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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氣化感應論 

 

第一節  氣類相感 

 

   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 1。2 

 

  道由無形生化出有形萬物的過程中，氣為最關鍵的作用，宇宙中陰陽二氣

交互作用，清揚之氣上升為天，重濁之氣下凝為地，天地間的元氣煩雜者化為

萬物，精華者化生為人，這種種變化都是透過氣中所蘊含陰陽兩種元素相互作

用所產生，由此可知氣蘊含於萬物之中，萬物中皆有氣。 

《淮南》認為萬物本質皆是氣 3，並且都是透過陰陽氣化生生而成，因此

彼此間有關聯性，故同氣類之物可相互感通對應，形成「同氣相動 4」、「物類

相應」的特殊現象 5。「總之，『感應』在《淮南子》中是一種絕對的觀念，它

是宇宙萬物間的一種客觀的、自然的聯繫。以『感應』來解釋與闡發道家思想

是《淮南子》最大的思想特色。6」這種現象非常複雜且玄妙，不是輕易可掌握。 

針對《淮南》氣類相感說，學者們的討論有幾個重點：（一）氣類相感觀念

起源甚早 7，《周易‧卷第一‧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流

濕，火就燥，雲從龍，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8」其中就已蘊含氣類相感的

觀念。陳德和云：「人與天地可以同構相副、同氣相應，物與物之間則同樣由於

                                                
1「皆乘一氣者也」本作「皆乘人氣者也」。莊逵吉：「『乘人氣』本作『乘一氣』，唯藏本作人。」

（漢）劉安撰、（漢）高誘註、（清）莊逵吉校：《淮南子》，頁 261。今從校改。 
2（漢）劉安：《淮南子》，卷八〈本經〉，頁 52。 
3 簡松興：「就《淮南子》而言，萬有是由道、氣一路淪降化生而成，所以在「氣」的基礎上，

萬有是同質的。因而在物質的、生理的、心理的三方面，都有同氣相通相動的現象存在。」

參見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露》、《史記》為中心》，頁 87。 
4 同註 2，卷十六〈說山〉，頁 120。 
5 羅光云：「天地萬物都由氣而成，氣則週遊天地萬物內，在萬物裡通行。……因此，同類的

氣，互起感應。」參見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頁 595－596。 
6 參見白光華：〈我對《淮南子》的一些看法〉，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六輯）（臺

北：文史哲出版社，2000 年 8 月），頁 199。 
7 白光華云：「『感應』的觀念，不僅非常重要，而且其起源也是很早的，它原也不是道家的思

想，而是陰陽五行家觀點。大約在戰國時期，道家便已經受了陰陽家的影響，而《淮南子》

更加集中地用『感應』來闡釋道家的學說。例如，《淮南子》認為：『自然』就是『感應』，

又認為『無為』就是『感應』。」同註 6，頁 199。 
8（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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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秉一氣而可以共感共應 9」，此即氣類相感產生之因。（二）此外，有些學者

提出「地理之氣 10」的觀念，陳麗桂云：「《淮南子》認為：人與天地彼此之間，

必然存在著密切的關係，因了這一「氣」，人的生命與所居處的自然環境之間關

係相當密切，自然環境條件的變遷歧異，深深決定著人的身心品質和健康。11」

這都說明氣類相動對人的生命與居處環境，皆有重要影響。 

綜合以上討論，以下針對《淮南》氣類相感之現象，分為「同類相動」、「風

土之氣」、「同數相動」三方面進行詮釋與分析。 

 

一、同類相動 

 

毛羽者，飛行之類也，故屬於陽；介鱗者，蟄伏之類也，故屬於陰。日

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 鹿解，月者，陰之宗也，

是以月毀而魚脳減 12，月死而蠃蛖膲。13 

 

夫燧取火於日 14，方諸取露於月，天地之閒，巧歷不能舉其数，手徵忽

怳，不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類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立致者，

                                                
9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87。陳麗桂云：「人與大自然之間先天上形氣相通；而按照氣

化宇宙論的說法，人與宇宙萬物的身心活動，都是這一氣的作用。因此，透過這一氣，人與

人，人與天地，乃至人與物，物與物，物與天地之間，真可以自然無礙地交通往來，相感相

應。」參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85。 
10 陳麗桂提出「風土之氣與人生。」參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83。陳德和作

「墬形與人情」，並云：「這是從地形地貌上的不同，說不同的地氣對人的感應作用，……總

之，不同土地會醞釀出不同個性、不同專長、不同體材、不同壽夭的人。」參見陳德和：《淮

南子的哲學》，頁 185。楊有禮云：「〈地形訓〉還認為，不同地理位置生產的物品也是不同

的。這一方面由於氣候不同，出產的物品就不一樣，……另一方面，由於各地地形、土質，

甚至陰陽屬性不同出產的物品也不一樣。」參見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

頁 66。 
11 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83。 
12「月毀而魚腦減」本作「月虛而魚腦減。」王念孫云：「虛當為虧，字之誤也。月可言盈虧，

不可言虛實。」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86。又于大成：「王說虛當為虧，是

也。謂作毀者蓋許慎本，則大謬也。考御覽鱗介部十三（卷九四一）所引是許慎本，而字作

虧，則作毀者始是高誘本矣。」參見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253－254。今從

校改。 
13（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 
14「夫燧取火於日」本作「夫陽燧取火於日」。王念孫：「夫陽燧本作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

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為語詞，又以天文篇『陽燧見日則然而為火，方諸見月則津而為水』，

故加入陽字，不知夫燧即陽燧也。」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18。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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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同氣相動也。15 

 

  陰與陽是元氣中最基本的兩種作用，元氣清揚部分上升為天；重濁部分下

凝為地，陽氣累積久了會變火；陰氣累積久了會變水，火氣精華部分會變日，

水氣精華部分會變月，日月過多的精氣則會化為星辰。天上無數天象皆由陰陽

二氣交互作用產生，地面上的萬物也是如此。《淮南》認為在天上飛翔和陸上行

走且有羽毛的動物與天接近，故屬陽；在水中蟄伏有甲殼和鱗片的動物近水，

故屬陰，陽燧屬陽故能生火；方諸屬陰故能生水。由於相同氣類之物會相互感

應影響，因此同屬於陽氣所生的日便會影響毛羽類動物，使群獸在春夏時脫毛，

日冬至和夏至時換角。相同地，同樣屬於陰氣所生的月亮盈虧也會讓介鱗類動

物產生變化。陳麗桂云：「鴻烈以為，天地萬物彼此恆存在某類玄妙之特殊現象，

方甲物呈現，或產生某類現象，進行某項功能時，乙物亦必同時相應而起變化

16」，因此同樣屬性的事物會互相感應，《淮南》在此藉由日月和動物間擁有相

同陰陽屬性者會相互感應，說明了「同氣相動」的影響。 

 

火上蕁，水下流，故鳥飛而髙，魚動而下 17。物類相感 18，本標相應，

故陽燧見日則燃而為火，方諸見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龍舉而

景雲屬，麒麟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

而勃海決。19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 20，

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21 

 

