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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氣化天道論 

 

第一節 道的內涵 

 

  自《老子》以降，道家皆主張道是唯一最高主體，《老子》的思想也是由道

開始推衍。《淮南》首篇即曰〈原道〉，可知「道」為全書中重要的主旨思想，《淮

南》繼承《老》、《莊》以來對道的討論，對道的特性作了許多描繪，歷來學者

也對此有詳細的論述，張立文歸納出道的涵義有二：「（1）道生萬物。……（2）

道為規律。」與道的特徵有二：「（1）道無形而又實存。……（2）道至大無限

而又運動不息。道是無限的存在。」1而陳麗桂認為「《淮南子》的『道』性，

基本上承繼了《老子》『道』的一切性徵：（1）虛寂無形、含容廣大。（2）先天

地生，超越時空。（3）非一般感官知覺對象，卻是絕對真實的存在。（4）虛寂

而不僵化，汩汩靈動，生生不已。（5）是超乎一切相對價值之上的絕對標準。（6）

它生化萬有，也是使萬有顯性的唯一根源。2」 

但《淮南》在道體的敘述上，除了繼承道家論道的思想外，更融合了當時

流行的陰陽氣化思想。故陳麗桂云：「《淮南子》的「道」論，基本上承自老莊

的唯心路線，卻朝著黃老帛書一系轉化，與「氣」結合，開展出我國思想史上，

氣化宇宙論的典型，明顯呈現著心物雜揉的型態。3」因此，道的內涵特色在《淮

                                                 
1 張立文：《道》（臺北：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 年 5 月），頁 97－99。楊有禮歸納出道的含

義有二：「第一，道生萬物。……第二，道是規律、準則。」與道的特徵有二：「第一，道無

形無象而又實存。……第二，道無所不在，運動不息。」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

國文化》，頁 49－51。 
2 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67。于大成：「在《淮南子》的意思，道應該具有三種

特性：（1）道是無所往而不在的，（2）道是萬物所以生成之根源，（3）道是柔弱的。」于大

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頁 157。金春峰認為「在『道』本的存有論上，有五

要點：第一，道是萬有所從出的本根，……第二，道是存有者的本真，萬物若能與道同德，

適性適情；反之，則自我異化而受挫折。……第三，道是萬物實現的內在依據，亦即實現原

理，……第四，道是絕對而無所不在的，……第五，道既內在亦超越」。金春峰：《漢代思想

史》，頁 34－35。牟鍾鑒歸納道的特性有「第一、『道』無所不在。……第二、『道』無所不

能。……第三、『道』自然化生萬物。……第四、『道』無形無象而又實有。……第五、『道』

又指各種自然與社會事物的具體規律。」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73－

176。王云度歸納道的特性「首先，『道』是無所不在的。……其次，『道』是萬物運動變化

的原因。……第三，『道』既無形又有形，既柔弱又剛強。……這樣的『道』就可以說是無

所不有，無所不能。」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1。 
3 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62。李增也認為：「因此淮南子在解說道，與道生萬物

之過程，以及萬物變化之理論，就不是完全跟隨老莊玄學的路上走，而是混雜了陰陽家的思

想。」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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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一步的發展、描繪下，不再只是停留在虛玄、恍惚、不可形容掌握的形

上層次，更進一步的描述落實到人生實際的層面。同時藉由自然界中變幻莫測

但又具有循環規律現象的反覆論證，強調道的無限、生生、運轉不息等特質，

並且帶出道與氣的密切關係。以下根據眾家討論結果，試以氣論觀點對《淮南》

中道的思想特色，作一整理分析。 

   

一、絕對的本體 

 

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立，塊

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不中規，方不中矩，大渾而為一，葉

累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不既，

用之而不勤。4 

 

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5 

 

  無形就是一，一者道之本，它是獨特不改變、至高無上、唯一、獨立、超

越萬物之上的，因此道是最高、形上的絕對本體，道即一。道透過陰陽二氣生

生作用具體生化出九天、九野，由此可證明道作為絕對主體的地位，道藉由內

在陰陽氣化作用貫通於形上、形下之間，不受具體有限規矩限制，這是因為不

論是規矩方圓等自然規律都是由唯一至高無上的道體所生 6。 

 

   植之而塞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於六

合，卷之不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7 

 

                                                 
4（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7。 
5 同註 4，卷十四〈詮言〉，頁 106。 
6 楊有禮云：「《淮南子》認為，『道』是萬物發生的總根源，是天地萬物之前的原初狀態。」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49。牟鍾鑒云：「由于萬物皆發源于道，世界

便是一個整體，彼此不可分割地聯繫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道』是天地萬物之前的宇宙

原初狀態。」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75－176。陳麗桂：「『道』基本上

是虛無、廣漠、高於天地、生受萬有，『享穀食氣者皆受』的，宇宙間一切生類皆由道來，

道是一切的根源，超乎萬物之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63。 
7 同註 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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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

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8 

 

  對於道狀態的描繪，《淮南》不像《老》、《莊》使用虛無、恍惚等抽象的詞

彙，相反的使用大量具體有限的詞彙，如「天地」、「四海」、「朝夕」、「六合」，

以及具有相對概念的辭彙，如「約張」、「幽明」、「弱強」、「柔剛」、「陰陽」、「窈

明」。《淮南》藉由眾多具體的概念，由反面的角度說明道是超越在這些詞彙所

包含的範圍之上，且是「卓然獨立」的。9 

 

道者，一立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理，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

也，純兮若樸；其散也，混兮若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若深

淵，汎兮其若浮雲，若無而有，若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

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若神；其行無迹，常後而先。10 

 

  道是一切事物最初的根本、開端，順著道中蘊含的生生作用具體萬物因此

產生，《淮南》認為道創造的作用是非常快速且玄妙不可知的，故曰「一立而萬

物生矣」。並且，道創生作用無所不在，沒有任何形兆，但其中蘊藏各種可能性，

因此可化生不同形貌的萬物。此外，道的行動是無具體跡象的，沒有形跡可掌

握，雖然看似毫無動作，但道生生神化的創造作用卻早已開始動作了。 

  此段《淮南》在確立道為本體之後，闡述道與萬物的關係，道為萬物的根

本，萬物皆由道所生，故《淮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11」。這是

受《老子》描述道生萬物過程之觀念影響，《老子》認為道是惚恍、化生萬物的

作用，是萬物的主體，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8（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二〈道應〉，頁 83。 
9 陳麗桂云：「道是超乎一般質性、數量之上的，可大可小，彈性無限，永不增減，也絕不改

變。……這裡作者窮盡一切相對的概念，去反襯道體的絕對。」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

思想》，頁 65。洪嘉琳：「『道』在時間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就其本身而言，又是無形無

象，並富含各種對立元的。而『道』是萬物生成之根據、本源」。洪嘉琳：〈《淮南子‧原道》

之得道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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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10 同註 8，卷一〈原道〉，頁 7。 
11〈天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漢）劉安：《淮南子》，卷三，頁 22；〈精神〉：「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同註 8，卷七，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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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2」《老子》認為「道是宇宙之本體，『一』是宇宙之生

成。 13」而《淮南》兩引此文則直言「一生二」，可知其特別強調道之動的創造

義，並已將道視作一。 

  高誘云：「一謂道也，二月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說一者元氣也，生二者

乾坤也，二生三、三生万萬，天地設位，陰陽通流，萬物乃生。14」可知《淮

南》認為一即道，二為陰陽神妙的作用，順者陰陽相互調和之作用，萬物化育

而生。由此《淮南》帶出陰陽氣化作用，並說明陰陽二氣為道所蘊含之創生作

用 15，無限超越的本體要能創生萬物，就必須要靠能貫通形上超越與形下具體

的氣化作用。 

 

二、無形但實存 

 

忽兮怳兮，不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不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

遂兮洞兮，不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16 

 

古未有天地之時，罔像無形 17，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鴻蒙

澒洞 18，莫知其門。19 

 

延續了《老子》以來對道的描述，《淮南》也認為道具有無形無限的特性，

                                                 
12（晉）王弼注：《老子道德經》，下篇，頁 8。 
13 陳錫勇：《老子校正》，頁 39。 
14（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5。 
15 張立文云：「道包含有陰陽兩個對立的方面。陰陽相摩相蕩而演化出萬物。」張立文：《道》

（臺北：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 年 5 月），頁 100。楊有禮：「這種與陰陽變化相伴隨的道，

就是事物運動發展的規律。因此道又是陰陽之道。由此可見，陰陽變化是道的內容。」楊有

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年 4 月），頁 53。 
16 同註 14，卷一〈原道〉，頁 3。 
17「罔像無形」本作「惟像無形。」俞樾云：「惟乃惘字之誤。隸書罔字或作 ，故 與惟相似

而誤。……今作『惟象無形』，義不可通。」參見（清）俞樾：《諸子平議》，收入《春在堂

全書》（第二冊）（臺北：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 年 9 月），頁 941。今從校改。 
18「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鴻蒙澒洞」本作「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洞」。

于大成：「御覽一、事類賦注一、海錄碎事九下、蔡箋杜詩六引此文，皆作『鴻蒙澒洞』。……

御覽一下引明標高誘注，則高本作『鴻蒙澒洞』，上文『窈窈冥冥，芒芠漠閔』，御覽引作『幽

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亦高本如此。其御覽三百六十、楚辭天問補注、蔡箋杜詩

二十七、三十七、韓愈南山詩方崧卿注（卷一），柳宗元非國語童宗說音註、群書通要甲集

一引與今本同者，反是許本。」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543。今本〈精神〉

篇為高誘本，故從于說校改。 
19 同註 14，卷七〈精神〉，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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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淮南》用了「恍惚」、「幽冥」、「洞灟」、「窈冥」、「茫茫昧昧」、「鴻蒙澒

洞」等具有虛玄無形特質的詞句，企圖表現道沒有形象，混沌無形狀的特色。「《淮

南子》雖然強調道是無形的，但這種無形的道，絕不是一種虛無飄渺的絕對精

神，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具體的事物來感知它的存在。20」 

 

   天圓地方，道在中央。21 

    

往古來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見不

遠者，不可與語大；其智不閎者，不可與論至。22 

 

道不只是形上虛無、超越絕對的，同時更實存於宇宙之間，並且成為天地間萬

事萬物中的本質與規律，故道並非沒有，李增云：「雖然道是恍惚無形，或者如

老子稱之為『無』，然而此『無』並非絕對虛零，不具一物；而實際上仍是『有

物混成』，只是此『有物』為『視之不足見，聽之不足聞，用之不可既』而已。

然此無形者卻是為有形之物之根由。23」故道雖無形超越萬物之上，但透過陰

陽二氣的作用，具體化生萬物，藉由氣的作用，使道實際存在並盈滿於宇宙天

地萬物之間。可見，《淮南》相當著重在描述道具體落實的部分。 

 

