

 

一、陰陽五行 

 

  陰陽五行觀在戰國末年逐漸成熟，並對秦漢思想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淮

南》中更是隨處可見，但陰陽與五行的發展並非一開始就如此緊密結合，以下分

別就陰陽、五行及其合流作一整理歸納。 

 

（一）陰陽 

 

  陰陽最早的含意是由雲遮蔽日與雲開見日而來。《說文‧雲部》：「霒，雲覆

日也。100」《說文‧勿部》：「昜，開也。101」《說文‧阜部》：「陰，闇也。水之南、

山之北也。……陽，高明也。102」因此，陰暗與光明為陰陽最初的意義。《周易》

103、《尚書》104、《左傳》105、《詩經》106中都可見有關陰陽的原始意涵的描述，而

                                                 
98 （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一，頁 164。 
99  曾春海云：「至於該書的著作背景，扼要言之，係因應漢代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而衍生的學術、

思想、文化之綜理統合需要。戰國末年，承大鳴大放的百家之學餘緒，趨於在多元並立中，

相互綜攝吸納的統合思潮，《淮南子》遠承晚周稷下學風，近襲黃老治術，意在統合百學，

以成一家之言，回應大一統的時代需求。」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頁 33。   
100  段注：「今人陰陽字小篆作霒昜。霒者，雲覆日，昜者，旗開見日。」（漢）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580。 
101  段注：「此陰陽正字也。陰陽行而侌昜廢矣。」同註 100，頁 458。 
102  同註 100，頁 738。 
103 《周易‧乾》：「潛龍勿用，陽氣潛藏，見龍在田，天下文明。」（魏）王弼、（晉）韓康伯

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十卷（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 12 月，《十三經

注疏》本影嘉慶二十年重刊宋本），頁 16。此處陽代表氣候暖和之義。《周易‧坤》：「陰雖

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魏）王弼、（晉）韓康伯

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頁 21。此處陰引申有天地之地、夫妻之妻、君臣

之臣等相對之義。《周易‧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頁 16。

此處陰陽由陰陽爻辭引申有內外、柔剛、小人君子等相對之義。戴君仁云：「用陰陽來代

表天地君臣夫妻，及君子小人。天道人道，都可用這兩個相對相反的符號來象徵，它的意

義是非常廣泛了。」項維新、劉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論集（總論篇）》（臺北：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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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二字也已開始連用。而且除了日光明亮曰陽、日光遮蔽曰陰外，陰陽也引申

有天地、熱冷、北南、剛柔、君臣、夫妻、君子小人等正反、相對的涵義。 

  梁啟超云：「由此觀之，商周以前所謂陰陽者不過自然界中一種粗淺微末之

現象，絕不含有何等深邃之意義。107」然而戰國時期，陰陽的涵義開始出現明顯

的轉變，《國語‧卷一‧周語上》云：  

 

   幽王三年，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不失其序；

若過其序，民亂之也。陽伏而不能出，陰迫而不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

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塞；源塞，國必亡。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不亡何待？108 

 

  在此陰陽的意義，已從單純天地中冷熱之氣的描述，轉變為兩種概念，當陰

陽交互作用調和，就會產生影響，若陽氣蟄伏在下，陰氣迫之，使其不能升，陰

陽不和，天下就會出現異象。109方立天云：「伯陽父的陰陽二氣對立觀念具有重

                                                                                                                                            
出版社，1976 年 8 月），頁 237。 

104 《尚書‧夏書‧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南至于華陰，東至厎柱。」（漢）孔安

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二十卷（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 12 月，《十

三經注疏》本影嘉慶二十年重刊宋本），頁 88－89。此處陰陽為背陽陰暗與向陽明亮之義。

鄺芷人云：「此處『陽』字引申為『南方』，而『陰』字則指『北方』。故『華陽』『華陰』

乃分別指『華山之南』及『華山之北』而言。」鄺芷人：《陰陽五行及其體系》（臺北：文

津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9。 
105 《左傳‧昭公‧傳元年》云：「天有六氣，降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六疾，六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