  「陽召陽，陰召陰」，氣類同屬陽性會與陽者相感應，同屬陰性會與陰者相

                                                
15（漢）劉安：《淮南子》，卷六〈覽冥〉，頁 41。 
16 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冊，頁 215。 
17「鳥動而高」本作「鳥飛而高。」王念孫云：「『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太平御

覽鱗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86。今從校改。 
18「物類相感」本作「物類相動」。劉家立云：「物類相動」，「動」字應作「感」，與「本標相

應」之「應」字相對。作動者涉上句而誤也。參見劉家立：《淮南集證》，頁 4。今從校改。 
19 同註 15，卷三〈天文〉，頁 18。 
20「畫隨灰而月運闕」本作「晝隨灰而月運闕」。今本皆作畫隨灰而月運闕，當據改。 
21 同註 15，卷六〈覽冥〉，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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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淮南子》在指出這種現象之後，還著意指出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陰陽

之氣相動也」（〈泰族訓〉）。這就是說，在兩種互相關聯著的事物之間，存在著

一種聯繫的中介物，這就是「氣」。這種以氣為中介的感應現象不僅存在于天與

魚鳥之間，而且存在于此物與彼物之間，如：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鼓宮宮動，

鼓角角動，磁石召鐵，琥珀掇介等等。22」 

  其次，《淮南》用五行相生說明氣類相感的現象。「虎嘯而谷風至，龍舉而

景雲屬」，高誘注：「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水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

龍，水物也 23。雲生水，故舉而景雲屬。24」，《淮南》認為「虎嘯而谷風至」是

因為虎的屬性為土，谷風屬性為木，木生於土，故虎與谷風可相感應。「龍舉而

景雲屬」則是因為龍的屬性為水，雲能生水，故龍與雲可相感應。 

《淮南》雖欲將相同氣類感應現象作一整理，但卻發現「夫物類之相應，

玄妙深微，知不能論，辯不能解 25」，並非所有同類相動的現象都可用陰陽兩種

性質分類，如「鯨魚死」與「彗星出」、「蠶珥絲」與「商弦絕」、「賁星墜」與

「勃海決」、「東風至」與「酒湛溢」、「畫隨灰」與「月運闕。」這些物類之間

擁有玄妙的感應現象，雖同為「同氣相動」，但無法以單純陰陽物性區分，但《淮

南》認為就是因為彼此皆有相同的本質，也就是同樣是氣化生生的產物，才會

產生感應的現象。 

《淮南》文中列舉了許多物類相感的例子，其企圖以陰陽五行相生以及相

同氣類能互相感應解釋這些現象，雖然現今看來不合科學似穿鑿附會，但這是

戰國秦漢人針對當時所未知的現象，以當時流行的陰陽五行觀所做的詮釋。 

 

 

 

                                                
22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頁 561。 
23「龍，水物也」本作「龍，水也。」于大成云：「上句『虎嘯而谷風至』，高注云：『虎，土

物也』，以彼例此，此注水下亦當有物字。莊本補物字，集解、集證竝從之，是也。」參見

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258－259。今從校改。 
24（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又陶方琦云：「文選劉孝標廣絕交論注、御覽

九百二十九、事類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類。』御覽九百二十九又引許注：

『龍，陽中陰蟲，與雲同類。』」陶方琦：《淮南許注異同詁》，頁 427。錢塘云：「御覽引許

眘注云：『麒麟，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上》，頁 9－10。

知此處有許注與高注異。 
25 同註 24，卷六〈覽冥〉，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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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土之氣 

 

針對各個地區會出現不同的風土現象以及不同類型的人與物，《淮南》當中

也有相當豐富的記載，楊有禮云：「《淮南子》認為不同的地理環境對人的生理、

心理、風習有着巨大的影響。〈地形訓〉把不同的地理環境、不同的人種、人們

不同的生活習性甚至不同的智能聯繫起來，提出了系統的地人相關說，認為不

同的地理環境決定人們的性格，甚至決定人們的生理和心理特徵。26」這種現

象的產生非常玄妙且看似和陰陽氣化有關，因此《淮南》便以氣類相感詮釋風

土與物類之間的關係。 

 

土地各以類生人 27，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女，障氣多喑，風氣多聾，

林氣多癃，水氣多傴 28，岸下氣多尰 29，石氣多力，險阻氣多癭，暑氣

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尪 30，衍氣多仁，陵氣多貪，輕土

多利，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類。31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秏土人醜。

32 
 

  《淮南》認為各地不同的氣候、地形、水質等都會對當地人的性別、長相、

氣質、體質、性格等造成影響，如居處在山陵之氣較強的地方容易使人生男，

居處在水澤之氣較強的地方容易生女，居處在障癘之氣多的地方人易變啞，居

處在風邪之氣多的地方人易變聾。生長在土質堅硬地區的人易剛強，生長在土

                                                
26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6。 
27「土地各以類生人」本作「土地各以其類生」。王念孫：「此本作土地各以類生人。今本衍其

字，脫人字。」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07。今從校改。  
28「水氣多傴」本作「木氣多傴」。于鬯：「疑木乃水字之誤。」于大成：「史記天官書正義引

此，正作『水氣多傴』，可以證成于說。」（清）于鬯：《香草續校書》，下冊，頁 530；于大

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374。今從校改。 
29「岸下氣多尰」本作「岸下氣多腫」。王念孫：「腫本作尰，此亦後人妄改也。」同註 27，頁

807。今從校改。 
30「丘氣多尪」本作「丘氣多狂」。王念孫：「狂當為尪。」同註 27，頁 807。今從校改。 
31（漢）劉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8。 
32 同註 3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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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柔軟地方的人易肥胖；生長在土地肥沃地區的人比較漂亮，生長在土地貧瘠

地區的人比較醜陋。由以上記載可看出《淮南》認為不同氣候對地區以及人都

有深遠的影響，這種種現象皆是各地不同的氣類針對與自己相似的類別所產生

不同的感應。33同時，藉由氣類豐富的變化可看出氣化作用具有生生無限的涵

義。34 

  此外，《淮南》云：「中土多聖人」，這不只是氣同類相動的記載，這也是一

種「雜有基于五行思想的、圖解式的、觀念性的想像（大幅度地導入五行思想

也是《淮南子》與秦道家不同的一大特徵）。35」 

 

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力而 ，食草者善走而愚，

食葉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

不食者不死而神。36 

 