   甚淖而滒，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麟

以之游，鳳以之翔，日月以之明，星曆以之行。24泰古二皇，得道之柄，

立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輪轉而無廢，水流

而不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不應；雷聲雨降，並應無窮。鬼

                                                 
20 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吉林：吉林教育出版社，1998 年 12 月），頁 201。楊有

禮：「這種無形象性有兩重含義：含義之一，是說道作為世界的原始狀態，它是渾然不分的，

所以又稱之為『一』。含義之二，是說道作為萬物運動的總規律是內在的。這兩重涵義說明

道並不是虛無，而是一種無形的實存。」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1。 
21（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22。 
22 同註 21，卷十一〈齊俗〉，頁 79。 
23 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頁 52。 
24「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麟以之游，鳳以之翔，日月以之明，星曆以

之行」本作「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曆以之行，麟以

之游，鳳以之翔」。于大成：「『日月』二句，當在『鳳以之翔』之下，山、淵、獸、鳥、麟、

鳳、日月、星歷，以類相從也。文子道原篇用此文，麟、鳳二句正在上，當據乙。」于大成：

《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100。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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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入 25，龍興鸞集；鈞旋轂轉，周而復帀。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

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矝而得於和 26，有萬不同

而便於性。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覆天地而和陰陽 27，

節四時而調五行。28 

 

  天地萬物順著自然之道的準則運轉不息、生化萬物，因此，《淮南》在描繪

無形但實存之道時，運用對具體的事物規律的敘述，欲證明道實際存在於宇宙

萬物之中。《淮南》舉出日、月、星、曆、風、雲、雷、雨等天文現象，以及山、

淵、水等地理現象與獸、鳥、麟、鳳等動物的層面，說明日月星辰之所以會輪

轉不息、雷雨之所以會產生，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就下，鳥之所以會飛、獸

之所以會跑，這種種事物間的規律變化，皆是道透過氣化作用具體實存的例證。

而天地自然之運行、四時輪轉、萬物生長，其中都有道的存在。《淮南》強調虛

無的道之所以能落實在宇宙之間，就是因為氣化相生作用的相互調和激盪，才

能使道普遍實存於天地間，無所不在，與萬物終始。 

 

三、無為無不為 

 

所謂無為者，不先物為也；所謂無不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

不易自然也；所謂無不治者，因物之相然也。29 

 

  萬物依據道自然的規律孕育化生，因此道並非刻意有心有為的創造，而是

順著道之中陰陽相生作用所產生的不同比例，自然的生化出不同形類的事物，

故《淮南》的道是「無為而無不為」。所謂的「無為」是指萬物順著道中中所蘊

                                                 
25「鬼出神入」本作「鬼出電入」劉文典云：「文選新刻漏銘注引作『鬼出神入』。」劉文典：

《淮南鴻烈集解》，上冊，頁 6。今從校改。 
26「恬愉無矝」本作「恬愉無矜」。于大成：「說文十四上矛部：『矝，矛柄也。从矛，令聲』，

段注曰：『各本篆作矜，解云：今聲，今依漢石經論語、溧水校官碑、魏受禪表皆作矝。正之

毛詩與天、臻、民、旬、填等字韻，讀如鄰，古音也』，則矜字古作矝。……唯景宋本作矝，

高注，尚存古書之舊。氾論篇『無矝伐之色』，景宋本亦作矝。」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

上冊，頁 102。今從校改。 
27「其德覆天地而和陰陽」本作「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劉文典云：「群書治要、御覽七十七

引『優』並作『覆』。」同註 25，頁 8。今從校改。 
28（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3。 
29 同註 28，卷一〈原道〉，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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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自然之理而無限生生創造，而絕非刻意造作。「無不為」則是強調道雖無心

無為，故不會改變自然規律，但卻是積極創生萬物。所謂「無治」是指道雖為

最高本體，但不會去改變其自然生生之理，以迎合萬物。因為道「無不治」，萬

物只是順道體道而行，自然就會順利生成。 

  由此可知，道無為無不為，道不會干預萬物生長以及創生萬物之理緒，而

是使萬物隨順著自然的生化規律創生，道雖不主動而為但天地萬殊無所不成。

故《淮南》的道絕對不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順道而為。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不有，成化像而弗宰。30 

 

  道自然化生萬物，萬物間皆有道，並且各自獨立生長，道並不會干涉、主

導具體形類產生之後的變化，只要萬物隨順道之自然規律而為即可 31，故但若

違反道自然規律，就會出現異常的現象。對於道無為無不為的創生萬物，《淮南》

除了原則性的描述外，更是著重於以具體的世界的描繪，企圖藉道所化生的宇

宙間萬物變化之理，證明道自然無為而無不為。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列星朗，陰陽化，非有為

焉，正其道而物自然。32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露時降，非養草

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33 

 

道落實到具體世界中所產生的天文、地理、萬物，都不是有心有為刻意生

化，而是在不知不覺中，順著道中所蘊含的「陽施陰化」自然的規律而運行。

道透過陰陽二氣相生變化形成萬物，萬物就順氣化陰陽之理蘊育而生，如同天

降雨露時並不刻意為滋養草木而降，只是順其道而為，自然就會養育滋養而生

                                                 
30（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3。 
31 牟鍾鑒云：「『道』是萬事萬物發生的總根源，但它化生萬物沒有目的和意識，是一種自然

而然的過程。」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75－176。 
32「列星朗，陰陽化，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本作「陰陽化，列星朗，非其道而物自然」。

王念孫：「下三句本作『列星朗，陰陽化，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

『列星朗』，是說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句總承上文言之。今本『列星朗』句在後，

則失其次矣。」說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951。  
33 同註 30，卷二十〈泰族〉，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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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草木。34 

 

是故天下之事，不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不可究也，秉

其要趣而歸之 35。36 

 

道自然無為的作用落實在草木身上如此，落實到了人世間亦如此。天下之

事不可刻意有心有為，循道之所趨而為即是，亦不可強求推究道為何如此，自

然就能回到恬靜虛無之道的狀態。故《淮南》云：「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

焉 37」。說明了聖人只要無為而治，順天道四時自然的變化，萬物便會依道如理

恰當的表現，百姓只需順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道的展現，便能自然順利

的生活 38。 

 

四、循環生生不已 

 

天道曰貟，地道曰方。39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40  

 

  《說文》云：「道，所行道也。 41」道本義為道路，因此引申有規律之義。

而《淮南》的道不僅具有規律之義，還特別強調其生生循環的特質，並且以道

中陰陽相生之理說明萬物創生是依循環相生不已的規律運行。故楊有禮云：「《淮

                                                 
34 牟鍾鑒云：「『道』是推動事物運動的力量源泉，自然與社會依賴它而正常運行，天地萬物

依賴它而發揮自己的功能。『道』的原動力在自己內部，包含着剛柔、陰陽兩種對立的力量，

它引起的運動變化是層出不窮的。在這個意義上，『道』是指宇宙間萬物運動的最普遍最根

本的規律性。」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74－175。 
35「秉其要趣而歸之」本作「秉其要歸之趣」。王念孫云：「『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

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

相對為文，且歸與推為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句法參差而又失其韻矣。」說見王念

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66。 
36（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4。 
37 同註 36，頁 5。 
38 陳廣忠：「淮南王繼承老子的自然天道觀，認為要實現『無為而治』的目標，就要因循自然，

按照自然規律辦事，而不要違背這個規律。」陳廣忠：《中國道家新論》，頁 321。 
39 同註 36，卷三〈天文〉，頁 18。 
40 同註 36，卷二十〈泰族〉，頁 154。 
41（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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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子》認為，道是萬物運動的最普遍的總規律，『道者，物所導也』（繆稱訓）。

天地之所以能有次序地運行，萬物之所以能有次序地變化，就是由於受著道規

律的支配。42」《淮南》在描述道生生不息的特色時，還運用同樣是循環不已的

天體觀來描寫，「天圓地方」天地間萬物生長消滅都順此規則運行，運行至極而

返，欲滿則開始虧損，無始無終。 

   

原流泉浡，沖而徐盈，混混滑滑，濁而徐清。故植之而塞于天地，橫之

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於六合，卷之不盈於一握。……

是故能天運地滯，輪轉而無廢，水流而不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

事無不應；雷聲雨降，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43，龍興鸞集；鈞旋轂轉，

周而復帀。已彫已琢，還反於樸。44 

    

道的創造能力是生生不息並且源源不絕的，故《淮南》以泉水有源源流動

不絕的特性，形容道如泉水般會源源不斷的流動，永不止息，充盈於天地間。「天

運地滯」強調天與地的運行速度是不一樣的，雖然其運行的方向速度皆不同，

但皆循著天地之道「輪轉而無廢」，並且如同日月星辰在天體軌道的運行般「周

而復帀」。《淮南》又云： 

 

淖溺流遁，錯繆相紛而不可靡散，利貫金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

而翱翔忽區之上 45，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不足，與天

地取與，稟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46，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濫振蕩，與

                                                 
42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49－50。張立文：「道作為萬物運動變化的總

規律，可分為天地之道與人事之道兩類。天地之道就是自然界萬物的產生滅亡、變化發展規

律。……天道規律的特點是循環往復、周而復始。地道規律的特點是正直不偏。天道圓和地

道方，都是陰陽之道規律的作用。」張立文：《道》，頁 98－99。 
43「鬼出神入」本作「鬼出電入」。劉文典云：「文選新刻漏銘注引作『鬼出神入』。」劉文典：

《淮南鴻烈集解》，上冊，頁 6。今從校改。 
44（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2—3。 
45「而翱翔忽芒之上」本作「而翱翔忽區之上」。王引之云：「忽區二字，文不成義。區當作芒。

隸書芒字作 ，與相似而誤。忽芒即忽荒也。」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72。今

從校改。  
46「稟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本作「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兪樾云：「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

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不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連文，是

其證也。」（清）俞樾：《諸子平議》，頁 929。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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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鴻洞，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47 

 

  《淮南》如泉水般會到處流行，相互交錯不離雜，這說明了道所創生萬物

雖有萬類疏形，且萬物之間都有著「蟠委錯紾」非常複雜的關係，但都能依自

然生生中所蘊含之理順暢流行不紛亂。在此《淮南》以「淖溺流遁」、「邅回川

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描寫道之流行，具有時間無限流動義，而「靡濫振

蕩」、「蟠委錯紾」則表現出道生生作用具有無限包容的能力，並了解到道之流

動運行不是直線的而是曲折交錯，但如理流行「與萬物始終」，如圓道般無始無

終，永遠運轉不息。因此《淮南》又更具體的以天體輪轉運行不已的特質，描

述同樣也是生生運行不息的道。 

 

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行十二辰。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

從右行四仲，終而復始。……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

十二歲而周天 48，終而復始。49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辰，復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 50，

一歲而匝，終而復始。51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復得甲寅之

元。52   

 

天體的運行，不論是天上的星宿，或者是用來記錄年月日和方位的干支，

                                                 
47（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6—7。 
48「十二歲而周天」本作「十二歲而大周天」。王引之云：「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甲寅之年，

歲星在娵訾之次，（營室、東壁也。詳見下條。）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

子字見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太歲與歲星相應而行，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然

