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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氣化心性修養論 

 

  道為一切事物的準則，透過道中陰陽二氣交互作用，產生具體無限萬物，

因此《淮南》認為道的作用落實在人身上時，人的形體、精神、以及種種判斷

、思考等行為便皆以氣作為重要的內涵和生生變化作用。故《淮南》在論述人

體的形成以及各種感官作用和思慮判斷行為時，皆以氣化生生作用加以闡示，

形成以氣化建構的形體、心性、修養觀。  

 

第一節 形氣神 

 

  〈本經〉篇云：「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1」，天地一切萬物

皆道中陰陽二氣交互作用所生。而人在氣化創生過程中最特殊的是「精氣為人

，煩氣為蟲 2」，人是氣中最精華的部分所生，故能與天通，並與之相互感應

，如此肯定了人尊貴的地位及與動物間的差別 3。《淮南》認為萬物與人的內

在本質同為一氣，但有精煩之殊，所以有別於人。因此《淮南》針對人的組成

內涵做了詳細的闡述，強調人的尊貴與獨特性。《淮南》認為人是由形氣神所

組成，形氣神是人內在最基本的構造與作用，以下分別論之。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4；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

二者傷矣。5 

 

形為形體，是生命所居處的地方，人的生命要有所寄託，一定要有形體作

                                             
1（漢）劉安：《淮南子》，卷八，頁 52。 
2 同註 1，卷七〈精神〉，頁 45。 
3 戴黍：「在世間萬物之中，為人得『精氣』而可獨為一『小宇宙』，不僅人可與天相通，而

且天的作用，往往要通過人而得以實現，『人』是凝聚萬物萬事的焦點。」戴黍：《淮南子

治道思想研究》，頁 44。 
4「氣者，生之元也」本作「氣者，生之充也」。王念孫：「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不當其所充

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一失位則二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

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清）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775。

今從校改。 
5 同註 1，卷一〈原道〉，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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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乘載的工具，否則人便無法具體的有所表現。「形體以成，五藏乃形 6」，

《淮南》認為五藏是形體中最重要的器官，因此在形體形成的同時，五藏也同

時形成並開始作用。7 

  氣是一切萬物創生的根源，氣中最精華的部分，組成人的形體，並且成為

生命與身體中最基礎的元素。同時氣具有流動的特質，因此可充滿並流行於形

體之中，使身體各部位順利運作。8徐復觀云：「所謂氣，……切就人身而言，

志氣、氣志是指氣在活動時，總有志在其中指使，故二者并稱，實則以氣為

主。9」 

  神為精神，是生命中的主宰，神具有生生不測的作用力，因此當人在做任

何思考、判斷時，都要靠精神的作用作為主宰。10故羅光云：「神為心，以主

制生命，在三者中為最高，居於氣之上。……三中之一若不在自己的位置，三

者同時受傷。11」徐復觀則認為「《淮南子》中所用的神字，作形容詞用時，

是指微妙不測的作用。……但作名詞用時，所謂神即指的是人的精神。……我

更要進一步指出，《淮南子》所說的神，實際指的即是人的心。12」 

〈精神〉云：「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 13」，精神是

人所秉受於天的，而形體是秉受於地所完成，因此人的精神只要能回歸原本清

靜聰明的狀態，形氣神就能不失其位正常發揮，進而上通於天，回歸自然天道

                                             
6（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5。 
7 張運華云：「『形』是生命的基礎，是一種有形的構造。」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

究》，頁 221。雷健坤云：「『形』作為生命的物質載體就如同房舍一樣使生命有所安頓。」

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16。徐復觀云：「他們所謂的

形，指的五官百體。」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8。 
8 張運華云：「『氣』又叫『氣志』或稱為『血氣』，是一種可以流動的物質系統，它可聚可

散，可內可外，但無法看到它。」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21。雷健坤

云：「『氣』充盈于形體之內，是人生命力的體現。」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

中國傳統文化》，頁 116。 
9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8。 
10 張運華云：「『神』是一種精神活動，對人的生命活動起着支配作用。」張運華：《先秦兩