  不同氣類的食物，也會對吃的動物產生不同影響。如吃水的動物善於游泳

且耐寒，吃土的動物沒有心臟卻很靈敏。而人是萬物之靈，淮南認為人之所以

較尊貴於其他動物，與人常食用之物也有關聯。故曰懂得呼吸吐納的動物神妙

且長壽，吃榖的動物聰明但壽命不長，這點出了人有心知判斷的特點，強調其

與其他動物的差別。此外，《淮南》特別提出了「不食者不死而神」的觀念，有

些學者認為這是「成為後來道教神仙術的基礎理論。37」 

                                                
33 劉長林：「《淮南子》認為，對人的身心影響最大的地理要素是：氣、土、水。而對這三大

要素的性質起決定作用的東西包括地形、地勢、樹木、氣候、土質、水質、水勢和風等。這

些自然地理條件能夠對人的性別、五官、體型、體重、壽夭、美醜、強弱、多發病以及品德、

能力、行為特徵產生重大影響。……《淮南子》對這種現象的理論解釋是：『皆象其氣，皆

應其類。』其深層的涵義仍然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繫辭上》）。根本原因在於，事物

之間存在着感應關係。」參見劉長林：《中國象科學觀－易、道與兵、醫（修訂版）》，下冊，

頁 778。簡松興亦云：「不同地理環境的人，有不同身體特質，有不同才性，甚至不同的流

行病。其相異的理由，就在於『氣』之不同，以及人之氣與自然之氣的相感相應。」參見簡

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露》、《史記》為中心》，頁 82。 
34 簡松興：「『氣』以陰陽二分外，這裡又以山、澤、障、風、林……等等區分論述。就分類、

推理的角度說，充分表現了『氣』作為本體概念的靈活性與周全性。」參見簡松興：《西漢

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露》、《史記》為中心》，頁 83。 
35（日）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李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念的

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年 3 月），頁 134。 
36（漢）劉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8。 
37 同註 35，頁 135。楊有禮云：「這裡認為有三種高級生物：食氣者、食穀者、不食者。承認

有長生不死的神仙。……《淮南子》受神仙思想的影響，卻不滿足於這些純外在的方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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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土之氣御乎埃天 38，埃天五百歲生玦，玦五百歲生黃澒 39，黃澒五百

歲生黃金，黃金千歲生黃龍，黃龍入藏生黃泉 40，黃泉之埃上為黃雲，

陰陽相薄為雷，激楊為電，上者就下，流水就通，而合于黃海。偏土之

氣御乎青天，青天八百歲生青曾 41，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

青金，青金千歲生青龍 42，青龍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

相薄為雷 43，激揚為電，上者就下，流水就通，而合于青海。牡土之氣

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丹，赤丹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金，

赤金千歲生赤龍，赤龍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雷，

激揚為電，上者就下，流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

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金，白金千歲生

白龍，白龍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雷，激揚為電，

上者就下，流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六百歲生

玄砥，玄砥六百歲生玄澒，玄澒六百歲生玄金，玄金千歲生玄龍，玄龍

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雷，激揚為電，上者就下，

流水就通，而合于玄海。44 

 

  以上主要是再描述五方之氣的循環生化過程，以中央為例：中央「正土之

                                                                                                                                       
以依附老莊道家的思想，吸取黃老新道家的思想，演成一種向內求的神仙出世哲學。」參見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214－215。 
38「正土之氣御乎埃天」本作「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王念孫：「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

四段，氣下皆無也字。」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12。今從校改。 
39「埃天五百歲生玦，玦五百歲生黃澒」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

歲生黃澒」。王念孫：「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澒』，其『生黃埃，黃埃五

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鄭良樹：「兩缺字當作玦；玦，玉石也。……初學紀寶

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缺並作玦，是其明證。」同註 38，頁 812；鄭良樹：《淮南子斠

理》，頁 74。今從校改。 
40「黃金千歲生黃龍，黃龍入藏生黃泉」本作「黃金千歲生黃龍，入藏生黃泉」。于大成：「御

覽七十、廣博物志三十七引此，黃龍二字重，以下文例之，是也。劉本、王鎣本、莊本亦重。

當據補。」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416。  
41「偏土之氣御乎青天，青天八百歲生青曾」本作「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

王念孫：「清天當為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同註 38，頁 812－813。今從校改。  
42「青金千歲生青龍」本作「青金八百歲生青龍」。王念孫：「八百歲當為千歲。上文『黃金千

歲生黃龍』，即其證也。」同註 38，頁 813。今從校改。  
43「陰陽相薄為雷」本作「陰陽相薄為雲雷」。王叔岷：「雲字涉上句『青雲』而衍。」王叔岷：

《諸子斠證》，頁 349。  
44（漢）劉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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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上升形成「埃天」，「埃天」經過五百年後形成礦石「缺」，「缺」經過五百

年後形成黃色的汞礦「黃澒」，「黃澒」經過五百年後形成「黃金」，「黃金」經

過千年後變化成「黃龍」，「黃龍」會潛藏於「黃泉」中，「黃泉」中的細微物質

會上升變成「黃雲」，天上陰陽二氣相互逼迫形成雷，相激蕩形成電，在上者會

趨向下，於是水的流動就會通順，最後流入中央的「黃海」。 

  由此可知，《淮南》對於五方風土之氣的循環生化過程，仍舊是以五行觀加

以詮釋：《淮南》以中央、東、南、西、北五方為準，搭配上五色、五行之數 45，

其所產生的物類生化過程順序為五方之地氣、五天、五礦、五汞、五金、五龍、

五泉、五雲、五海。 

此外，《淮南》再次強調了五行當中「土」的位置，故將中央土行放在第一

位，之所以做這種搭配，有學者認為「根據風土的、地理的諸條件，想把人類

現實的存在方式加以法則化、類型化的《淮南子》土氣、地氣的『氣』論，是

在專門把超越的、形而上的『道』的世界作為問題，主要關心與終極的真實世

界合一的先秦道家『氣』論中幾乎未見的，《淮南子》在沿襲先秦道家『道』的

哲學思辨的同時，是導向對由于漢王朝出現大變面貌的現實的『事』的世界的

切實關心而發展的結果。46」 

 

三、同數相動 

 

  《淮南》發現數字與物類之間也擁有某種神秘的關係，巧妙的相互感應，

造成萬物之間產生「同數相動」的特殊現象。 

 

道始於一 47，一而不生 48，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

                                                
45 高誘注云：「中央數五，……東方木，色青，其數八，……南方火，其色赤，其數七，……

西方金，色白，其数九，……北方水，其色黑，其数六。」參見（漢）劉安：《淮南子》，卷

四〈地形〉，頁 31。 
46（日）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李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念的

發展》，頁 134－135。陳德和亦云：「《淮南子》之所以如此，反應了兩個可能：第一是它在

基調上仍屬於漢初道家之一羣，儘管拙文辨析它不完全等同於黃老，但它對黃帝的土德和老

子的地道依然是情有獨鍾的；第二是它的政治立場還是護衛劉家天下而為主流派，因為當時

朝野所普遍流行的觀念裡，漢家王室自文帝之後是被相信屬諸土德的。」參見陳德和：《淮

南子的哲學》，頁 137。 
47「道始於一」本作「道曰規始於一」。王念孫云：「『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不相屬，此因上

文『故曰規生矩殺』而誤衍也。」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96。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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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禮，

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革三令以為制 49。以三參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

律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數立焉。黃者，土

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律

之數六，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50 

 