則右旋、周天，皆謂歲星，若建寅之太歲，左行於地，不得為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

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不得謂之大周。上文曰：

『歲星歲行三十六度十六分度之七，（句）十二歲而周。』無大字。」參見王念孫：《讀書

雜志》，下冊，頁 792－793。今從校改。 
49 同註 47，卷三〈天文〉，頁 21。 
50「十一月指子」本作「十二月指子」。王引之云：「『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

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同註 48，頁 795－796。今從校改。 
51 同註 47，頁 22。 
52 同註 47，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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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終而復始」的不斷運行。譬如天上的星座「斗杓」正月時指向寅位，經

過了一歲它又會在正月的時候回到寅位，又如「太陰」開始紀元始於甲寅年，

它也會在經過三終四千五百六十年後重新回到甲寅的位置。由此可知，道輪轉

不息的特質不只是形上境界超越的生生不息，落實在形下具體宇宙萬物之中，

同樣也是運行不止的，因此《淮南》才會說道是「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五、無限不可被限制 

 

   夫道者，覆天載地，廓四方，柝八極，高不可際，深不可測，包裹天地，

稟授無形。原流泉浡，沖而徐盈，混混滑滑，濁而徐清。故植之而塞于

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於六合，卷之不

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53 

 

  《淮南》的道是無形、虛無、實存且無所不在，萬物間皆有道，由此可知

道是不可被限制的，具有無限義，張運華云：「這說明道既具有時間的無限性，

又具有空間的無限性……正是由于道的這種無限性，所以它能『包裹天地，而

無表裏，洞同覆載，而無所礙』。54」正因道是無限的，因此不受限制。《淮南》

對於道不被限制的特色上，分為幾個方面論述。 

 

（一）時間無限 

 

《淮南》認為道無限超越在時空之上，不可被有限時間限制，故曰：「施之

無窮而無所朝夕」，道的作用無窮，不是時間可計度的。《淮南》又云：「往古來

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55」，時間貫穿了古今無限延伸，而且天道是「鈞旋

轂轉，周而復帀 56」生生運轉不止的，而道是超越在時間之上的，時間古今流

行運轉不息，這都證明了道在時間上的無限性。 

 

 
                                                 
53（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2—3。 
54 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199。 
55 同註 53，卷十一〈齊俗〉，頁 79。 
56 同註 5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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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無限 

 

道在時間上是無限的，空間上也是無限的，以下就《淮南》在空間上的無

限性分點論述之。 

其一，《淮南》列舉了許多相對概念，如「舒卷」、「約張」、「幽明」、「弱強」、

「柔剛」等，描述道不被相對概念限制。 

 

浮縣而不可究 57，纖微而不可勤。累之而不高，墮之而不下，益之而不

眾，損之而不寡，斲之而不薄，殺之而不殘，鑿之而不深，填之而不淺。

58 
 

其二，《淮南》用有形概念，如「浮縣」、「纖微」、「高」、「下」、「眾」、「寡」、

「薄」、「殘」、「深」、「淺」等，描述道不會被有形概念所侷限。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

而無表裏，洞同覆載而無所礙。59 

 

樸至大者無形狀，道至眇者無度量，故天之圓也不中規，地之方也不中

矩。60 

   

其三，《淮南》用度量單位，如「準」、「繩」、「規」、「矩」，描述道不是度

量單位所能限制的。 

  周桂鈿云：「《淮南鴻烈》要突出『道』的偉大，就說它比天還要高，覆蓋

著天，比地還低，承載着地。所以，道『包裹天地』。天高、地厚，都是可以探

測的，而道的高深卻是無法探測的『高不可際，深不可測』。所謂『廓四方，柝

八極』，都是指道充滿整個空間。61」，因此，《淮南》為了說明此觀念，借用了

                                                 
57「浮縣而不可究」本作「旋縣而不可究」。于大成：「旋疑當為浮，字之誤也。浮誤為游，游

壞為斿，遂又誤為旋。……此文之意，蓋謂浮縣無定而不可究極耳。」于大成：《淮南鴻烈

論文集》，上冊，頁 108。今從校改。 
58（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3。 
59 同註 58，卷十〈繆稱〉，頁 68。 
60 同註 58，卷十一〈齊俗〉，頁 79。 
61 周桂鈿：《秦漢哲學》，頁 67。 



 
 第三章 氣化天道論                  

 57

許多相對觀念、有形概念、度量單位，並反覆論述道在時間空間上的無限性以

及道無所不在的特質，同時也說明道是不可被這些有形、有限、相對的概念所

限制。表面上看起來《淮南》對道的描述，似乎是被這些具體詞語的論述侷限

了無限性，但相反的《淮南》是為了反證道無限不可被任何觀念經驗及有限事

物所限制，藉此突顯不管再多相對的、有形的觀念、在多的度量單位都是無法

侷限道的無限性 62。 

 

六、道與氣 

   

藉由上述討論可知道除了是無形、無限、虛無恍惚之外，道還落實在萬物

之中，萬物中皆有道，且道有生生創造的能力，萬物順著道之理自然化育而生，

可見得道不但具有形上絕對價值義，還有普遍性。《淮南》除了以大量文字描繪

道的狀態之外，受到《管子》以降精氣說的影響，《淮南》在解釋道生物的過程

之中，加入了氣化作用，形成以氣為內涵的道體觀 63。 

 

   天地未形 64，馮馮翼翼，洞洞灟灟，故曰太始 65。太始生虛霩 66，虛霩

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67。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

而為地。68 

 

                                                 
62 趙中偉云：「道既是超驗，必然不受經驗有限的限制。」趙中偉：《道者，萬物之宗：兩漢

道家形上思維研究》（臺北：紅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年 4 月），頁 12。張立文亦云：「道

在空間上可大可小，可伸可縮，可聚可散，可盈可虛，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張立文：《道》，

頁 100。 
63 陳德和：「『道』《淮南子》中又被稱之為『一』或者是『無』，它常常也和『氣』、『陰陽』

同時出現，這證明了《淮南子》的天道理論乃承襲自稷下道家而帶有陰陽家論道之痕迹者。」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60。 
64「地」本作「 」。錢塘云：「『墬』籀文『地』。」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上》，頁 1。

于大成：「說文十三下土部：『墬，籀文地，從阜土， 聲』，段注曰：『漢人多用墬字者，傳

寫皆誤少一畫』。」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243。今從校改。 
65「故曰太始」本作「故曰太昭」。王引之：「『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參見王念孫：

《讀書雜志》，下冊，頁 785。今從校改。 
66「太始生虛霩」本作「道始於虛霩」。王引之：「『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即承上

文『太始』而言。」同註 65，頁 785。今從校改。 
67「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本作「宇宙生氣，氣有漢垠」。王念孫云：「此當為『宇宙生元

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揚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兩元字，涯字

又誤為漢。」同註 65，頁 785。今從校改。 
68（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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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與氣的關係藉由此段引文可看出幾個重點：（一）道在元氣之先：道是形

上超越的本體，而在道創生落實在萬物的過程中，產生一種重要的元素「元氣」，

透過元氣清濁變化，具體天地產生。故道在氣先，氣為道由形上貫通形下具體

事物的重要媒介 69。（二）道中已蘊含陰陽氣化作用：道生虛霩生宇宙生元氣，

「元氣」當中有陰陽兩種創生作用，在陰陽兩種氣化作用相互調和之下，具體

天地萬物孕育而生。由此可之道中就已蘊藏陰陽兩種相生的作用，透過宇宙間

自然氣化之理，具體形物才能產生，因為氣具有既無形又有形的特質，故能順

利貫通上下，並流行於具體事物間，成為道可落實的重要關鍵。 

 

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兩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眾雄而無雌，又

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不言之辯，不道之道也。70 

 

此段《淮南》言不可言說之道，是透過陰陽兩種對立的作用，激盪調和相

生萬物，並強調陰陽作用為一體兩面，同時並存相互作用，才能具體創生。藉

此，《淮南》加強說明陰陽兩種創造作用間的關係，並強調道中已蘊含陰陽兩種

創造作用的觀點。 

藉由以上的討論，可知《淮南》中道的內涵不但繼承道家傳統，將道視為

最高本體、根源，並且對道無限不可被限制、無為而無不為等內涵加以保留，

除此之外，《淮南》將原本虛玄的推論，以具體又無限的事物來說明，使形上的

道除保有超越特質外，加強其落實到形下氣化世界的描述。故李增云：「淮南子

提倡氣化宇宙論，以氣為萬物之本質。道乘氣而落實於萬物。道若沒有氣為萬

物之質而乘之，則老莊之道只能是懸空而不切實際的形而上的抽象觀念。71」

因此《淮南》在對無限道體的描繪中，加入道生元氣、元氣生萬物過程的描述，

試圖將無限道體落實在現實社會中討論，並且建構一個無限但具體真實的氣化

                                                 
69 張立文云：「道是經由氣這一中間環節而產生宇宙萬物的。可見，道比氣更根本。道不僅是

萬物的本體，也是氣的本體。」張立文：《道》，頁 98。 
70（漢）劉安：《淮南子》，卷六〈覽冥〉，頁 4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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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7。

吳志鴻：「從兩漢時期宇宙論的思想主張中，幾乎用『氣』來說明宇宙的變化，無論是『陰

陽之氣』、或是『元氣』等。都是以『氣化』的思考模式，解釋整個宇宙萬事萬物間的關聯。

這樣的『氣化』的宇宙論觀點，不只成為漢代宇宙論思想的主流，也成為中國的思想中，幾

千年來解釋事物的思考模式之一，並為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吳志鴻：〈兩漢的宇宙論思想：

宇宙發生論與結構論之探討〉，收入《哲學與文化月刊》第 395 期（第卅卷第九期）（臺北：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09 年 9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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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第二節 道的生化 

 

在確立了道是天地萬物最初的根源之後，《淮南》接著討論道如何下生萬

物。有關道生化萬物的過程，先秦以來就有許多討論，如《老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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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73 

 

《老子》認為道是本體，萬物的創生皆由道始，故《老子》言道生萬物之

過程為「無生有」，道為無，「一二三」形容道生萬物恍惚不可名言之過程 74，

在道創生過程中，陰陽二氣為蘊含其間重要的創造元素，透過陰陽二氣相互激

盪與調和之下，具體萬物應運而生。此為《老子》對宇宙生成過程的描繪，而

這對之後的《淮南》的氣化宇宙生化觀產生了不小的影響。 

另外，關於無到有的過程，《莊子‧齊物論》中有一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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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莊子》了解天地由無到有的過程是玄妙不可知的，為了試圖說明其過程，