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六十卷（臺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影嘉慶二十年

重刊宋本，2001 年 12 月），卷四十一，頁 708－709。此處陰陽表造成疾病的冷熱之氣。 
106 《毛詩‧國風‧邶‧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漢）毛公傳、鄭元箋、（唐）孔穎

達正義：《毛詩正義》七十卷（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影嘉

慶二十年重刊宋本），頁 89。此處陰表陰暗。《毛詩‧大雅‧生民之什‧公劉》：「既景迺岡，

相其陰陽，觀其流泉，其軍三單，度其隰原，徹田為糧，度其夕陽。」（漢）毛公傳、鄭

元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 620。此處陰陽表冷熱、寒暖。夕陽，傳曰：「山

西曰夕陽。」 
107  梁啟超：〈陰陽五行說之來歷〉，收入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五冊）（臺北：藍燈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年 11 月），下篇，頁 347。 
108 （魏）韋昭注：《國語》二十一卷（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年 6 月，《四部叢刊》初

編史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葉氏藏明金李校刊本），頁 8。 
109  謝松齡云：「這似乎是以陰陽觀念解釋『災異』現象的最早記載。《左傳》載僖公十六年『六

鷁退飛過宋都』的異常現象，周內史叔興釋為『是陰陽之事』。」謝松齡：《天人象：陰陽

五行學說史導論》（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年 4 月），頁 19。陳錫勇云：「是將虢公

文所述『土氣』轉而為『陰氣』，並以之與『陽氣』對舉，合二者為『天地之氣』，二氣各

有特性，陽氣升而陰氣降；二氣各有秩序，失序則民亂，陰氣、陽氣失調而有地震。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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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義：第一、它反映了人門把現象的多樣性，描象為本質的對立性的辯證認

識過程。……第二、伯陽父認為陰陽應當保持並在一定時間內也能夠保持一定的

秩序，同時，陰陽的鬥爭又必將失其秩序，這裡包含了對立統一規律的思想萌芽，

也是十分珍貴的。第三、是從哲學的角度，闡明世界萬物是陰陽之氣運行而成的

思想端倪。110」陰陽二氣成為天地間生生作用的概念產生。「伯陽父最先提出陰

陽概念後，老子又作了進一步的哲學概括。111」《老子‧四十二章》有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12 

 

  梁啟超曰：「陰陽二字意義之劇變，蓋自老子始。113」《老子》明確指出陰陽

為創生萬物的基礎元素、作用，陰陽二氣相互激盪調和產生萬物。至此，陰陽有

了明顯哲學性的意涵。《莊子‧卷七下‧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云：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兩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為之紀，而莫見其形。114 

 

以及《管子‧卷二十‧形勢解》：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

                                                                                                                                            
文獻記載上首次提出陰陽二氣為天地之氣的概念。」陳錫勇：《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初探》

（臺北：文津出版社，1992 年 8 月），頁 114。 
110  方立天：《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冊）（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12 月），頁 193。

楊濟襄云：「若根據〈周語〉所載，那麼，把『陰』、『陽』從陰寒與溫暖的氣候推想為天

地間的兩種氣，是西周末年就有的事。……其中有兩點特別值得注意：1、『陰』、『陽』是

獨立存在的兩種氣，它們有一定的性質與作用，二者相合的結果，順遂與否將左右雨水、

河川、土地等自然秩序。2、『陰』、『陽』與人事有密切關係，人事不當，將導致陰陽二氣

失序，並且造成人世的災異。」陽濟襄：〈由《淮南子》看先秦至漢初『陰陽』觀念之轉

化〉，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第二屆先秦兩漢學術全國研究生論文發表會論文集》

（臺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 年 6 月），頁 285。簡松興云：「在此，陰陽被認為是