  道是萬物生化的標準、開始，也就是一，道中陰陽兩種作用交互調和產生

萬物。《淮南》引申《老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51」的觀念，認為道

即一，陰陽為二，陰陽作用為三，因此萬物的生成皆與一、二、三這三個數字

有關，如季節以三月為一季，祭祀以三飯為禮等。此外《淮南》認為三是陰陽

合和相生萬物之數，因此與三有關，以三相乘之數，皆與天地萬物相生有密切

關係。如三三得九，而黃鐘律管長為九寸，九九八十一，黃鐘律數為八十一，

三二得六，故有六律六呂，六二十二，因此共有十二月律主十二個月。 

 

古之為度量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律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

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 52，

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

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度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而禾蔈定，蔈定

而禾熟。律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律以當辰，

音以當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 53。其以為重 54，十

                                                                                                                                       
48 于大成：「五行大義引不下有能字。」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307。 
49「兵革三令以為制」本作「兵重三罕以為制。」王念孫云：「重、罕二字，義不可通。重當

為革，罕當為軍。」又于大成云：「王校革是而軍非。兵革之事而以三軍為制，義不可通，

且與上『三飯』、『三踊』不相類。罕當為令，『三令』，即史記孫武列傳之『三令五申』也。」

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97、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308。今

從校改。 
50（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22。 
51（晉）王弼注：《老子道德經》，下篇，頁 8。 

52「故人臂修四尺」本作「故人脩八尺」。王引之云：「此文多不可通。今更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一切經音義卷十七

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

頁 798。今從校改。 
53 王引之云：「十二蔈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蔈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 』，

高注曰：『十二 為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說文

亦曰：『律數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說而更定之如左：『律

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分。律以當辰，音以當日，日之数十，故十分而為寸，十寸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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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兩。衡有左右，因而倍

之 55，故二十四銖為一兩。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六，

故十六兩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

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律而生五音，十二律而

為六十音，因而六之，六六三十六，故三百六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律

歷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56 

 

  此段《淮南》言度量輕重與律曆之數與氣類間彼此的感應關係，經過歸納

可發現，《淮南》認為三、四、五三數字與度量和律數間擁有巧妙的相感應的現

象。首先，以三論之：三是陰陽合和產生萬物最基礎的數字，在長度方面：《淮

南》發現十二月律中代表開始的黃鍾律管長九寸，古制布帛寬度 57以二尺七寸

為標準，律數十二，「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在重量方面：「十二

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兩」，季節「三月而為一時，三十

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皆為三的倍數。以四論之：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而

為一歲，重量方面：「十六兩而為一斤」、「四鈞為一石」，亦皆為四的倍數。以

五論之：音律以五為單位，《淮南》發現「音以當日，日之数十」，一旬十日，

長度方面：「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正為音律數五的倍數。而音律相生之

數為八，為五加三之和，「人臂修四尺」、「八尺而為尋」，音律數與相生數相乘，

五八四十，而「十尺而為丈」，四十尺為四丈，故「四丈而為匹」，十二律與五

音相乘，故「十二律而為六十音」，然而以六為倍數，六乘以六十音，正好三百

六十音與一年日數相合，以上種種關係，皆與音律數五有著巧妙的連結。 

《淮南》發現度量以及音律與數字之間充滿神秘的關聯性，三為陰陽二氣

的總合，四為陰陽二氣之倍數，而五為五行之數，由此可看出制度與律數的生

成變化，和陰陽五行之氣間存在相互感應的現象，而且《淮南》認為這些現象

                                                                                                                                       
尺，十尺而為丈』。」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99。王說疑是。 

54「其以為重」本作「其以為量」。王念孫云：「量當為重。重、量字相近，又因上文『度量』

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數，非言其量之數。說文禾部注及宋書律志並作『其以

為重』。」同註 53，頁 799。今從校改。 
55「因而倍之」本作「因倍之」。何寧云：「因下當有而字，與下文『因而四之』『因而六之』

同例。宋書律曆志作『因而倍之』。」參見何寧：《淮南子集釋》，上冊，頁 259。今從校補。 
56（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23。 
57《說文‧七篇下‧巾部》：「幅，布帛廣也。」（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

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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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秉著「天地之道」的生生變化而產生。 

 

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

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日數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

主辰，辰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六十三 58，三主斗，斗

主犬，犬故三月而生。六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六，六主律，

律主麋鹿，麋鹿故六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

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日而化 59。60 

 

  動物的生化過程，也與數字產生巧妙的感應現象。首先《淮南》描述天地

人的關係，它認為天屬陽，地屬陰，人屬和 61，因此與數字一、二、三作連結，

並認為三的倍數九與動物的相生有著對應關係，如九九八十一，一主陽故主日，

日數為十天干，而日與人相感應，故人十月生。又如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

與奇相承，故奇主辰而辰主月，月與馬相感應，故馬十二月而生。藉由以上討

論發現，《淮南》以三的倍數九為基準，並從九開始遞減至一，而與萬物對應的

數字則由一遞增至九排列，接著描寫與其所對應的動物懷孕的時間。由此看出

後者可能為實際觀察的結果，而前者可能為《淮南》根據此結果，發現其與數

字間的變化有神秘的關係，因而作出巧妙的連結。 

總而言之，「鴻烈以為乃以「氣」故，物物之間以「氣」相感通，氣類相同

則相感動，故曰「陰陽同氣相動」（覽冥）「以陰陽之氣相動」（泰族）。 62」《淮

南》將這種無法解釋的神秘現象，皆以氣類相感加以詮釋，不論是在物與物、

物與天、物與地，甚至物與人之間，都存在因氣類相近而相互感動的情況。這

些事物間彼此的關係全以陰陽五行之氣類的相應詮釋，或許有些過為牽強，但

                                                
58「七九六十三」本作「十九六十三」。十當作七，形近而誤，今校改。  
59「蟲故八日而化」本作「蟲故八月而化」。楊樹達：「月字集證本作日，是也。說文十三篇下

風部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論要釋》，頁 36。今

從校改。  
60（漢）劉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8—29。 
61 高誘注：「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同註 60，頁 28。 
62 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冊，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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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科學尚不發達的漢代所歸納出對天道變化詮釋的方式之一，而這種觀念

也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天人感應 

 

  基於天人同在一氣流行，天與人內在本質皆為一氣，因此天人之間存在許

多相似之處，可相互對應。陳麗桂云：「人之於天地，非特先天形骸相副，情性

相合，基於同秉一氣化生之理，鴻烈以為人之於天地，亦得恃此相同之一『氣』

而交通往來，此謂天人感應。63」因此，若人違逆天道，流動於人身之氣就會

不通順，天人相應，故天氣也就會不調合，因而產生許多異象。但就因天人相

應，因此人若專一心志，使其氣之精充滿於內心，天亦能感受到人之精氣而有

所回應。 

  根據學者的討論結果，關於天人感應的討論可分三個部分：（一）人副天數

64：由於天人皆一氣之化生，且人為氣中最精華的部分，因此人的形體、精神、

器官與天之間存在著一種巧妙的對應關係，這也印證出天道與人道可以相互感

通。（二）天人感應 65：天與人之氣類相互對應，因此天與人之間的心意可以彼

                                                
63 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冊，頁 214。 
64 陳麗桂云：「人的生命形骸簡直就是天地宇宙的縮影，每一個生命形骸，都似一個完具的小