《莊子》以「有始」與「有無」兩個層面的論述，推想宇宙生成的過程。故徐

復觀云：「在莊子的本意，不過力言時間與空間，無可執著，以見人不僅不應囿

                                                 
72（晉）王弼注：《老子道德經》，下篇，頁 8。 
73 同註 72，四十章，頁 6。「天下之物」本作「天下萬物」，陳錫勇云：「王注：『天下之物，皆

以有為生。』可證王本正文原作『天下之物』，與范應元所見王本同。」參見陳錫勇：《老子

校正》，頁 36。今從校改。 
74 陳錫勇：「老子肯定道生萬物的過程是『有』，是『忽恍』，故以『一二三』符號來代稱，或

以『一』來統稱『道之動』，也就是指『自然之變化』，老子所謂『道』，是不可名、言者，

是宇宙之本體，是『無』。」參見陳錫勇：《老子校正》，頁 24。 
75 王叔岷：《莊子校詮》，上冊，卷一，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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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非之見，即無是無非，亦不應變成一種主張而加以堅持。76」由此可知，《莊

子》是想藉由層層的論述與推理，表現出宇宙生成由無到有過程之複雜，與其

不可被言語掌握的特色。 

到了《淮南》更進一步的想要探求與說明宇宙生成變化的玄妙過程，因此，

結合氣化生生的觀念，以及《老子》和《莊子‧齊物論》的討論成果，提出其

對宇宙生成的獨特看法。以下針對《淮南》所提出關於宇宙生化過程，進行整

理分析。 

 

 

一、宇宙生化次序 

 

〈俶真〉有云：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

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

萌兆牙櫱，未有形埒 77，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類。有未始有有

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与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

德含和，繽紛蘢蓯，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天含和而未降，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

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落，根莖枝葉，青蔥苓蘢，萑蔰炫

煌，蠉飛蝡動，蚑行噲息，可切循把握而有數量。有無者，視之不見其

形，聽之不聞其聲，捫之不可得也，望之不可極也，儲與扈冶 78，浩浩

瀚瀚，不可隱儀揆度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

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不可為外，析豪剖芒，不可為內，無環堵之

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

                                                 
76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卷，頁 133。 
77「未有形埒」本作「未有形呼埒垠堮」。王念孫：「覽冥篇『不見朕垠』，高注：『朕，兆朕也。

垠，形狀也。』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是垠堮與形埒同義。

既言形埒，無庸更言垠堮，疑垠堮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王念孫：《讀書雜志》，

下冊，頁 776。今從校改。又呼字為衍文，當刪。  
78「儲與扈冶」本作「儲與扈治」。鄭良樹：「各本『治』作『冶』，是也。北宋本與道藏本並

誤。」鄭良樹：《淮南子斠理》（臺北：嘉新水泥公司文化基金會研究論文，1969 年），頁 22。

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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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見其形，若光燿之間於

無有 79，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

妙何從及此哉！80  

 

（一）眾家說法 

 

前賢對此段論述不少，多數學者 81將〈俶真〉對宇宙生化過程的描述分為：

「一組從時間序列分三階段說明萬物生成過程，一組從存在序列說明萬物從無

到有的過程 82」兩個階段討論。「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始者」是從時間序列上描繪萬物生成順序；「有有者」、「有無者」、「有未

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是由存在序列上描寫無到有的演化

過程。眾家學者雖同樣將此段分做兩個層面討論，但皆各自提出自己的見解，

以下就各家所提出的特色作一概要整理。 

 

1、由抽象落入具體，有一些學者主張「淮南賓客中的道家們，不慣于純抽

象的思考，必將由老子所建立的形上概念，在具體事物上作想像性的描述，使

其成為非抽象非具體的奇怪狀態；在這種地方，可以看出他們的笨拙。83」他

們認為〈俶真〉是將《莊子》原本形上的思考推理層次落入形下層次描繪，認

為「這是思想上的墮退。84」 

                                                 
79「若光燿之問於無有」本作「若光燿之間於無有」。陳觀樓：「閒當作問，光燿問於無有，事

見莊子知北遊篇。」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77。今從校改。  
80（漢）劉安：《淮南子》，卷二〈俶真〉，頁 11。 
81 主張此說者有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頁 555、徐復觀：《兩漢思想史》

第二卷，頁 133、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上），頁 102—103 及、〈漢代的氣化宇宙論

及其影響〉，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輯），頁 250、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

研究》，頁 65—67、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22－123、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

《淮南子》研究》，頁 221—222、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8—59、孫

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136—137。 
82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9 年 2 月），頁 123。王云度云：「作者

首先將宇宙演化過程分成三個階段：『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始者』；其次將現實世界分成兩大部分：『有有者』、『有無者』；最後將現實世界產生前宇宙

的演化分成兩個時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王云度：《劉安

評傳》，頁 163。 
83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卷，頁 133。 
84 同註 83，頁 133。孫紀文亦云：「然《俶真訓》利用有無論為宇宙設置一個時間上的開端，

與『道』的創生性結合，變成對宇宙進化過程的描述，所以《齊物論》七句話的玄想性色彩

被他一句一句地解釋為具象性的動態生成文字而變得質實化，失去了莊子認識論的意

義。……也意味着淮南賓客的形上思維較老莊顯得笨拙。」參見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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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無」為有無層次中最初的階段，李增於「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

上加了「無無」階段，「這個『無無』可有兩種解釋，一者是絕對虛無，一無所

有，淮南有虛無之說。……另一個解釋，無無，雙重否定變成肯定：故無無即

是『有』。從這點看來，道是貫通有有者，無有者，有限者與無限者之永恆『存

有』；故道不是絕對之虛無。85」 

 

3、從氣化層次討論，陳德和認為「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六階段是氣化

層次，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指氣化層次之先，「換句話說這一個階段

是從氣化之實然的所以然說的，……所以這一個層次是形而上的層次，而和後

面六項形而下者不一樣。86」 

 

4、從宇宙生化次序來說，陳麗桂主張「依鴻烈如此解說，則莊子『有無』

四大階段，與『有始』三大階段，宜為並列而非先後 87」，但「卻不全然對等 88。」

陳麗桂認為「有始者」則宜稍前於「有有者」，「有無者」又略前於「有始者」，

「有未始有有始者」又宜在「有無者」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又界於

「有未始有有無者」和「有無者」，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則與「有未

始有有無者」就狀態說明之無別。89 

  比較不同的是主張天地生成的次第，可分七個階段，「不過這七個次第，卻

並不是順排的，而是交錯排列的 90。」于大成認為宇宙生化次序第一最古最先

為「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此時無任何形兆；第二為「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有始者」，天地二氣不相交感，仍為渾沌之氣；第三為「有未始有有無者」，此

時氣雖看不見但已充滿世界，萬物皆由它而生；第四為「有無者」，此時為一望

無際的空間；第五為「有未始有有始者」，陰陽二氣開始交合於宇宙之間，但萬

                                                                                                                                            
136—137。 

85 參見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頁 66—67。 
86 參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23。 
87 參見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上），頁 102—103。 
88 說見陳麗桂：〈漢代的氣化宇宙論及其影響〉，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輯），

頁 250。 
89 同註 87，頁 102—103。 
90 參見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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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尚未始生；第六為「有始者」，氣蘊積鼓盪待時機成熟而生，萬物即將始生；

最後為「有有者」，具體萬物產生。91  

 

（二）無形生有形 

 

綜而觀之，各家說法皆有所長，今參考各家說法，並以氣化論為主要觀點，

提出筆者的看法。 

 

1、由氣化層次論之 

 

「有始者」，「也就是萬物即將開始產生的時代 92」，萬物尚未具體成形，將

有而未有，由此可知此時陰陽氣化作用已非常明顯，並且進入氣化凝結階段。

陰陽相生作用一旦具體落實，各類形物便應運而生。 

「有未始有有始者」，「也就是萬物尚未始生的時代 93」，此階段氣化生生產

生作用，人賦予其「天氣降，地氣升」的概念，「是天地正在開闢 94」的時刻，

原本渾沌充塞於天地間之氣開始交錯變化，陽氣下降，陰氣上升，陰陽二氣開

始激盪調和，但仍處於無形氣化階段，尚未產生具體形物，處於「正在醞釀萬

物萌階段。95」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亦即連『還沒有始』都還無有的時代 96」，

描述最初始「天氣未降，地氣未升」混沌的狀態，此階段天地概念以產生，天

地間充滿無形、恍惚混沌之氣，陳鼓應認為「這似乎在寫元氣初成狀態：上天

的和氣蘊含著而未下降，大地懷抱著氣還沒有散發，天地間『虛無寂寞』，只有

作為萬物原質的氣暢行于冥冥之中 97」，但陰陽二種氣化素質已存在於天地之

                                                 
91 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頁 162－163。 
92 同註 91，頁 162。王云度云：「是天地已開闢，萬物正在萌芽尚未成形，將要興起而尚未成

物類的階段。」說見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4。張運華云：「這個階段，萬物雖經孕育

但還沒有產生，儘管萌兆芽蘗，但還沒有形成物類。」說見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

究》，頁 203。 
93 同註 91，頁 163。  
94 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4。 
95 同註 94，頁 164。 
96 于大成云：「就是已有萬物的時代了。」同註 91，頁 16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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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77。于大成云：「天氣不下降，地氣不上升，天地二氣不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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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以上討論《淮南》皆以氣作為基本元素展開，描繪「天地開闢到萬物孕育

的經過 98」，陳鼓應並指出〈俶真〉「未涉天地產生之前和萬物生成之後 99」的

狀態。接下來〈俶真〉從有無的層面對宇宙發生的過程進行描述。 

 

 

2、由有無層次論之 

 

    「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具體成形的階段 100，此時陰陽二氣相生作用，

已具體發生，化為各種形類之萬物，耳目感官可識，並有可把握之數量，正式

進入有形貌的階段。101 

「有無者」言相對於有之無的狀態 102，雖開始有創生作用，但作用尚未落

實凝結為具體形物，因此無法被感官經驗所感受 103，「易言之，也就是宇宙之

間，只有一望無際的空間而已。104」此時氣化作用強烈，正在醞釀發生。  

「有未始有有無者」，言非觀念所及之無，超越在相對觀念之上，「就是連

『無』都還沒有的時代，這時代是：大氣包裹天地，陶冶萬物而萬物未生 105」，

                                                                                                                                            
感，故一片虛無寂寞，唯大氣已成而已。」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頁

162。王云度云：「是天地剛開闢，陰陽之氣尚未交接，一切處於寂寞冥冥之中。」王云度：

《劉安評傳》，頁 16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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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77。  
99  同註 98，頁 77。張運華云：「《淮南子》用這三個階段，描述了在宇宙形成之後，從天地判

剖到萬物孕育的過程。這只是《淮南子》宇宙演化論的一個階段，並不是宇宙演化的全過

程，在宇宙產生之前還有演化的過程。」說見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03。  
100  于大成云：「就是已有萬物的時代了。」說見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

頁 163。  
101  于大成云：「此等萬物，皆有實體，……且皆有數量可數的。」同註 100，頁 163。王云度

云：「指現實存在的萬物，它們有茂盛的植物和活躍的動物，都是可以被具體把握而有數

量可計。」說見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5。張運華云：「『有』是指現實存在着的萬事