天地之氣，它是獨立的兩種氣，有一定的性質與作用，對大自然的現象有所影響。其次就

是與災異結合，伯陽父認為陰陽與人事關係密切，兩者互為影響。」簡松興：《西漢天人

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露》、《史記》為中心》（臺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論文，1998 年 6 月），頁 23－24。 
111  同註 110，頁 193。 
112 （晉）王弼注：《老子道德經》（臺北：藝文印書館，1967 年，《百部叢書集成》本），下篇，

頁 8。         
113  梁啟超：〈陰陽五行說之來歷〉，收入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五冊），下篇，頁 347。 
114  王叔岷：《莊子校詮》，中冊，頁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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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

時之節也。115 

 

皆把陰陽二氣視為天地間氣候遞嬗、萬物相生之理 116。到了《周易‧繫辭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見之謂之仁，知者見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不知，故君子之道鮮矣。117 

 

  陰陽二氣已被用來詮釋生生不息的萬物根源「道」，至此，陰陽氣化概念大

致底定。 

 

（二）五行 

 

  關於五行的記載最早可見於《尚書》。《尚書‧夏書‧甘誓》云： 

 

大戰于甘，乃召六卿，王曰：嗟六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行，

怠棄三正。118 

 

  在此提到的五行，梁啟超認為「此文應解成威侮五種應行之道，怠棄三種正

義。其何者為五，何者為三，故無可考，然與後世五行說絕不相蒙蓋無疑。119」

此外，《尚書‧虞書‧大禹謨》云：「禹曰：於！帝念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水、火、金、木、土、谷，惟修；正德、利用、厚生、惟和。120」《左傳‧文公‧

傳七年》云：「六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金、木、土、穀，謂之六府。正

德、利用、厚生，謂之三事。121」這裡提到的水、火、金、木、土、穀，稱為六

府，是用以養民的六種物品，可知此時水、火、金、木、土為五行的觀念並沒有

                                                 
115  黎翔鳳：《管子校注》，下冊，頁 1168。 
116 《管子‧卷十四‧四時》：「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理也，四時者，陰陽之大徑也。」同註

114，中冊，頁 838。 
117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頁 148。 
11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七，頁 98。 
119  梁啟超：〈陰陽五行說之來歷〉，收入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五冊），下篇，頁 350。 
120  同註 118，卷四，頁 53。 
121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三，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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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尚書‧周書‧洪範》又云： 

 

一，五行，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金，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金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122 

 

在此雖明確指出五行為水、火、木、金、土，順序也與前者不同，但梁啟超

認為「此不過將物質區分為五類，言其功用及性質耳。123」可見此時的五行仍為

五種具體素質，並無哲學意涵。《墨子‧卷十‧經下第四十一》云： 

 

五行毋常勝，說在宜。124 

 

《墨子‧卷十‧經説下第四十三》亦云： 

 

五合。水土火 125。火離然。火鑠金，火多也。金靡炭，金多也。合之府水，

木離木 126。127 

 

藉由兩段《墨子》的討論可知當時已有五行相勝的觀念，但仍最初始描寫物質性

質互相生剋的情況。然而梁啟超認為「實則勝訓貴；意謂此五種物質無常貴，但

適宜應需則為貴。其說甚平實，不待穿鑿也。128」因此不能說五行觀念於當時已

產生。但由戰國時期所記載的文獻來看，五行觀念的產生與發展在當時已非常盛

行 129。《左傳‧昭公‧傳十七年》云： 

 

冬，有星孛于大辰，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

                                                 
122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十二，頁 169。  
123  梁啟超：〈陰陽五行說之來歷〉，收入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五冊），下篇，頁 350。 
124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二冊）（臺北：世界書局，1958 年），上冊，頁 195。 
125  注：「疑當作木生火。張云：五行自相合者，水土火，金待火而合，木待金而合。按：張說

未知是否。」（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冊，頁 226。 
126  注：「疑當作木離土。」同註 123，頁 226。 
127  同註 124，頁 226。 
128  同註 123，頁 351。 
129  謝松齡云：「五行觀念的發生，當早于戰國中、末期以前。因為產生于戰國中、末期的五