宇宙、小天地。作者就從吾人身上這些個與天地現象恰可相比的生理、心理狀況去印證；人

既是天地之氣所化生，天道、人道自有相通處。」說詳見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

頁 85。李增云：「在萬物中，唯人也，獨為小宇宙，而與大宇宙（天地）相類似。」說見李

增：《淮南子》，頁 17。陳德和亦云：「人有四肢、十二關節、三百六十骨節的間架亦猶天有

四時、十二月、三百六十日的建制，彼此間功能控御亦相彷彿，但它們中就是對應的符合，

甚至是像原本和模本、副本那種關係的合而已，此謂之相副。」說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

學》，頁 183。楊有禮云：「《淮南子》的天人關係學說中，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把人與天的結

構直接相比附，認為人的生理結構、情性道德都與天的結構、功能相類似和對應。」說見楊

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2。 
65 牟鍾鑒云：「作者認為，天地及萬物皆由元氣分離而出，陰陽之氣陶化而成，彼此以氣相連

而成為整體，人也在其中。物類之間以陰陽之氣相接，亦可以陰陽之氣相動；天與人之間也

是以陰陽之氣相通，故也能通過氣的渠道互相感召。人的精神是一種精氣，它既源於天，自

然也可與天相通。說明天人感應，氣是媒介。」說見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

頁 188。孫紀文云：「天人感應思想是把自然界與人類社會諸多現象互相聯繫，在對應中尋

求相互影響的一種中國古代特有的思想。」說見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90。李增云：「《淮

南子》認為人為造化者所加於精氣上的形式而成人。人的精神來自天，人的形骸來自於地。

人為小宇宙，天為大宇宙。天與人在形式、數、性質、綱紀皆相合為一。此一為一體、一致、

一貫、一同與類似。而人與萬物亦相與同質——氣。由此，人與天與萬物皆可運而相通。」

說見李增：《淮南子》，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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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互感通。（三）精誠感通 66：當天降災於人民時，表示社會動盪，君王施政

違反天道。但若人君能夠使自己的心志專一，使己之精氣通達於道，必能感動

上天，降下祥瑞。據上述論述，以下將天人感應的原因與影響分成人副天數、

上天之誅、精誠感通三方面進行討論。 

 

一、人副天數 

 

天地萬物間存在這種「玄妙深微，知不能論，辯不能解 67」物類相感現象，

不但在物物之間存在相感應的情況，數字與萬物的生長間也有巧妙的關聯，而

萬物之靈的人類更與天地之間的種種現象有著「同類相動」的情況產生。 

 

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

或死或生 68，万物乃成。蚑行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躰，皆通於天。

天有九重 69，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

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六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六十

節。故舉事而不順天者，逆其生者也。70 

 

《淮南》認為陰陽二氣為創造萬物最基本的元素，陰陽交錯相生，萬物於

是形成，天地間萬物最尊貴者為人，故人能與天的內容互相感通，因此人若能

順天而為，生命就不會出現違逆的情況。「所以，對於天，只有順應它而不該違

逆它，再說天與人本是同類，人的孔竅都上通於天，所以《天文訓》中說『舉

                                                
66 陳麗桂云：「一個人如果能集中意志，堅定信念，其精神心靈便能瞬間超昇，臻至某種上層

境界，或匯聚成強大的無形力量，蔚為巨大的感通能源，然後瞬間投射，造成神奇的感通效

果。」說見陳麗桂：〈《淮南子》與《春秋繁露》中的感應思想〉，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所編《先秦兩漢論叢》（第一輯）（臺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1999 年 7 月），頁 163。

陳德和認為精誠感通因「自然物之間都能夠本標相應、同氣相動，那麼做為宇宙之模範生的

萬物之靈，彼此之間在理論上就應該更容易產生一體之感才對，……是故〈泰族訓〉就把『至

誠而能動化』的人叫做聖人。聖人是整全人格的實現，他能以一氣之誠調陰陽、通天地、應

人心，理想的統治者正是要有這種修為。」詳說見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88。 
67（漢）劉安：《淮南子》，卷六〈覽冥〉，頁 41。 
68「或死或生」本作「或死或」。今本多作或死或生，當據補。 
69「天有九重」本作「天地九重」。于大成：「地當為有。上文云：『跂行喙息，莫貴於人。孔

竅肢體，皆通於天』，下文云：『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

以制三百六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六十節』，蓋此文係以人與天配，與地無涉。」參

見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319。今從校改。 
70 同註 67，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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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不順於天者，逆其生者也。』人對天的違背就是對自我生命的戕害，這樣

一來，人與天之間由於天人同類和天人感應的理論論證就建立起了一種既相類

又相感的密切關係。71」 

接著《淮南》舉出天與人之內容相互類同之處：天有九重、四時、十二月、

三百六十五日，而人與天相通，因此也有九竅、四肢、十二節、三百六十節。

不論是在數目與類別上都有著巧妙的對應。簡松興亦云：「『天人相類』是針對

人與天的形構上做類比，進而從器官的功能上加以比附，這是當時社會上流行

的觀點。……人的形狀與天相類，人肢體數目與天文的現象數目相同，人的器

官和功能，是天地自然性質和功能的摹本。72」《淮南》藉此強調人副天數的觀

念並突顯出天人關係之密切。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 73、五行、九解、三百六十

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六十節 74。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

取與喜怒。故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 75，以與天地相參也，

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76 

 

  《淮南》認為人頭圓足方，人有五臟九竅，和會有取與喜怒的特質，皆與

                                                
71 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10。 
72 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露》、《史記》為中心》，頁 92。 
73「天有四時」本作「有四時」。今本皆作天有四時，文義較全，當據補。 
74「三百六十日」、「三百六十節」本作「三百六十六日」、「三百六十六節」。王念孫：「『三百

六十六日』、『三百六十六節』本作『三百六十日』、『三百六十節』。後人以堯典言『朞三百

有六旬有六日』，故於上句加六字，因併下句而加之也。不知三百六十日，但舉大數言之。」

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25。今從校改。 
75「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本作「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雷。」

王念孫云：「『肝為風』本作『脾為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上注云：『肝，

金也』，是高不以肝為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說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