萬物，在這個狀態中，人們可以感知到生機盎然的大自然，也可以對其中的任何一種事物

進行度量、測定。」說見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04。 
102  于大成云：「謂天地之間已經有了『無』了。」同註 100，頁 162。  
103  楊有禮云：「『有無者』是廣大宇宙空間寂寥自運、無從感知的景象。」說見楊有禮：《新

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8。張運華云：「『無』是指現實存在背後的無形世界，

不可直接感知，它廣闊無邊，不可度量。」說見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04。 
104  同註 100，頁 162。 
105  同註 100，頁 162。陳鼓應云：「謂宇宙廣大深遠而無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孕含著天

地，化育著萬物，而為產生有形之物和無邊宇宙的根源。」說見陳鼓應：〈從《呂氏春秋》

到《淮南子》論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國立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52 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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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陰陽氣化作用已充滿於天地間，孕育萬物但尚未成形。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言非概念所能掌握之無 106，「這是天地還沒

有分開，具體的宇宙萬物還沒有產生的混沌一體的無形狀態 107」此時為一切創

生之始，時間、空間都尚未形成，就連創造作用的基本素質陰陽二氣都未出現，

仍為一渾沌虛無的階段。108 

以上《淮南》從兩個方面推論宇宙發生的過程，承繼《老》、《莊》109思想

加以開展，做了更詳細的描述，但此過程只是視為觀念上的推衍其次序上之先

後，並非時間上之先後。因為「道者，一立而萬物生矣。……其動無形，變化

若神；其行無跡，常後而先 110」，由無到有的過程及道創生萬物的過程，是非

常快速且神秘不可言的，由此可知，《淮南》雖試圖掌握氣化生生之理，但仍非

常清楚氣化創生之理玄妙無形跡可循的特色。 

 

二、宇宙氣化觀 

 

關於宇宙生化過程的推衍，〈天文〉篇中也有一段描繪。牟鍾鑒認為〈俶

真〉篇「與《天文訓》的不同處只在於它著重從有形與無形的角度作描繪，而

《天文訓》則著重發揮元氣論。111」〈天文〉云： 

 

   天地未形，馮馮翼翼，洞洞灟灟，故曰太始 112。太始生虛霩 113，虛霩生

                                                                                                                                            
年 6 月），頁 78。  

106  于大成云：「也就是連『還沒有無』都還沒有的時代。」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

劉安》，頁 162。 
107  參見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9。 
108  張運華云：「這種狀態中，天地未分，宇宙萬物都是混沌一團，陰陽、四時還沒有產生，

但作為萬物根本的道仍然存在。」說見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05。 
109  王云度云：「《淮南子》就是這樣多方位地、細緻地描述了宇宙演化和萬物生長的過程，它

不僅比《莊子‧齊物論》具體，而且明確地將現實世界分為『有』、『無』兩大部分，并進

一步追溯了現實世界形成之前『有』、『無』之源，這無疑是對《齊物論》的重大突破和發

展。」說見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6。 
110 （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7。 
111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4。陳鼓應云：「〈天文〉也討論宇宙的生成

和演化，並將元氣概念引入宇宙論。」說見陳鼓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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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78。 
112 「故曰太始」本作「故曰太昭」。王引之曰：「『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參見王

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85。今從校改。 
113 「太始生虛霩」本作「道始於虛霩」。王引之云：「『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即

承上文『太始』而言。」同註 112，頁 785。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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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114。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

為地。清妙之合專易，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

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115 

 

針對此段的看法，眾家學者提出許多討論，以下就各家的特點作一整理。 

 

（一）眾家說法 

 

1、關於「天地未形」混沌的狀態，李增認為「淮南子認為在天地未形成前

是個虛霩狀態。這個狀態稱之為大昭。……所以虛霩，即是虛無。116」徐復觀

認為淮南「把道安放在虛霩、太昭的位置，而說『道始於虛霩』，即是把道與虛

霩等同了起來。117」陳麗桂則是認為太始在虛霩之前，但太始與虛霩在狀態上

無別。118 

 

2、關於「元氣」的討論，陳麗桂認為「從『虛霩』至『宇宙』，逐漸由無

而有，至『元氣』產生後，是明確地『有』了，天地萬物的肇生，就從這個『元

氣』開始 119」，強調元氣為有形萬物之始的重要性。陳德和主張元氣是有限的，

因「宇宙指的是最大的時間和空間，元氣是形而下的，凡形而下的東西必有時

空相，所以它在宇宙之後出現，且凡形而下的東西也必定是有限的，是之謂『有

涯垠』120」而楊有禮同樣認為「元氣具有邊際 121」，但是「『無形』，沒有具象 122」

                                                 
114 「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本作「宇宙生氣，氣有漢垠」。王念孫云：「此當為『宇宙生

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揚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兩元字，

涯字又誤為漢。」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85。今從校改。 
115  （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 
116  參見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頁 70。 
117  參見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卷，頁 134。 
118  陳麗桂認為「『太始』之『馮馮翼翼，洞洞灟灟』與『虛霩』同其虛無，而『太始』在前，

「虛霩」在後，此恰如『未始有夫為始有有無』之與『未始有有無』同為『無無』，而一

先一後，勉以『生有無之根』已否為分耳，不過強調天地宇宙形成之緩漸與遠古，故不惜

層層擬設。」說詳見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上），頁 103—104。 
119  參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70。王云度認為「《淮南子》將『元氣』 為世

界從無形向有形的重要過渡階段，將『合和』作為『陰陽』產生萬物的關鍵，這就豐富了

『道』產生萬物的內涵。」詳說見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7。陳德和云：「天地萬物

莫不都從元氣的變化而來，這正是氣化宇宙論的典型表述。」說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

學》，頁 124－125。 
120  參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24。 
121  參見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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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總觀〈天文〉氣化宇宙論來看，陳靜主張「這一想像明顯來自老子的『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模式，但是《淮南子》對此又有所變形，

主要的改變就是從老子的一、二、三／萬物的模式，改變成為一、二、四／萬

物的模式 123。」楊有禮則將此段分三環節討論，「第一環節指天地未分前的混

沌一體的狀態，這種狀態稱為『太昭』。……在這個環節中，道、虛霩、宇宙、

元氣都是『無形』，沒有具象。第二環節指產生天地、陰陽的階段，……第三個

環節指產生萬物的階段。萬物皆由陰陽變化而成。124」 

 

（二）氣化之生成 

 

今綜合參考各家說法，以氣化觀提出筆者的看法。〈天文〉中描繪宇宙由無

到有的過程，可分作幾個階段： 

 

1、最開始是不可名言、無形無限的「太始」階段，〈天文〉形容此階段是

天地尚未成形，並充滿恍忽流動之氣的狀態，金春峰云：「它的特點是：天地未

形，但形所需的質料即氣已經具備了。……『馮馮』、『翼翼』形容氣的飛飄不

定。『洞洞』形容氣的虛霩，『灟灟』指氣的粘稠狀態。125」 

 

2、接下來為虛無恍惚、非觀念所及「虛霩」的階段，《淮南》特別強調「虛

霩」狀態 126，經過「虛霩」階段的醞釀，具體時間、空間的觀念「宇宙」正式

                                                                                                                                            
122  參見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5。 
123  參見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197。 
124  同註 122，頁 55。 
125  金春峰：《漢代思想史》，頁 218－219。李增云：「淮南子認為在天地未形成前是個虛霩狀

態。這個狀態稱之為大昭。精神訓上說這大昭即是：『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

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洞，莫知其門』。」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頁 70。 
126  陳鼓應云：「提出虛空與氣的理論，認為『虛霩』是先於氣的世界本源，這觀念或可溯源

於稷下黃老（如〈心術上〉謂：『虛者萬物之始者也』）。當然最早老子曾說過道體是虛狀

的，（如《老子》4 章：『道沖……』，『沖』訓虛）。而虛在氣之先，且為氣之本，這說法

則由《淮南子》首先提出。這論題一直延伸到宋代，張載把虛和氣結合起來，提出『太虛

即氣』、『虛空即氣』的命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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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80。楊有禮：「『一』不直

接生物，所以分出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的和諧統一，便產生出萬物。這說明『虛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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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曾春海云：「『道』對天地萬物享有先在性，萬物的生成由『道』啟始，『道』

幾經化生的過程，產生無形而能構作萬物的原質－－『氣』。換言之，有形的存

在物生於無形的氣，氣是實在的，由虛而不實的虛霩所派生，氣出現後，在由

氣化生天地陰陽四時萬物。127」以上為無形的階段，以下由無形進入有形。 

 

3、無形兆但有具體的時間、空間觀念「宇宙」產生之後，「元氣」應運而

生，陳鼓應云：「道的最初狀態是虛無空曠，道在虛廓中演化出宇宙，宇宙產生

元氣。128」 

 

4、「元氣」為無形但具有真實作用的基本元素，「元氣」清陽部分上升為天，

重濁部分下沉為地，由於「元氣」有範圍的限制，故所生成的天地也是具體有

範圍的，《淮南》認為清陽的部分形成易，重濁部分形成較難，故曰「天先成而

地後定」。 

藉由〈天文〉提出由無形發展至有形的過程中可發現幾個重點：首先，《淮

南》在「太始」生成「宇宙」間加入「虛霩」的觀念，張立文認為：「道一開始

便存在於空虛遼闊的『虛霩』之中。由於道的運動，虛霩發展為宇宙，從宇宙

中產生氣 129」，「宇宙」的產生必須在充滿氣的「虛霩」醞釀才會形成。其次，

《淮南》點出了氣的重要性，「元氣」是「宇宙」之中重要且關鍵的元素，「氣

與道不同，道是無形無象、無限廣大的，而氣是有限的、有邊際的 130」，「元氣」

當中有陰陽、冷熱兩種基本創造作用，有了這關鍵的創造作用，才能讓無形的

宇宙進入有形具體的階段，同時《淮南》也強調氣是無形和有形的狀態間共同

                                                                                                                                            
和『道』都是一種物質的『氣』。」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7。  

127  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頁 36－37。周桂鈿云：「萬物是有形的，有形生於

無形的氣。氣是實的，它由虛無的『虛霩』所派生。這叫『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原道

篇》）。」周桂鈿：《秦漢哲學》，頁 6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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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

文史哲學報》第 52 期，頁 79。陳廣忠：「淮南王這裡所描繪的，乃是客觀世界的自然演化

過程，雖然其中具有不科學的成份，但是他把宇宙的演化看成是『氣』的發生發展的變化

過程，……成了人類認識史上的一次重要變革。」說見陳廣忠：《中國道家新論》（合肥：

黃山書社，2001 年 11 月），頁 322。 
129  張立文：《氣》，頁 57。謝承仁：「據本篇及《精神訓》篇所言，知『虛霩』是指一種『古

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之混沌狀態階段，此階段可稱之曰『太始』。」說見謝承仁：《中

華傳統思想文化淵源》（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 年 10 月），頁 409。 
130  同註 129，頁 57。牟鍾鑒：「『元氣』是一個重要的過度階段，自『元氣』起，情況有了根