德終始說，以及《洪範》、《呂氏春秋‧十二紀》中的五行學說，已是相當成熟、相當完整

的思想體系了。」謝松齡：《天人象：陰陽五行學說史導論》，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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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年吾見之，是

其徵也。火出而見，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不

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數得天，若火作，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辰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

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

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若壬午作乎？水火所

以合也，若火入而伏，必以壬午，不過其見之月。」鄭裨灶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若我用瓘斝玉瓚，鄭必不火。」子產弗與。

130 
 

此段首先可看出它將水火對舉，並云「水，火之牡也。……水火所以合也」，

知其將水火相配，可見五行以不單指五種素材，且五行相合的觀念產生。其次，

《左傳》記載「宋，大辰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杜預注曰：「大辰，房心

尾也 131」、「大辰、大火，宋分野 132」，由此可看出當時以星辰作為區域分野的觀

念產生，同時五行觀也以與災異現象結合，可見五行觀已發展的相當成熟。《管

子‧五行第四十一》云： 

 

五聲既調，然後作立五行，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

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行御，天子出令，……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

火行御，天子出令，……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行御，天子出令，……

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金行御，天子出令，……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

水行御，天子出令，……七十二日而畢。133 

 

  《管子》更進一步，將干支與五行觀相結合，並與天子行事相互搭配，形成

以五行生剋之理對君王一年行事施政的規範。至此，五行觀已形成一套龐大的思

想系統。且對後世造成很大的影響，如《呂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

                                                 
130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八，頁 838

－839。 
131  同註 130，頁 834。 
132  同註 130，頁 838。 
133  黎翔鳳：《管子校注》，中冊，卷十四，頁 86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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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在此基礎上所完成的。 

 

（三）陰陽五行的合流 

 

陰陽五行的結合，戰國末年的鄒衍是重要的關鍵。《史記‧封禪書》云：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論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

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后皆燕人，為方僊道，形

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不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不可勝數也。134 

 

根據《史記》記載，鄒衍所創的「終始五德之運」、「陰陽主運」學說，首次將陰

陽與五行作出結合 135，以下就陰陽與五行學說相合的狀況與鄒衍的學說作一整

理。 

  陰陽與五行兩家學說的內容，《漢書‧藝文志》中皆作了簡單的介紹。 

 

陰陽家者流，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歷象日月星辰，敬授民時，此

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泥於小數，舍人事而任鬼神。136 

 

   五行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行，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

五事以順五行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行之序亂，五星之變作，

皆出於律曆之數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不至。而

小數家因此以為吉凶，而行於世， 以相亂。137 

 

                                                 
134 （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一，卷二十

八，頁 541－542。 
135  王夢鷗云：「我們認為鄒衍之最大的創說：是把古已有之『陰陽』與『五行』兩種觀念合

而為一，使它成為宇宙諸現象的原動力。」王夢鷗：《鄒衍遺說考》（台北：商務印書館，

1966 年 1 月），頁 56。謝松齡：「即使鄒衍兼言陰陽、五行，亦尚未將二者融合為一。」謝

松齡：《天人象：陰陽五行學說史導論》，頁 47。鄺芷人：「根據『孟荀列傳』的記述，則

鄒（騶）衍是把『陰陽』與『五行』配合而立論，……至於他是否最先以陰陽五行合而論

之，這就無法稽考了。」鄺芷人：《陰陽五行及其體系》，頁 34。 
136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893。 
137  同註 136，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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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漢志》所載，陰陽家的由來，源於觀察天象變化的羲和之官，羲和之官藉由