漢道家思想研究》，頁 221。雷健坤云：「而『神』則是人有別於他物的根本，所為煩氣為

蟲，精氣為人，人之貴就在于他有精神活動，所以，神是生命的主宰。」雷健坤：《綜合與

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16－117。 
11 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頁 573。徐復觀云：「精神實際指的是人的

心及心的作用，則《淮南子》中的所謂精，有的說的是精氣之精；而在人身上落實下來，

則指的是純一無二的心，及心的感通作用。」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5。 
12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5。孫紀文則認為神在《淮南》中有三個涵義「第

一、鬼神，引申為神明。……第二，是『心』的外化表現。……第三，是『精神』的減縮

形式，這一含義最為普遍。」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139。 
13 同註 6，卷七，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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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 

   

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不

外越 14，則胷腹充而嗜欲省矣。胷腹充而嗜欲省，則耳目清、聽視達矣

。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 志勝而行不僻

矣。 志勝而行不僻 15，則精神盛而氣不散矣。精神盛而氣不散則理，

理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不見，以聽無不聞也，以為無不

成也。是故憂患不能入也，而邪氣不能襲。16 

 

元氣是構成形體最基礎的元素，而血氣則是流動於人形體間最精華的部分，徐

復觀云：「『氣』是『血氣』的簡稱，系由呼吸之氣，引申而為生命中所發出

的綜合性的力量，或者可稱為生命力。17」透過血氣在人身體中流動，居處在

身體各部位的藏器得以順利運作，故《淮南》云：「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

；而氣志（血氣）者，五藏之使候也。18」血氣的功用在於溝通形體內各藏器

，使其正常運行，特別是對五藏的影響，血氣只要能專一於五藏中運作，五藏

便能順暢運行，能身體功能得以滿足，因此就不會有過多的欲望影響形體正常

的運作，五官的作用也就能清明，思慮判斷也就能清晰，形氣神三者功能就能

達到最好的展現。 

  五臟是形體完成之後最早形成的部分 19，《淮南》所謂的五藏為「心膽肺

脾腎」。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脾主口，膽主耳 20。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

                                             
14「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不外越」本作「是故面氣者，人之華

也；……夫面氣能專於五藏而不外越」。于大成：「面氣當作血氣。上文云：『血氣者，風雨

也』，下文云：『則血氣滔蕩而不休矣』，是其證。」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下冊，頁

551。今從校改。 
15「 志勝而行不僻」本作「 志勝而行之不僻」。楊樹達：「之字當衍。集證本去之字，

是。」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論要釋》，頁 60。今從校改。 
16（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6。 
17 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8。 
18 同註 16，卷七〈精神〉，頁 46。 
19〈精神〉：「形體以成，五藏乃形。」同註 16，卷七，頁 45。 
20「肺主目，腎主鼻，脾主口，膽主耳」本作「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于大

成云：「此文當作『肺主目，腎主鼻，脾主口，膽主耳』。高注以為肺為火，腎為水，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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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 21、五行、

九解、三百六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六十節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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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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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淮南》將五藏與外在感官、天地間氣候變化作連結，說明內在五藏的運作對

外在五官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天人是一，天與人同為陰陽二氣所生，且精氣為

人，故天人間存在氣類相感的現象，而五官的表現也可與氣候作搭配，正好表

現出天人感應的思想。以下根據〈精神〉篇內容，整理列表觀之： 

 

 

 

 

                                                                                                                               
則篇注一說合；其『肝主耳』下注云：『肝，金也』，固亦與彼注一說合，然『膽主口』下

不注五行所屬，可疑一也。考說文四下肉部云：『膽，連肝之府也』，是肝之與膽，止是一

府，既言『肝主耳』，即不得復言『膽主口』，即不得復言『肝主耳』。今乃兩者竝舉，可疑

二也。又下文『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今本脾誤肝，詳下），腎為雨』（今本此下尚有