本性的變化。『元氣』具有邊際，開始向輕清和重濁兩個方向分化，最後形成天地，可知

天地生於氣。」說見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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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重要元素，更是貫通有無層次的重要媒介。131「天地萬物莫不都從元氣

的變化而來，這正是氣化宇宙論的典型表述。132」 

 

三、由人論宇宙氣化生成 

 

此外，〈精神〉篇中還有一段對宇宙生成過程的描述。 

 

古未有天地之時，罔像無形 133，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鴻蒙

澒洞 134，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

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離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

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

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135 

 

（一）眾家說法 

 

今整理眾家對此篇的看法，綜合觀之，牟鍾鑒認為「作者將宇宙演化分成

五個階段：1、『惘象無形』的混一階段；2、『有二神混生』的含氣階段；3、『別

為陰陽，離為八極』的天地生成階段；4、『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的自然世界

階段；5、『煩氣為蟲，精氣為人』的動物與人的出現階段。這種宇宙論同《管

子‧內業》的精氣說和莊周的氣化說相比，有三點創新：1、在古今的比較上，

                                                 
131  黃玉麟：「『元氣』的提出也同時填補了『道』與『萬物』之間的斷裂；『虛霩』在『氣』

之先，『有』從『無』中生的本體義在此得到了更進一步的發揮。」黃玉麟：〈道器之間：

《淮南子‧天文訓》以氣為樞的道物歷程〉，收入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編《哲學與文化

月刊》第 399 期（第卅四卷第八期）（臺北：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07 年 8 月），頁

95。 
132  參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9 年 2 月），頁 124－125。 
133 「罔像無形」本作「惟像無形」。俞樾云：惟乃惘字之誤。隸書罔字或作 ，故 與惟相似

而誤。……今作「惟象無形」，義不可通。參見（清）俞樾：《諸子平議》，頁 941。今從

校改。 
134 「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鴻蒙澒洞」本作「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洞」。

于大成：「御覽一、事類賦注一、海錄碎事九下、蔡箋杜詩六引此文，皆作『鴻蒙澒洞』。……

御覽一下引明標高誘注，則高本作『鴻蒙澒洞』，上文『窈窈冥冥，芒芠漠閔』，御覽引作

『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閔閔』，亦高本如此。其御覽三百六十、楚辭天問補注、蔡

箋杜詩二十七、三十七、韓愈南山詩方崧卿注（卷一），柳宗元非國語童宗說音註、群書

通要甲集一引與今本同者，反是許本。」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543。今

本〈精神〉篇為高誘本，故從于說校改。 
135 （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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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分化與進化；2、在人與動物的比較上，指出有精粗的差別，氣之粗者為蟲，

氣之精華為人；3、在形體與精神的比較上，提出有重濁與清陽的不同，把『天

出其精，地出其形』的理論更具體化了 136」對〈精神〉作一完整的討論。陳麗

桂則將此段分為兩個階段：「從『惘像無形』到陰陽二氣的孕育，至於生天地是

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裏，宇宙由無而有。此下由天地之開而剖判陰陽，繼而陰

陽和合，孳生萬物，又是另一階段。137」 

 

（二）精氣為人 

 

    筆者今以氣化觀探討，〈精神〉對宇宙生化過程的描繪可分幾個階段： 

 

    1、未有天地時，是如虛霩般幽冥恍惚無形的狀態，高誘云：「皆未成形之

氣也 138」，此時只有混沌一片的元氣存在。 

 

    2、「二神」是指陰陽二氣產生，並開始相生作用，徐復觀認為「『有二神混

生』，高注以『陰陽之神』釋之；在此處的分位，應當指的是道；道是無對之一，

『有二神混生』的意思，是已有陰陽二氣，但尚未剖判，或者可稱為元氣。139」

陰陽為一體的兩面，當陰氣極盛時陽氣潛藏在後，當陰陽二氣交互作用後，天

地概念產生。 

     

3、天地形成之後，因陰陽二氣激盪交錯分化，具體時間空間慨念完成，同

時也創生萬物 140。在此《淮南》強調陰陽二氣生生作用的重要性，曾春海云：

「氣具有能鼓動萬物以成變的動態勢能，氣的變化歷程是由一氣先分化為陰

陽，陰陽是一體之氣的兩側面，陰陽相對偶，互動互補，和合以生成變化庶物。

                                                 
136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2。孫紀文：「《精神訓》將宇宙演化過程分

為五個階段：一是『惘象無形』的混一階段；二是『二神混生』的含氣階段；三是『別為

陰陽，離為八極』的天地生階段；四是『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的自然世界階段；五是『煩

氣為蟲，精氣為人』的動物與人出現階段。」說見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70。 
137  參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71。 
138 （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5。 
139  參見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卷，頁 134。 
140  陳鼓應云：「在這宇宙萬物生成的過程中，氣化論起著關鍵的作用。天地是由元氣形成的。」

說見陳鼓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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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80。  



 
 第三章 氣化天道論                  

 71

141」此外，由於陰陽作用可伸展至八方之極，是蘊含空間上的無限義，因此陰

陽生化過程中產生的各類形物是具有具體但又無限的特色的。 

 

4、接下來《淮南》討論氣化生人的生化過程。人類的產生，《淮南》認為

同樣是陰陽二氣交互作用產生，而人類與萬物同位陰陽二氣所生，兩者的差別

在「煩氣為蟲，精氣為人」，萬物之靈的人類是由陰陽二氣最精華的部分組成，

而各式動物則是陰陽二氣中雜亂的部分組成。142陳鼓應認為「《淮南子》還吸收

了稷下道家的精氣說，認為生物由氣產生，氣又有精粗之分。……這顯然是脫

胎自《管子‧內業》『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的說法；至於『精神入其門，而骨

骸反其根』則是對人死亡後歸返天地的說明，實質上與莊子以死生為一氣之聚

散的理論相同。143」同時，《淮南》藉此獨尊人在天地萬物間的地位 144。 

 

綜合以上對氣化宇宙生化過程的討論，可歸納幾個重點： 

 

（一）《淮南》對宇宙生化過程的詮釋，是在《老》、《莊》對道詮釋的基礎

上加以擴充發展，創造出獨有的氣化宇宙論。《淮南》以道為超越在一切觀念之

上的最高主體，並以氣為內涵及作用，因此在描述萬物生化過程時，以陰陽二

氣作為萬物創生基本素質，對無到有的過程進行詮釋，「關於宇宙演化的過

程，……說法各不相同，但它們所揭示的宇宙演化的基本過程則是相同的，都

包括了從渾沌未分的道，分化出天地陰陽，而後產生萬物這三個最主要的發展

環節。145」 

 

                                                 
141  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頁 35－36。 
142  謝承仁：「人與萬物所稟受之氣雖有『精』、『煩』之不同，然皆陰、陽二氣所構成，物、

我之間實無絕對界限，『萬物玄同也』。」說見謝承仁：《中華傳統思想文化淵源》，頁 411。

陶建國云：「人由天地之精氣而生，此乃由莊子思想而來。《莊子‧知北遊》曰：『昭招生

於冥冥，有倫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說見陶建國：《兩

漢魏晉之道家思想》，頁 25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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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81。 
144  王云度：「這是從人類形成的角度談宇宙演化，著重指出人和萬物一樣都是在天地生後，

陰陽二氣相合而成的，所不同的是精氣為人，煩氣為蟲。」參見王云度：《劉安評傳》，頁

168。陶建國：「而在〈精神訓〉中，《淮南子》更加上人之產生，使人在天地萬物之中，

顯出獨特之地位。」陶建國：《兩漢魏晉之道家思想》，頁 250。 
145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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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立「元氣」的存在，張立文云：「《淮南子》認為，氣是構成世界

萬物的精微原始物質，氣由本體道產生 146」，可知氣的重要性。「元氣」是溝通

形上、形下重要的關鍵，但若是一個與形上、形下層性質不同的物質，要溝通

兩個不同層次可能會相當困難，因此在戰國末期稷下黃老道家產生了精氣說 147

的基礎上，強調氣這種特殊的物質，同時可是虛無飄渺，同時也可凝結存在於

具體世界如雲霧的特性，非常適合用來描繪以及溝通形上、形下層。因此，《淮

南》繼承了這種說法，透過「元氣」生生的作用，對無到有及宇宙生成進行推

衍。 

     

    （三）氣化宇宙論的產生對後世造成不小的影響。牟鍾鑒云：「《淮南子》

明確將元氣說引入宇宙論，成為王充元氣自然論的先驅。148」陳鼓應云：「將元

氣概念引入宇宙論中，指出從元氣中產生的陰陽是萬物形成的兩種基本材料，

透過董仲舒《春秋繁露》與王充《論衡》等的發揚，在漢代哲學史造成極大影

響。 149」張運華：「由《淮南子》比較完整地闡述的關於天地演化過程的概說，

對漢代天文學渾天說有一定的影響。150」雖然這種氣化式的推想不符合現今的

自然科學，但這卻是先民試圖爲掌握未知的自然界規律與變化所作的重要貢

獻。張立文亦云：「《淮南子》這種道生氣、氣生天地萬物的思想，綜合了先秦

儒道的天地生成論，而在天地生成的過程方面有獨到的揭示，這是對中國哲學

天地生成思想的重要發展。151」 

 

                                                 
146  張立文：《氣》，頁 57。曾春海：「『氣』是萬物的原質，構成了《淮南子》氣化的宇宙論。」

說見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修訂版）》，頁 35。 
147  陳鼓應：「稷下道家繼承了老子道論中的形而上之道，并將之轉化，以『心』、『氣』為主

要論述之範疇，泛見於〈內業〉與〈心術下〉，從而成就了中國哲學史上極為著名的『精

氣說』。稷下道家之於老子形而上之道的繼承，可稱之為『創造性的繼承』，將原本抽象渺

遠之道具象化為精氣。」說見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頁 51。 
148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0。楊有禮：「《淮南子》明確將元氣說引入

宇宙論，成為後來王充元氣論的先驅。」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5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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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期，頁 80。  
150  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06。 
151  張立文：《天》（臺北：七略出版社，1996 年 11 月），頁 107。又云：「《淮南子》試圖描繪

氣產生萬物的具體過程，由於科學認識水平的侷限，它不可能真正揭示這個過程的每個環

節，而仍然是粗疏的、不完全正確的。然而，這種描繪卻標誌著它對氣的認識的深化。」

說見張立文：《氣》，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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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道的展現 

 

  道的落實，下生宇宙天地萬物，萬物間皆有道，且順道之理自然無為輪轉

不息，《淮南》建構了一個無限又具體的世界，除了是希望藉著記載天文、地理、

時空中無窮的變化，展現出道的無限，更是希望藉著對這世界全面的了解，掌

握天地間變化的規律，進一步應用於人世間，故〈要略〉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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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明白點出在能觀天地之

變後，更要能統天下、理萬物，而這也是《淮南》的重點。 

  道在現實社會的展現上，主要是放在政治、軍事以及人身 153上討論，以下

就政治與軍事進行分析。  

 