觀察日月星辰的變化，訂定曆法，並根據陰陽生剋之理詮釋天文異象的發生，並

對人事作出譴告的學說。而五行家所討論的內容，是以木、火、土、金、水五行

之氣的變化之理，對人事的順逆、五星的變異，以曆律之數作出吉凶推測判斷的

學說。 

  而五行家的起源，班固認為即源自鄒衍五德終始之說，而陰陽家所討論的內

容，藉由觀測天象變異提出判斷譴告，也與鄒衍學說相近，由此可知陰陽五行兩

學說之結合，鄒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關於鄒衍的著作，根據《史記》、《漢書‧

藝文志》所載有「終始太聖之篇十餘萬言 138」、《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

五十六篇 139等，但今已亡佚。至於鄒衍的學說，《史記》中有一段較為詳細的記

載。《史記‧孟子荀卿列傳》云：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不能尚德，若大雅整之於身，施及黎庶矣。乃深觀

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太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不經，必先驗

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

衰，因載其禨祥度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不可考而原也。先列

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類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

所不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來，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若茲。以為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不得為州數。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

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類也。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六親之施，始也濫耳。王公大人初

見其術，懼然顧化，其後不能行之。140 

 

  根據司馬遷所載，鄒衍的學說是從觀察細微事物的變化中，推衍至天地萬物

的演化過程，並加入陰陽相生的觀念，形成詮釋天道生成變化的一種學說。此外，

                                                 
138 （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卷七十

四〈孟荀列傳〉，頁 939。 
13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893。 
140  同註 138，頁 93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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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衍還將此說用來推衍「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類所珍」和古

聖先王的盛衰的變化，並以五德終始觀詮釋，形成結合陰陽五行論述天地宇宙人

事變化的陰陽學說。 

關於鄒衍學說之內容，經學者的研究分析，大致可歸納出四大部分： 

 

1、五德終始說 

 

  根據王夢鷗的研究，鄒衍的「五德終始」說至少包括兩部分：「一是小型的，

五行之一年一周的終始；一是大型的，五行之從天地割判以來，一朝一代的終始。

前者是王居明堂而行的時令，後者是受命而帝的制度。141」  

  大型的「五德終始是『五德之次從所不勝』的，所以說『虞土夏木殷金周火』。

142」此以五行相剋之理說明帝王、朝代的遞嬗。小型的五德終始言「『五行相次

轉用事隨方面為服』是東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金，北方水，春夏秋冬，

相次用事的 143」，此以五行相生之理，言五行更迭君王服色、施政、居處方位等

的改變。 

 

2、大九州說 

 

  根據《史記》記載，鄒衍的大九州說，是以儒者所謂中國為中心，名曰赤縣

神州，赤縣神州內又可分為九州，而中國之外又有如赤縣神州般的八州，因此他

將天下分成八十一分，合為九大州，而大九州之外「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

際焉 144」。 

  鄒衍「透過由小推大，由進推遠的方法，先說中國境內的大小山川、河道、

地理出產與人文，然後向外推衍 145」，形成特殊的地理觀。 

                                                 
141  王夢鷗：《鄒衍遺說考》，頁 56。 
142  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使說下的政治和歷史〉，收入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五冊，下篇，

頁 621－622。 
143  同註 142，頁 622。 
144 （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卷七十

四〈孟荀列傳〉，頁 939。 
145  陳麗桂：〈《淮南子》中的陰陽學（一）—天文〉，收入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四

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年 4 月），

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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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道宇宙論 

 

  陳麗桂認為「鄒衍既號『談天衍 146』，其術定然不會只有言『主運』言明堂

政令的大小『終始』，與說地理的大小『九州』，而應該有著相當比重推衍天道的

學說理論。……顯然鄒衍之說應另有『稱引天地剖判以來』，或『天地未生，窈

冥不可考而原』的部分，那樣才更符合其『談天衍』的名號。147」 

 

4、律曆、數術 

 

  根據司馬遷 148及班固的說法，陰陽家學說的內容主要是以陰陽之術觀天象、

四時、二十四節氣等的變化，對人事吉凶進行譴告。因此同樣被歸為陰陽家的鄒

衍應該也有關於這部分的學說內容。陳麗桂云：「《太平御覽》八四二引劉向《別

錄》云：『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不生五穀。鄒子居之，吹律而溫至，

生黍到今，名黍谷焉。』鄒衍應該是深通曆術與『候氣』之法的。……則在鄒衍

的學說中，原本或亦有著曆術一類理論記載。149」 

 