是脾為木也（說詳經義述聞月令）。脾屬木，而木為風生，故曰『脾為風』。」又于大成云：

「『脾為雷』三字迺是衍文。何以明之？上文云：『肺主目，腎主鼻，脾主口，膽主肝』（今

本有誤，見上），此文『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即承上文言之。上文即不言肝，

則此處不當有『肝為雷』一句，一也。『心為之主』下高注云：『心，土也。故為四行之主也』，

五藏心為之主，既見於此，則上文止合有四藏，其膽、肺、脾（今誤肝）、腎下，高氏分注

云：『膽，金也』，『肺，火也』，『脾（今誤肝），木也』，『腎，水也』，是膽、肺、脾、腎合

心為五藏也。而今本『脾為雷』下高無注，知此處本不當有此一句，二也。蓋後人習聞心、

肝、脾、肺、腎為五藏之說，其『脾為風』脾字既誤為肝，迺於『腎為雨』下妄增『脾為雷』

三字。不知肝、膽共為一府，言膽即不必言肝，淮南自以心、膽、肺、脾、腎為五藏也。」

同註 74，頁 825－826；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548－549。今從校改。 
76（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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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特質相感通，《淮南》還舉出它認為人的膽、肺、肝、腎、脾作用與天上雲、

氣、風、雨、雷的作用也有相感通之處。徐復觀亦認為「因為人的身體構造，

是與天地相參，所以便可說『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可以說『遭急迫難，精

通于天』；可以說『人主之情，上通于天』。即是人可以與天相通的。77」此外，

《淮南》還強調五臟中心的重要性，認為心是人體內各臟器、知覺的主宰，且

它認為五官中耳目的重要性，與天上的日月一樣重要，而代表身體內源源不絕，

充滿流動創造的血氣，與天上陰陽相激盪所產生最基本的風雨一樣重要，這都

是天人關係當中所不可或缺最基本的元素。 

《淮南》欲將人與天的關係作緊密連結，因此將人與天的內容以感通現象

作出詮釋，試圖證明人之尊貴，但有時刻意為了將天人關係作出連結而出現與

事實不符和前後不一等情況。例如人有三百六十五節，與人體實際關節數目不

同，又如〈天文〉云：「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

有十二月，以制三百六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六十節 78」，〈精神〉云：

「天有四時、五行、九解、三百六十六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六

十六節 79」，兩者對於一年的日數與人全身關節總數的說法就不完全相同。這些

情況看似穿鑿附會，但這是先民試圖以氣化感應來詮釋天人關係，發現的巧合

所作的連結。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80  

 

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六合之內，一人之刑也 81。是故明

於性者，天地不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不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

遠，而萬殊為一 82。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83  

                                                
77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35－136。 
78（漢）劉安：《淮南子》，卷三，頁 25。 
79 同註 78，卷七，頁 46。 
80 同註 78，卷七〈精神〉，頁 45。 
81「一人之刑也」本作「一人之制也」。王念孫：「制字義不可通，制當為刑，字之誤也。刑與

形同。『一人之形』集承『一人之身』言之。」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32。今從校

改。 
82「而萬殊為一」本作「而萬殊為」。今本皆作萬殊為一，且高注曰：「殊，異也。一，同也。」

故當據補。 
83 同註 78，卷八〈本經〉，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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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長林云：「《淮南子》繼承了先秦的自然整體觀和天人統一觀，并用這種

觀點對人身進行了更為細緻、具體的觀察和總結，明確地提出人身是一個小宇

宙的思想。84」天人之間「數同」、「類同」的現象，皆是因為氣類相感導致天

人感應，正因如此，《淮南》更認為天人之間的關係有別於天與萬物更加密切，

因為天地的變化與人精神形骸的產生，皆是元氣中陰陽二氣相互作用所造成，

並且相互對應，天地宇宙間的變化，其實就是人身的表現，天人同類，天人是

一。85 

 

二、上天之誅 

 

  由於天人是一，天人相感通，因此若人君違逆天道，使賊氣大盛，天之精

氣也會產生不協調的狀況，導致天象異常，發生災異，警告人君社會失常。 

 

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囯危亡而天文変，世惑乱而虹蜺見，万物有以

相連，精祲有以相蕩也。86 

 

  楊有禮云：「天是自然的天，人的活動必須遵循天道自然的原則，不能違背

自然規律，否則就要受到自然的懲罰。87」天會透過天象、災異來遣告人們，

因為天地萬物以及人類都是氣化所生，本質相同，所以只要陰陽二氣激盪產生

不協調，天上的陰陽二氣也會受到影響而不協調，因此產生感應現象，達到遣

                                                
84 劉長林：《中國象科學觀－易、道與兵、醫（修訂版）》，下冊，頁 775。 
85 雷健坤云：「《精神訓》提出，人同萬物一樣也是陰陽氣化的產物，而人與萬物之差別就在

於稟氣的精粗不同，所謂『精氣為人，繁氣為蟲』。這樣一來，天地、萬物和人在本質上便

是同一的了。所以《精神訓》說：『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譬吾處於天地也，

亦為一物也。』正是人與天地在本質上同一，因此說天與人是同類的。」雷健坤：《綜合與

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05。李增亦云：「既然道總為宇宙萬物為一體，人

之本根在於道，而形於天地，人為萬物最貴者也。而人之形體結構也與天地一也，這個『一』，

是指為一致、一貫與相類的意思。」說見李增：《淮南子》，頁 14。謝承仁云：「將人的身體

構造與天地自然變化簡單類比，以為相似，從表面看，有點荒唐；其實《淮南》之目的，在

於借此說明『天人合一』這一玄奧道理。由陰、陽二氣所構成之人體血肉之軀與陰陽二氣和

合所由生之天地萬物，物、我本屬同類，實質並無差別。」說見謝承仁：《中華傳統思想文

化淵源》，頁 411。 
86（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泰族〉，頁 151。 
87 楊有禮：《新道鴻烈：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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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目的，提醒人君能加以改進。故《淮南》認為當國家快滅亡時，天上的星

象就會產生大改變，當天上出像虹蜺時，就表示社會有災亂。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暴則多飄風，枉法令 88則多蟲螟，殺不辜則

囯赤地，令不收則多淫雨 89。四時者，天之吏也；日月者，天之使也；

星辰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90 

 

  人主的情性是與天相感通的，張立文云：「作為萬民之主，聖人的治國之術

與天相通，其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合乎義，言略而循理，行簡而順情，心愉

而不僞，事素而不飾，完全遵循質樸自然、清淨無為的天道。91」人主施政不

合乎自然之道，天就會降下災異譴告，因此天颳狂風，就表示社會上殺戮太殘

暴，蟲害的產生，就代表法令遭歪曲，國家發生旱災，就表示有無罪之人被殺，

天降久雨不止，就表示有違反時節的政令。《淮南》舉出許多例子，就是為了強

調天象的改變與人君施政的關係密切，因此陳麗桂認為： 

 

它肯定異常天象的出現，與國家社會的動亂有絕對的關係；但，卻不因

此而強調天的尊威、主宰力或神性；反而是循著氣類相動與精誠感通兩

種軌式去解證這種天人之間的感應現象。說所謂天人感應，是陰陽之氣

相激、相盪的結果；說人君政治表現的好壞，與內在心靈的品質，會引

致天、地、物象超乎尋常的正、反變化。換言之，不論災異或瑞應的產

生，重點都不在任何神性主宰或超然力量有意志的掌控或安排；而是人

的強大精神意志力量與特殊政治行為投射所及，產生的必然類應與迴

響。92 

 