一、政治 

 

（一）君道無為 

 

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廉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

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154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行不言之教，清靜而不動，一度而不搖，因

循而任下，責成而不勞。155  

 

    「《淮南子》首先肯定治國為政必須用『道。』……在充分肯定了治國為政

必以『道』，《淮南子》進一步說明，道治的實質是『無為而治』，這同老子是一

脈相承的。156」道自然無為，萬物皆順著道中「陽施陰化」的作用自然且規律

的運行，落實到政治上亦是如此。天地的運行自然蘊含陰陽相生之理，透過陽

施陰化，陰陽二氣調和化生產生四時、二十四節氣的變化，因此只要順著陰陽

                                                 
152 （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一〈要略〉，頁 163。 
153  有關道在人身上的展現與運用，參見本文第六章〈氣化心性修養論〉，頁 191－215。 
154  同註 152，卷九〈主術〉，頁 59。 
155  同註 152，頁 57。 
156  雷建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95—96。陳麗桂云：「《鴻烈》以

君為施政之主體，而人君理政之最高原則則在釋智、去己，任公而無私，以靜持動，操約

制廣，換言之，亦即無為。」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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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之理適時行事，天地萬物以及人事便能如理流行，生生不息。李增云：「淮

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就承繼老莊的思想，法道法天，而主張無為而治。157」因

此反應在人君施政，只要因循 158自然的時節輔助百姓，而百姓也只需要順者天

時的運行，在適當的時間耕種、播種、施肥、收割，大地就會自然呈現出五榖

豐收的景象，不需刻意、過度而為自然就能順利完成。 

 

   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

武，聖主也，而不能與越人乘舲舟而浮於江湖 159；伊尹，賢相也，而不

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不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

也 160。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

不因道理之數，而專己之能，則其窮不遠矣 161。162  

 

    道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無為，萬物自然就能對應無窮的變化，反映在人君運

用人才上，只要能表現清靜無為、虛懷若谷的精神，將人才運用安排在最適合

的位置上，不需刻意執著就是最好的安排。「要實現『無為而治』，淮南王特別

強調要『人盡其材，物盡其用』163」，因此《淮南》舉出聖賢的例子，指出越人

善乘幹舟、胡人善於騎馬、山居者善於披荊斬棘在山中生活，這些事聖賢名相

不一定都能勝任，但只要將他們安排到最適合的位置便能有很好的發揮。這說

明古聖先賢之所以能有所作為，並不是因為其本身擁有許多不同的才能，而在

於他們能夠將適合的人才運用到最合適的位置上，如此便能順道最自然的安排

                                                 
157  李增：《淮南子哲學思想研究》，頁 308。 
158  羅光認為：「因循的意義，在於按照人物的情理去管理，人本來要這樣做，就提倡這樣做，

便可以無為而有為。」參見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頁 589。 
159 「而不能與越人乘舲舟而浮於江湖」本作「而不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王念孫：「古

無謂小船為幹者，幹當為軨，字之誤也。軨與舲同字，……俶真篇：『越舲蜀艇，不能無

水而浮。』高注曰：『舲，小船也，越人所便習。』正與此注相同。」參見王念孫：《讀

書雜志》，下冊，頁 838。今從校改。  
160 「而不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也」本作「而不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王念孫：「險

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騵馬，服騊駼』相對為文。」同註 159，頁 838。

今從校改。  
161 「不因道理之數，而專己之能，則其窮不遠矣」本作「不因道之數，而專己之能，則其窮

不達矣」。王念孫：「道之數本作道理之數，此後人以意刪之也。……達當為遠，字之誤也。

謂其窮可立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同註 159，頁 838。今從校改。  
162 （漢）劉安：《淮南子》，卷九〈主術〉，頁 59。 
163  陳廣忠、梁宗華著：《道家與中國哲學（漢代卷）》（北京：人民出版社， 2005 年 5 月），

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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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外界任何不同的需求而通達無礙，這就是君王用人之道。 

 

（二）循天施政 

 

則聖人之憂勞百姓亦甚矣 164！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不勤 165，

思慮不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流，人必事焉，然後

水潦得谷行。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流，待其

自生，則大禹之功不立 166，而后稷之智不用。若吾所謂無為者，私志不

得入公道，嗜欲不得枉正術，循理而舉事，因資而立功，推自然之勢 167，

而曲故不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立而名弗有 168，非謂其感而不應，

迫而不動者 169。170  

 

  《淮南》強調治國的清靜無為，並非完全不做事，而是應天道之自然而為。

因此《淮南》同樣以古聖先賢為例，說明聖王之所以能創造盛世，絕對不是不

做事，相反的聖王必須為百姓生活安定而憂勞，但不須刻意的特別為百姓生活

而造作，只要順天之四時運行指引百姓播種施肥，順地勢高低引導水流幫助百

姓灌溉，使百姓能循此自然之道順利耕種，五榖自然就能生長豐盛，百姓也就

自然會有安定的生活，社會也就會和諧發展。 

 

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不可極，深不可測，尚與人化，知不能得。昔

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不馳於胸中，智不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

                                                 
164 「則聖人之憂勞百姓亦甚矣」本作「則聖人之憂勞百姓甚矣」。劉文典云：「藝文類聚二十、

御覽四百一引，甚上並有亦字。」劉文典：《淮南鴻烈集解》，下冊，頁 634。今從校改。  
165 「四胑不勤」本作「四胑不動」。顧廣圻：「『不動』當作『不勤』。」何寧：《淮南子集釋》，

下冊，頁 1321。 
166 「大禹之功不立」本作「鯀、禹之功不立」。向宗魯云：「鯀治水無功，不當與禹竝論；禹、

稷對言，亦不當以鯀側之也。要述一引作大禹，疑是。」同註 165，頁 1322。今從校改。 
167 「因資而立功，推自然之勢」本作「因資而立，權自然之勢」。王念孫：「『因資而立』下脫

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立功』。立功與舉事相對為文。……『權自然之勢』，當

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940－941。今

從校改。  
168 「故事成而身弗伐，功立而名弗有」本作「政事而身弗伐，功立而名弗有」。王念孫：「事

下脫成字，劉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為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立而名弗有，

乃結上之詞。」同註 167，頁 941。今從校改。  
169 「迫而不動者」本作「攻而不動者」。王引之云：「功當為敀。敀今迫字也。」同註 167，頁

941。今從校改。  
170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九〈脩務〉，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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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以時 171，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省時考，歲終獻功，以

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不能襲，燥濕不能

傷 172。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不忿爭而財足，不勞形

而成功 173。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不試 174，刑錯而不用，

法省而不煩，故其化如神。175  

 

  天道的變化莫測，但其中蘊含有陰陽氣化相生之理緒，「芒芒昧昧，從天之

道，與元同氣 176」，在上清揚之天氣與在下重濁之地氣相互交融創生日月星辰、

四時萬物，由於萬物由道所生，故萬物會因循天道運行自然之理不停變化輪轉。

因此君王施政必須循天之理，楊有禮云：「在《淮南子》無為論中，突出地強調

了『因』的思想。所謂『因』或『因循』，有依據、遵循、繼承之意，要求為政

行事隨物、順勢、依時而動，即要遵循自然規律和社會發展客觀實際去辦事。

177」《淮南》更舉神農之例，說明只要將其精神守於胸中，在四域之內用其智慧，

並抱著仁愛誠懇之心，天自然就會降下甘霖，使得四時順利運行，五榖得以豐

收，百姓自然就能自給自足。百姓生活無虞，自然就不會出現爭鬥，也不需過

度勞動，事功自然就會形成，這就是法天無為，循天施政。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六律。178 

 

  此外，《淮南》針對為政之人所應遵循的自然規律，又做了詳細的說明。《淮

                                                 
171 「甘雨以時」本作「甘雨時降」。劉文典：「御覽七十八引，『甘雨時降』作『甘雨以時』。」

王叔岷：「文子精誠篇亦作『甘雨以時』。」于大成：「隋書、北史宇文愷傳、御覽八百七

十二引亦作『甘雨以時』。」劉文典：《淮南鴻烈集解》，上冊，頁 271；于大成：《淮南鴻

烈論文集》，上冊，頁 632。今從校改。  
172 「燥濕不能傷」本作「寒暑不能傷」。劉文典：「御覽七十八引『寒暑』作『燥濕』。」于大

成：「隋書、北史宇文愷傳、路史後紀三注引此文亦並作『燥濕』。」劉文典：《淮南鴻烈

集解》，上冊，頁 271；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633。今從校改。  
173 「不勞形而成功」本作「不勞形而功成」。楊樹達：「功成當作成功，此後人疑成功與財足

不對，故妄乙之耳。」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論要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年 12 月），頁 76。今從校改。 
174 「是故威厲而不試」本作「是故威厲而不殺」。王念孫：「殺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

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37。今從校改。  
175 （漢）劉安：《淮南子》，卷九〈主術〉，頁 57。 
176  同註 175，卷十〈繆稱〉，頁 68。 
177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71。 
178  同註 175，卷八〈本經〉，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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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將為政者分成四個層次，其所應依循的法則亦分四個層次：執政最上位者

為帝，因此帝者不須在意事物的法規制度，只須遵循太一之理，體道之變化，「明

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倫，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

喜怒和於四時。179」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使德政遍佈並得以施行，嘉惠百姓。

帝者之下為王者，王者不須掌握天地宇宙間的變化，而只須了解萬物相生的陰

陽之理，就能治理好自己的諸侯國，並使「德與天地參，明與日月並，精與鬼

神總，戴圓履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令，天下莫不從風。

180」王者之下為霸者，霸者管理範圍更小，因此只須明四時變化規律，輔佐人

民，人民自能循四時之序春耕冬藏。最下位為君者，君者須明生殺禮法規律，「伐

亂禁暴，進賢而退不肖，扶撥以為正，壤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181」順著禮

法規範，自能管理好人民使其安定。《淮南》層層分述為政之理，說明為政者必

須依照各自的職位施政，不可越其職守，同時帶出不論是帝、王、霸、君皆應

遵循自然天道運行的規律，體道施政，才能使天下治。 

《淮南》除了舉出正面事例，也從反面說明若有心有為就會產生問題。 

 

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 182，上煩擾則下不定，上多求則

下交爭。不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

故聖人事省而易治，求寡而易澹，不施而仁，不言而信，不求而得，不

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

所修者本也。183  

 

  《淮南》由反面論證，說明若在位者不斷急欲強求事功，為了達到好的功

效而以政令擾民，在下位的臣子也就會為了配合君主而欲積極表現而產生爭

執，最後導致百姓無所依從，這反而本末倒置，產生「上求材，臣殘木；上求

                                                 
179 （漢）劉安：《淮南子》，卷八〈本經〉，頁 54。 
180  同註 179，頁 54。 
181  同註 179，頁 54。 
182 「上多事則下多態」本作「上多事則下多能」。何寧：「文選西京賦『盡變態乎其中』，注：