  綜合觀之，鄒衍的學說大致包含以上四類內容，這種以陰陽五行對天文、地

理、歷史進行吉凶推衍的方式，對秦漢以降的諸子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從《呂

氏春秋》到漢代《淮南》、《春秋繁露》的內容之中，皆可以看到陰陽五行思想的

繼承與發展。 

 

二、先秦諸子 

                                                 
146 《漢書‧藝文志》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漢）班固撰、（唐）

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892。 
147  詳說見陳麗桂：〈《淮南子》中的陰陽學（一）—天文〉，收入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25。 
148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 忌諱，使人拘而多所

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不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度、二十四節各有教令，

順之者昌，逆之者不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不可失也』。」（漢）司馬

遷撰（唐）司馬貞索隱、張守節正義（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頁 1349。 
149  同註 147，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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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中以道家思想為主，兼融眾家思想特色，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其內

容幾乎涵蓋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礙於篇幅，本文專以先秦諸子對《淮南》氣論思

想的影響作一整理概述。 

 

 

（一）道家 

 

  道家思想以《老》《莊》為代表，兩書「同推崇『道』，同推崇自然無為。150」

《老子》云：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無名，萬物之始也；有

名，萬物之母也。故恒無欲也，以觀其妙；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徼。兩者

同出，異名同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151 

 

《老子》第一篇就點出道的特性，玄妙不可言說，無形以觀其徼，且為天地

之始。而《淮南》第一篇為〈原道〉，其內容言道之原，並詳述道之特色，足可

見《淮南》對道之重視。而〈原道〉對道的描述，言道之特色無形無限、能動能

靜、可小可大，並且道之作用具體存在與充滿於天地萬物之間。這種對道之特色

的說明正是站在《老子》對道的描繪之上加以推衍展開。 

  除了道本體論深受《老子》影響之外，《老》《莊》在宇宙論、及修養論亦對

《淮南》產生不小的影響。《老子》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52 

 

 

                                                 
150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129。 
151 （晉）王弼注：《老子道德經》，上篇，頁 1。王弼本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兩者同出而

異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今據陳錫勇校改，詳說參見陳錫勇：《老子校

正》（臺北：里仁書局，2003 年 9 月），頁 164－168。 
152  同註 151，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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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齊物論》云：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

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

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153 

 

  《老子》與《莊子》皆認為道創生萬物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老子》以一、

二、三說明其過程之奧妙不可明言的特質，《莊子》更以層層推論展現萬物生成

過程之繁複，這皆影響《淮南》對宇宙生成論的推論。在修養論的部分，《莊子‧

內篇‧養生主》云： 

 

為善無近名，為惡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

養親，可以盡年。154 

 

  修養的關鍵在於形體不要被名利、好惡所牽引，順著自然之常道，就能保養

心性精神，以養天年。故修養最高境界在於合於天道，而修養功夫首重「壹其性，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155」要能體道，最重要就是要使心性專一虛

靜，保養形氣使其調和通暢，如此便能保全形體生命與天道相合。《莊子》這種

著重心性修養必須遵循天道自然的觀點，對《淮南》產生重要的影響，進而提出

「保養形氣神」與「反性於初」的心性修養觀。 

 

（二）儒家 

 

  《淮南》高誘敘云： 

 

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李尚、左吴、田由、雷被、毛披、

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153  王叔岷：《莊子校詮》，上冊，卷一，頁 70。 
154  同註 153，卷二，頁 27。 
155  同註 153，中冊，卷七〈外篇‧達生第十九〉，頁 67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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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由此可知劉安賓客中亦有不少為儒家學者，因此《淮南》雖以道家思想為主，