                                                
88 劉文典云：「『枉法令』與上句『誅暴』文不一律。意林引此文『枉法令』作『法苛。』誅

暴、法苛正相對成義，當從之。」參見劉文典：《淮南鴻烈集解》，頁 84。 
89 何寧：「意林引作『榖不辜則多赤地，令不時則多淫雨』，當據改，上下句皆言多，第三句

應一律。注云『干時之令』，正釋『令不時』，若作『令不收』，則『干時』云者，彼惡知之。

蓋涉注『不收納』而誤。」參見何寧：《淮南子集釋》，上冊，頁 177—l78。何說疑是。 
90（漢）劉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 
91 張立文：《天》，頁 110。 
92 陳麗桂：〈《淮南子》與《春秋繁露》中的感應思想〉，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先秦

兩漢論叢》（第一輯），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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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現象是這種現象是天地人皆稟一氣所造成，人君違逆天道，就會導致

其陰陽之氣不協調，天人相應，天感受到自然就會反映出災禍等現象，《淮南》

的目的就是藉此達到告誡國君循天道施政的重要性。為加強其觀點，《淮南》更

舉出歷史事件作為例證證明之。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不明，道瀾漫而不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

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不揚，帝道揜而不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

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不安，大夫隱道而不言，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參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

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亂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不親，骨肉

疏而不附，植社槁而 裂 93，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嘷而入淵，豕銜蓐而

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不容，曼聲吞炭內閉而不歌，喪不盡其哀，獵不

德其樂 94，西老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

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立禾，路無薠莎 95，金積折廉，璧

襲無蠃 96，磬龜無腹，蓍策日施。97  

 

  《淮南》舉出古代暴君為例：說明過去夏桀之時，由於人君昏庸無道，捨

棄五帝時代的恩惠，摧毀三王時期典籍，作出違逆自然天道之事。因此季節失

去原本的調和，天地亦無法呈現和諧之氣，造成君臣離心不和睦，祭祀所用的

社神之位因枯草而有裂縫，行禮高台音震動而倒塌，動物皆驚慌失措而亂竄，

飛鳥因此斷翅，走獸傷腳，山上無高大的樹，沼澤不再有深水。這種種災禍的

發生，都應證了天人相感相應，因此「當政令逆虐，人事失錯時，有賊氣上蒸，

                                                
93「植社槁而 裂」本作「植社槁而 裂」。王念孫：「說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 字，  當

為 ，隸書之誤也。」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22。今從校改。 
94「獵不德其樂」本作「獵不聽其樂」。兪樾：「聽疑德字之誤。……德與得通，『不德其樂』

即『不得其樂』，言雖田獵而不得其樂也。正與上句『喪不盡其哀』，文義一律。」參見（清）

俞樾：《諸子平議》，頁 941。今從校改。  
95「路無薠莎」本作「路無莎薠」。王引之：「莎薠本作薠莎，故高注先釋薠，後釋莎。」同註

93，頁 822。今從校改。 
96「璧襲無蠃」本作「璧襲無理」。王引之：「文子上禮篇無理作無贏。案贏當作蠃。淮南原文

當亦是蠃，非理字。」同註 93，頁 823。今從校改。 
97（漢）劉安：《淮南子》，卷六〈覽冥〉，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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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自然界的運轉，造成異常和災害。98」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烙，鑄金柱，剖賢人之心，析

才士之脛，醢鬼侯之女，葅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

鳥鎩翼，走獸擠腳。99  

 

  《淮南》又舉商紂為例，說明商紂與夏桀之時同樣暴虐無道，燒活人，殺

勸諫者，創炮洛之刑，挖取賢人心臟，砍斷有才之士的腳，將鬼侯之女、梅伯

剁成肉醬。因此邪氣盛行，原本天地和諧之氣動盪不順，造成了當時嶢山崩塌

涇、渭、汧三川之水枯竭，飛鳥翅膀折損，走獸也斷了腳。孫紀文云：「這些史

實或許有誇大的成分，卻說得非常懇切，皆出於歷史反思的結果 100」，由此可

知，《淮南》欲藉由這些故事再次強調違逆天道的下場，達到譴告之目的。 

  災異的發生，除了造成山崩地裂、草木動物損傷外，《淮南》還特別強調天

道失常時天象的變化，因此它歸納出四時、日月、星辰、虹蜺彗星等，認為這

些天文現象的改變與人君的施政有很大的關係。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行列宿，司旡道之囯，為亂為賊，為疾

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辨変其色，時見時匿。鎮星以甲寅元始建

斗，歲鎮行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

歲熟。……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101，……當出而不出，

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不入，未當出而出 102，天下興兵。辰星

正四時，……一時不出，其時不和；四時不出，天下大飢。103 

 

                                                
98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8。 
99 （漢）劉安：《淮南子》，卷二〈俶真〉，頁 16－17。 
100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93。 
101 「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本作「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年之正

月也。後人不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為『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為熒惑，不知甲寅者，

甲寅年也。若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788。

今據校改。 
102 「當入而不入，未當出而出」本作「當入而不入，當出而不出。」王念孫云：「『當出而不

出』已見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同註 101，頁 788—789。今據校改。 
103  同註 99，卷三〈天文〉，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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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認為天人相感，因此天上的星宿與人間便能有所感應，因此便賦

予其不同的意義，分別代表不同的政令失常，藉以提醒君王。在此《淮南》舉

出四星異常的情況與社會所發生災禍的感應現象： 

熒惑又稱火星，其顏色閃爍，運行出入不定，因此被視為災禍的象徵。其

主管不行道的國家，若國君不行道，熒惑就會運行至此，此地就會發生災亂、

盜賊、疾病、喪亂、饑荒、兵災等異象。 

鎮星屬土，且一年鎮行一宿，因此被視為管理二十八宿與所對應國家領土

的星座。當鎮星出現但非行經應當鎮行之宿時，此星宿所對應之國會失去領地，

不應鎮行卻行經此星宿時，此星宿所對應之國領土會增加，並且不會有饑荒。 

太白屬金主秋季，此皆與肅殺有關，故當時人將其視為主宰兵災的星座。

當太白應該出現但不出，不該消失卻消失，天下就不會出現兵災；反之，天下

就會出現兵災。 

辰星常於春夏秋冬四季變換時出現，故被視為管理時節的星座。若辰星一

季不出現，當季節氣便會不調和，四季不出現時，天下會出現大飢荒。 

〈覽冥〉云：「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遼遠隱匿，重襲石

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104」道有無限普遍性，道所生的天亦有

無限普遍性，因此天所降之災異是無所不在的。只要君王違逆天道，造成陰陽

之氣不順，天就會有所感應，並降災異譴告國君，故孫紀文認為《淮南》「進一

步論證人事活動順天而為的感應思想，表明治理國家必須合乎天道的規範，順

則出現祥瑞作為徵兆，逆則出現災異作為譴告。105」只要人能專一心志，並依

循自然天道，自然能使陰陽二氣調和順暢，進一步感動上天，出現祥瑞的徵兆。 

 