『態，巧也。』……『態』或從人作『 』。景宋本誤作『能』。」何寧：《淮南子集釋》，

中冊，頁 614。 
183  同註 179，卷九〈主術〉，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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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臣乾谷 184」的狀況。藉此強調遵循天道陰陽相生之理的重要，故「『無為

而治』提倡順應自然而理民，治民應順應民情。而統治者的過分『有為』，即掠

奪、盤剝、奴役人民，只能導致矛盾加深，促使走向滅亡。185」 

 

二、軍事 

 

（一）兵之由來 

 

古之用兵者，非利壤土之廣而貪金玉之賂也 186，將以存亡継絕，平天下

之亂，而除万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 187，前爪後距，有角

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怒而相害，天之性

也。188  

 

  鬥爭的產生是來自動物天生自然的本性，當其心中感到憤怒時，形體中的

血氣便會充盈並且感到激動，失去原本和順清靜的狀態，最後發怒進而相互殘

害對方，人也是一樣，由於憤怒導致相怨因而產生爭執，最後引發戰爭。 

戰爭會產生社會紛亂，百姓流離失所，國家滅亡，但《淮南》認為若君王

為了安定社會就有用兵的需要。「《淮南子》主張用兵的原則，一是以民為主，

二是根據道德，而反對為君主、為富國強兵打侵略戰做為用兵的目的。189」因

此《淮南》並不反對戰爭，但也強調用兵不是為了爭奪土地、財產，而是為了

要保衛國家存亡，安定社稷，為民除害的義戰，且須依循道之規範作戰。 

 

 

                                                 
184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六〈說山〉，頁 120—121。 
185  陳廣忠、梁宗華著：《道家與中國哲學（漢代卷）》，頁 102。  
186 「非利壤土之廣而貪金玉之賂也」本作「非利土壤之廣而貪金玉之略」。劉文典：「御覽二

百七十一引略作賂。」王叔岷：「日本古鈔卷子本『土壤』作『壤土』，略下有也字。御覽

二七一引『土壤』亦作『壤土』。文子上義篇略亦作賂，賂下有也字。」劉文典：《淮南鴻

烈集解》，下冊，頁 489；王叔岷：《諸子斠證》（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10 月），頁 415。

今從校改。 
187 「含牙戴角」本作「含牙帶角」。王叔岷：「古鈔卷子本『帶角』作『戴角』御覽二七一、

九四四引此並同，是也。」王叔岷：《諸子斠證》，頁 415。今從校改。 
188  同註 184，卷十五〈兵略〉，頁 110。 
189  李增：《淮南子》，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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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道用兵 

 

兵之來也，以廢不義而授有德也 190。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

滅！191  

 

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若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

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境不戰而心服 192。193  

 

  《淮南》認為若是君王依道而施政，百姓循道而為，應天四時天下就能安

定。但是若君王違逆天道，而危害了百姓，這個時候就必須要用兵，推翻無道

之君，禁止暴虐，剷除禍亂，使百姓回到原本和順安定的生活。因此《淮南》

贊成用兵，贊成義戰，「義者，循理而行宜也 194」，只要依循道之理而用兵，百

姓自然就不會反對，反而希望有義之兵的到來，如此一來甚至不用作戰就能得

到勝利。故戴黍云：「戰爭勝負主要不在於國之大小、兵力強弱、城池高低，而

在于用兵是否合于仁義。不義之兵必敗，舉義兵者必勝。195」因此《淮南》強

調為政者體道行道的重要性，「這裡的『道』指軍事活動的規律，它無常態無定

勢。戰爭指揮者要洞察潛在的變化趨勢，『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機

動靈活地進行作戰。這是發揮其他取勝因素的前提。196」因此只要依循天道運

行規律，而不違逆天道，百姓自然就能有穩定的生活，社會國家就能強盛。反

之為政者逆道而為，不行仁義之政，濫殺無辜，使百姓生活受到災禍，勢必會

造成義兵四起，推翻不義之君，《淮南》藉此告誡人君行道的重要。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

                                                 
190 「以廢不義而授有德也」本作「以廢不義而復有德也」。王叔岷：「鈔古卷子本復作授，文

子同。長短經兵權篇引作：『而授有德者也。』御覽二七一引杜恕﹝篤﹞論：『兵之來也，

以除不義，而授德。』即本此文，亦作授。」王叔岷：《諸子斠證》，頁 418。今從校改。  
191 （漢）劉安：《淮南子》，頁 110。 
192 「至於境不戰而心服」本作「至於不戰而止」。莊逵吉：「太平御覽作『至於不戰而心服』。」

何寧：「『至於不戰而止』，義不可通，於下當有境字。……文子上義篇有境字。又止字乃

心字形近而譌。……心下有服字，因心字之誤為後人所刪。」何寧：《淮南子集釋》，下冊，

頁 1048。今從校改。  
193  同註 191，卷十五〈兵略〉，頁 110。 
194  同註 191，卷十一〈齊俗〉，頁 77。 
195  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頁 198。 
196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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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所謂道者，體貟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履幽而戴明，

變化无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197  

 

  不論是用兵、治國都要掌握道之規律，依道而行軍隊就會強盛，國家就會

久存，失道則軍弱且國家會走向滅亡，因此了解道是很重要的。《淮南》認為用

兵治國之道，基本上必須根據天道而來，所謂的道為所有規律的準則，故道在

方圓之中，且陰陽、剛柔、幽明所有相對觀念皆為道之內涵，道透過「陽施陰

化」的作用便能變化無窮，而這種生生神化的創生作用，能夠掌握事物的本源，

並與萬物對應，《淮南》稱之為「神明」。《淮南》藉由此段說明用兵時需體道而

為的重要，並且表現出道以應無方，可與萬物對應的特性，在兵法的運用上也

有巧妙的對應，藉此展現道的無限性。  

 

心不專一，則體不節動；將不誠心，則卒不勇敢。198 

 

物未有不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數

則能勝疏，摶則能禽缺 199。200  

 

  道是寂寞虛無的，在兵法的運用上也是，《淮南》認為用兵若能守靜專一，

軍隊就能穩固且有威嚴，軍隊中的職分若能確定，士兵因為心無旁騖就會更加

勇敢。因此將領帶兵要能使心虛靜專一，果敢堅定，假使將領自己的心中就疑

惑不定，在下位的士兵、百姓便無所適從，如此力量就會分散最後導致失敗。

陳麗桂認為：「依道家觀點，虛靜為道之本狀，一切道體活動，皆由『靜』中生，

『靜』為『動』之母。人事之行為誠能恆保其『靜』，則能潛藏無限生機，孕含

無限可能。兵場之上，誠能持『靜』，則能不露形迹，沉著應變，真正達到隱形

之目的。201」 

                                                 
197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五〈兵略〉，頁 110—111。 
198  同註 197，頁 113。 
199 「摶則能禽缺」本作「博則能禽缺」。兪樾：「博與缺義不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

則能應先，數則能勝疏』不一律矣。博當作摶，字之誤也。」（清）俞樾：《諸子平議》，

頁 958。今從校改。  
200  同註 197，頁 114。 
201  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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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淮南》舉出聖人為例，說明聖人之所以善於用兵能使社會安定，就

是因為聖人重視守靜的重要，萬物沒有不是因為動而被限制的，若能使心專一

虛靜，就能對付外在煩躁的情況，不莽撞搶先者就能更謹慎，能謹慎思考者帶

兵就會更容易勝利，這都是因為能廣博的觀察思考就能減少缺失。 

 

（三）陰陽兵法 

 

所謂天數者，左青龍，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所謂地利者，後生而

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

202  
 

  道無形、無限是具有形上意義，並且無所不在實存於天地間，故萬物間皆

有道。《淮南》不但將此規律用在政治之上，更將道之特色運用在兵法上，故《淮

南》認為用兵佈陣時也應順天上星象的方位安排，而在地面作戰時，也應順應

地勢的高低佈陣，採取後面及左方有較高地勢可倚靠的地形，而將領帶兵更應

賞罰分明，動靜時機皆能準確迅速掌握，如此一來，只要循天道自然的安排，

用兵便能更加無往不利。孫紀文認為這是所謂的「軍事占星術」。 

 

   軍事占星是借助天象的吉祥凶險以克敵制勝的一種數術。《兵略訓》寫

到：「所謂天數者，左青龍，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即借靠二十八

宿的天象來確定三軍的進止。這種軍事數術或許帶有明顯的神秘色彩，

但卻是漢人軍事心理的一種寫照。203 

 

  由此可知《淮南》中所載用兵佈陣之術，是順應天道自然規律所做的安排，

而這也是《淮南》認為最佳的用兵法則。故〈兵略〉云： 

 

善用兵者，持五殺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

204 
 

                                                 
202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五〈兵略〉，頁 115。 
203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220—221。 
204  同註 202，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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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於奇賌 205、陰陽、刑德、五行、望氣、候星、龜策、禨祥，此善為天

道者也。206  

 

  高誘注云：「五殺，五行。207」《淮南》認為善於用兵者，必能明瞭自然界

中五行相生相剋之理，運用木火土金水的變化，體察週遭環境的改變，施展兵

術佈陣作戰，便能戰勝。反之若忽略五行變化在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違反自然

天理，那麼一定每戰必敗。 

  接著《淮南》進一步說明用兵時所應運用的八種方式，「奇賌」高誘云：「奇

賌，陰陽奇祕之要」，「陰陽、刑德、五行」指陰陽五行相生相剋之術，「望氣、

候星」指觀察天上雲氣星宿變化以斷吉凶之術，「龜策、禨祥」指透過占卜判斷

吉凶之法。《淮南》認為能夠善用這些方式來用兵就是擅用天道自然運行之理，

因此特別強調其重要性。由此更可看出道落實到萬物之間，其無限性除了展現

在天地間不同物類的產生、天上星象輪轉不息之外，道在兵法的運用上更是能

表現出各種不同的戰術，同時在一次強調法天應天的重要性。 

  《淮南》不論在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再再強調因循天道所蘊含陰陽之理

緒的重要，順道為之則勝，逆道為之則亡。而清靜無為是道重要內涵，《淮南》

認為人君施政正應遵循此理行事，並依照天道運行施政與工作，社會自然就能

和順安定。若遇君王無道，導致社會動盪時，就有戰爭用兵的需要，《淮南》認

為用兵的原則便在於是否合於道，合道為義戰，不合道者人人得以誅之，用兵

之法更須依道而行，道虛靜專一、道自然無為、道法自然、道應無窮，因此用

兵必須從道之理中體會，配合陰陽氣化之天道運行，自然就能得到最後勝利，

回到原本清靜無為的社會。 

 

 

                                                 
205 「明於奇賌」本作「明於奇正賌」。陳觀樓：「正字後人所加。奇賌以下皆二字連讀。上文

云：『明於刑德奇賌之數』，高注：『奇賌，陰陽奇秘之要。』是其證。」劉文典：《淮南鴻

烈集解》，下冊，頁 516。今從校改。 
206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五〈兵略〉，頁 116。 
207  同註 206，頁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