但也融合不少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影響《淮南》最深的部分在於心性的詮釋。《論

語‧陽貨》：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不移。157 

 

  孔子將人之性分作三個層次：第一為上智，此類人天生聰慧，第二為下愚，

此類人天生性情乖戾，孔子認為此兩類人之性無法去改變，因上智者本身就能維

持本性清明，不須靠外在教導學習，下愚者本性極惡，無法靠學習更改。唯有上

智下愚間的中人，可以靠學習修養使本性向善，但若中人不努力修養，也是會使

原本清靜的心性受到遮蔽而為惡。故「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158」《淮南》

對人本性的看法，承繼孔子「性分三品」的觀點，進一步強調學習對人的重要性。 

  此外，關於性情的討論，《淮南》明顯受到《荀子》以及秦漢之際《禮記》

的影響。《荀子‧正名》：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不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

好、惡、喜、怒、哀、樂謂之情。159 

 

《荀子》認為天生自然清靜的狀態為性，而性受到外物的感動產生的好、惡、喜、

怒者稱為情。因此情為性自然的反應，本無善惡可言，但若內心無法節制，亦或

受外界聲色誘惑，使情緒過分表現，以致無法回歸本性清靜，失去天道自然之理

序。除了對性的討論，《荀子》亦對心的特色提出獨特的看法。《荀子‧解蔽》：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令而無所受令。160 

 

                                                 
156 （漢）劉安：《淮南子》，敘，頁 2。 
157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論語注疏》，卷十七，頁 154。 
158  同註 157，頁 154。 
159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卷十六，頁 379－380。 
160  同註 159，卷十五，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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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形神之主宰，《荀子》強調了心在人生命中的地位，具有主宰的作用。《淮南》

也延續了《荀子》說法，言心統形氣神，並為管理知覺官能的五臟之主，更加強

心在掌管人生命的部分。 

  《禮記》為漢初完成之著作，此書在對性的詮釋上大致延續《荀子》之說，

《禮記‧樂記》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惡形焉。

好惡無節於內，知誘於外，不能反躬，天理滅矣。161 

 

《禮記》特別強調天賦予人之本性是清靜的，情欲的產生是清淨本性受外物之感

動所造成，若是無法控制外界的誘惑，天性就會遭到破壞。《淮南》對本性的看

法便是繼承《荀子》、《禮記》之說而來。此外，《禮記‧樂紀》有云：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樂喜怒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162 
 

  〈樂記〉提出了人的本性中有血氣心知的觀念，認為溝通形體之血氣與主宰

認知判斷之心為人天生本有的部分，本性與外界感應產生情緒，心知作用即透過

形體向外的呈現。  

劉安與其賓客深受孔子以降儒家對心性情闡釋的觀點，故在《淮南》當中加

以繼承，同時融合漢初流行的氣論思想，重新詮釋與發揮，構成以氣論述的心性

觀。 

 

 

 

 

 

（三）黃老 

                                                 
161（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禮記正義》六十三卷（臺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

疏》本影嘉慶二十年重刊宋本，2001 年 12 月），卷三十七，頁 666。 
162  同註 161，卷三十八，頁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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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鼓應云： 

 

   「黃老」乃是黃帝與老子的合稱。雖是合稱黃帝與老子，然而就理論內容

來看，黃帝僅為依託的對象，老子的道論方是黃老之學的理論主軸。163 

 

而〈太史公自序〉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

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立俗施事，無所不宜，指

約而易操，事少而功多。164 

 

  可見司馬遷對道家思想所作的詮釋，已非《老子》、《莊子》的道家，「他說

的道家乃是黃老道家 165」。黃老思想在戰國末年經由稷下學官們如鄒衍、淳于髡、

田駢等人的討論與發揚，達到鼎盛 166，而在戰國末年出現的《管子》167與秦呂不

韋的《呂氏春秋》168，都被視為黃老學說之重要著作。 

  黃老思想對《淮南》最大的影響，在於精氣說與自然天道宇宙觀。首先關於

精氣說的部分，《管子‧內業》云：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

                                                 
163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頁 4。 
164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冊二，卷一百三十，頁 1349。 
165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149。 
166 《史記‧卷四十六‧田敬仲完世家第十六》：「宣王喜文學游說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六人，皆賜列第，為上大夫，不治而議論。是以齊稷下