三、精誠感通 

 

當天譴告人而產生異象時，就是在提醒人君必須注意施政，相同的，由於

天人是一故能互相感應，因此人只要向天回應，天必能感動而有所回應。故陳

                                                
104 （漢）劉安：《淮南子》，卷六，頁 40。 
105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93。羅光云：「天象的吉凶，象徵上天的賞罰；而上天的賞罰

則由人所自致，行善有福，行惡有禍。」說見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

頁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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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桂認為《淮南》首先肯定災異的存在 106。 

 

故聖人者懷天心，声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

則景星見，黃龍下，祥鳳至，醴泉出，嘉穀生，河不滿溢，海不涌波 107。

108  
 

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令行禁止，豈足為哉！109  

 

  《淮南》認為人要感動上天，必須將專一自己的心智，使真誠之心由內心

發出，如此，所表現出來的形氣才能與天相通，進一步感動上天，因而產生種

種祥瑞的徵兆。《淮南》更舉出聖人之例，說明聖人就是因為懷抱著與天相通的

自然之心，其表現出的氣就能感動上天，所發出的聲音才能感動化育天下百姓，

並且天也會出現吉祥的星宿、黃龍、鳳鳥等祥瑞的徵兆。 

  《淮南》在此非常強調「精」與「誠」的重要性，陳麗桂認為「是心靈境

界的虛無純寧；促成了生理之『氣』的相激相盪與高度流衍，人與外物、他人

的溝通管道因此而暢通了起來。因為，基本上人與外物同樣都是這一『氣』之

聚散與化生。有時候，它還把『精』結合著儒家《孟子》、《中庸》一系的『誠』

來連用，以強調它是一種內在精神心靈的真樸狀態。110」《淮南》認為之所以會

有天人感應的現象，都是精氣專一所造成的，氣流動於人與天中，當天人之間

的氣之精能順利流通時，便會產生感應現象，而這種影響無遠弗屆，並不是靠

發號政令傳達就可以做到的，故《淮南》云：「故至精之所動，若春氣之生，秋

                                                
106  陳麗桂云：「首先，它肯定『上天之誅』絕對存在，……不過，對於這個『上天之誅』，《淮

南子》並沒有循宗教神學的方向，去論證『天』的意志與尊威、賞罰；而是從『氣』的類

應原理去解證這些變異，而著重在發端一方，亦即『人』這邊的精神、心靈狀況與行為的

好壞。」說見陳麗桂：〈《淮南子》與《春秋繁露》中的感應思想〉，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

學系所編《先秦兩漢論叢》（第一輯），頁 160。 
107「海不涌波」本作「海不溶波」。楊樹達：「說文水部云：『溶，水盛也。』溶疑當讀為涌。

說文云：『涌，滕也』。」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論要釋》，頁 194。今從校改。 
108（漢）劉安：《淮南子》，卷二十〈泰族〉，頁 151。 
109  同註 108，卷九〈主術〉，頁 58。 
110  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89。徐復觀則認為精「實指的心志完全集中於一點，

而無半絲半毫雜念夾雜在裡面的精神狀態，亦即《中庸》、《易傳》之所謂誠。」說詳見徐

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4。雷健坤云：「這種感應同物類感應一樣完全是一種

氣的感應，因為，人的精神來自於天，是氣中的『精之又精』者，人『專精厲意，委務積

神』就能上通九天，與天之精氣發生感應。」說見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

中國傳統文化》，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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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殺也，雖馳傳騖置，不若此其亟。111」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降，風雨暴至，平公癃病，晉國

赤地。庶女叫天，雷電下擊，景公臺隕，支躰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

庶女，位賤尚葈，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

厲至精。……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流而擊，疾風晦冥，

人馬不相見。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在 112，

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魯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 113，

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不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

于天。若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不成？114 

 

  首先，《淮南》舉出四位古人精誠動天的故事，師曠演奏白雪樂曲，天便降

下神物，並颳起暴風雨，晉平公也得了重病，晉國發生旱災。平民女子向天喊

冤，天降雷電，打壞景公臺樓，打傷景公肢體，海水因而倒灌。《淮南》舉出兩

個地位不高的平民為例，說明只要他們專一其心志，精神集中屏除雜務，精誠

之氣自能通達至九天之上，感動上天。 

  其次，《淮南》也以君王為例，說明君王專一心志一樣也能精誠動天。從前

武王伐紂時，欲渡孟津卻遇大浪迎面打來，此時武王向上天表明其堅定專一的

心志，上天感動，於是風平浪靜。魯陽公與韓國打仗，難分難捨，此時魯陽公

持戈向天揮之，以表明心志，太陽因此後退三宿之遠。《淮南》舉出眾多事蹟為

例，說明不分位階，只要能保全性命本真，不損傷自己專一的精神，在遭遇急

迫困難時，便能以幾精誠之心感動上天，得到上天回應。115 

  《淮南》是一部「以統天下，理万物，應変化，通殊類 116」提供君王施政

                                                
111 （漢）劉安：《淮南子》，卷九〈主術〉，頁 58。 
112 「余在」本作「余任」。王念孫：「任當為在，字之誤也。」參見王念孫：《讀書雜志》，

下冊，頁 817。今據校改。 
113 「戰酣日暮」本作「戰酣曰暮」。今本皆作戰酣日暮，景宋本作曰，形近而誤。當據改。 
114  同註 111，卷六〈覽冥〉，頁 40。 
115  雷健坤云：「《淮南子》所說的能與天相感的『人』，是作為類概念的人，它既包括武王，

魯陽王這樣的王公，也包括瞽師庶女這樣的卑賤之人，因此，人實際是作為與天相類的自

然物而與天相感應的，這與董仲舒以君王為天人感應的主體有着根本的不同。」雷健坤：

《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08。 
116  同註 111，卷二十一〈要略〉，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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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因此天人感應思想在此被巧妙的運用在政治上，故簡松興云：「與天的相

應，主要著重在天子的施政得失之上。……這種感應說的目的，當在促使國君

施政能夠順天應人。117」雖然，這些天人感應災異現象以及歷史故事可能過於

誇大，有穿鑿附會之嫌，但《淮南》特別以氣化感應思想替這些史料作出較為

合理的詮釋，企圖解釋並勸諫、提醒君王施政要合於天道之重要性。118 

 

 

 

 

 

 

 

 

 

 

 

 

 

 

 

 

 

 

 

 

 

                                                
117  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露》、《史記》為中心》，頁 91。 
118  李澤厚：「這在今天看來，當然極其荒謬，但如果結合《淮南子》一書中所保存和記載的

大量有關自然的素樸的科學知識，當時這種企圖溝通天人，認為各種社會、自然事物之間

有某種不能觀察和認識其因果（『不見其所由』，『不可以智巧為』）的客觀規律（『神明之

事』）在，卻是一種重要觀念。」說見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臺北：谷風出版社，

1987 年 9 月），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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