學士復盛，且數百千人。」同註 164，頁 754－755。 
167 《管子》中的〈內業〉、〈白心〉、〈心術上〉、〈心術下〉等四篇所呈現的思想主題與特質，

陳麗桂認為「它們從治心之理上去論治國之道，由自然之道上去講政道，強調尊君、崇尚

刑名與法，主張人君用虛無靜因之術去完成統御，並且用『精氣』去詮釋形、神修養問題，

也兼揉道德、理、法為一，不但和黃老帛書所呈現的思想主題大致相同，合司馬談〈論六

家要旨〉裏所提示的黃老道家思想特質也相當一致。」說見陳麗桂：《戰國時期的黃老思

想》（臺北：聯經出版社，2005 年 11 月），頁 109。 
168  陳麗桂云：「《呂氏春秋》用『太一』稱代『道』，用『精氣』詳釋『道』，暢論其充滿唯物

色彩、修節適情的養生術，與心物雜揉的感應說；並由天圜地方的自然之道中，提煉出虛

靜因任的無為術與正名審分的刑名論；又主張文武並用、刑德相養，且略論兵術，與戰國

時期黃老學家，若黃老帛書、《管子‧內業》等四篇的作者，乃至申不害、慎到、韓非諸

人的部分思想，呈現著相繼相承的現象。」說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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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知失生。169 

 

  精氣為氣中最精妙的部分，「氣者，身之充也 170」，它可充盈於形體之間，使

形體正常運作，產生認知判斷作用。「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列星

171」，精氣更流動於天地之間，創生萬物。《管子‧內業》又云：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不涸，四

體乃固，泉之不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172 

 

  精氣作用若能保養於形體中，內在五臟以及外在肢體便能因精氣的充滿而

「浩然和平」。而且《管子》更將氣與道等同視之，〈內業〉云：「夫道者，所以

充形也。173」陳鼓應云：「『道』在此即是『精氣』之意，精氣是充滿人身的。174」

《管子》對精氣的詮釋，以及精氣運用至心性形體修養方面，皆為《淮南》氣論

思想奠定基礎。其次，在自然天道觀方面，《管子‧形勢解》云：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

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

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不生殺也，主未嘗不賞罰也；

故曰：春秋冬夏，不更其節也。175 

 

  《管子》以陰陽二氣的消長，對四季的遞嬗，季節的變化作出詮釋。《呂氏

春秋》更將此觀念大大發揮，建立氣化天道觀。《呂氏春秋．圜道》云： 

 

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立上下。何以說天道之圜也？精氣一

上一下，圜周復雜，無所稽留，故曰天道圜。何以說地道之方也？萬物

                                                 
169  黎翔鳳：《管子校注》，中冊，卷十六，頁 937。 
170  同註 169，卷十三〈心術下〉，頁 778。 
171  同註 169，卷十六，頁 931。 
172  同註 169，頁 938－939。 
173  同註 169，頁 932。 
174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頁 23－24。 
175  同註 169，下冊，卷二十，頁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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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類殊形，皆有分職，不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

不易，其國乃昌。176 
 

  天道的運行皆是由陰陽二氣交互作用而成，因此天地萬物之間，以及天道宇

宙的運行，全都是以氣為基礎所建構完成，《呂氏春秋》中的十二紀，更直接把

十二個月的輪轉過程以氣詮釋，並且配上五行、星象以及君王施政法則，而《淮

南‧時則》便是依據十二紀的內容，闡示其對氣化天道的觀念。 

 

 

 

                                                 
176 （周）呂不韋等撰、陳奇猷校釋：《呂氏春秋校釋》，上冊，卷第三，頁 171－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