『脾為雷』一句，乃誤衍，詳下）云云，即承此文肺、腎、肝、膽而言，設如今本，則與

下文不合，可疑三也。至今本高於『膽主口，肝主耳』二句之注，當亦後人依誤本妄改；

或高所見本已誤，則莫敢定矣。」參見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545－546。

今據校改。 
21「天有四時」本作「有四時」。今本皆作天有四時，文義較全，當據補。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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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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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見（清）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25－826；

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上冊，頁 548－549。今從校改。 
24（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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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十九 25 

五藏 心 肺 腎 脾 膽 

四官  目 鼻 口 耳 

高注  肺象朱雀，

朱雀，火

也，火外

景，故主目

腎象龜，龜，水

也，水所以通溝，

鼻所以通氣也，故

主鼻也 

 膽，金也，

金內景，故

主耳也 

四候  氣 雨 風 雲 

高注 心，土也，

故為四行之

主也 

肺，火也，

故為氣 

腎，水也，因水故

雨。雨或作電。

腎，水也，水為

光，故為電 

脾，木也，

木為風生，

故為風 

膽，金也，

金石雲之所

出，故為雲 

 

 

  透過高誘注可知其以當時通行的五行觀對五藏與四官、四候的搭配做出詮

釋，並認為五藏所主感官作用皆與五行系統及其特性有關。以腎為例：高誘認

為《淮南》將腎影響鼻的運作，是因為腎形象龜，龜與水同類相應，水的特性

在於能溝通，與鼻能通氣的特質正好相應，故曰腎主鼻主水。此外，腎主水，

正與天候降雨同類相應，因此可相互影響。 

  其次，《淮南》主張天人相應，故人身器官可與天之器官感應，因為兩者

本質相同，都是陰陽二氣，且同為向外表現的管道。因此，《淮南》再次點出

氣的重要性，認為血氣流通全身的特質，就如同風雨調節天候般重要，而臟器

當中耳內景、目外景的特質，也正好與日月相應。 

  《淮南》對五藏的功能影響不但以五行觀詮釋，並以土行之心為主宰，掌

管各藏器的運行，可知在對於五行與五藏、四官的詮釋上，《淮南》是特別重

視土行的地位，在人的五藏中特別重視心的主宰功能，故以土為尊，以心為尊

。 

 

                                             
25 本表根據（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5－46。原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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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心 

 

一、心的內涵作用 

 

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26 

 

  形氣神是構成人生命最重要的三個部分，三者各司其職，人的生命才能完

整。而三者要能順利發揮，就必須要靠作為主宰功能的心志作用。27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流行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 

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不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

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不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噐，不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28 

 

心為人形體中主宰的作用，身體內的五藏、血氣，外在的五官、四肢之所以能

順利的運行，之所以人能分辨善惡是非，都必須以心作為標準，做出正確的判

斷 29，而「心之所以能成為身體的主宰，是因為它具有精神，即思維的功能。

30」故《淮南》云：「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31」陳麗桂云

：「故精神之總樞紐宜為心，『心』者外制形骸，內寶其『神』，發其『智』

，而使其『氣』。32」心為形體的判斷標準，而生生不息的精神則為心中最精

華的部分，並且透過氣流通於形體之中所產生的思考判斷作用，了解什麼合於

道、什麼該做，若不能讓心順著自然之道做出主宰判斷，形體便會不協調，思

緒也無法清晰。 

                                             
26（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8。 
27 張立文：「心有思維特性，是整個身體的各種器官和思想精神活動的中樞，他不僅支配著

身首四肢、五臟九竅的生理運動，而且支配著人的全部思想和行為。」張立文：《心》（臺

北：七略出版社，1996 年 11 月），頁 83。 
28 同註 26，卷一〈原道〉，頁 8。 
29 雷健坤云：「五臟能接受心的統領，人能保持旺盛的氣志，行為就不乖張，行為不乖張則

精神便能發揮正常的功能，以此則無不成。」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

統文化》，頁 121。 
30 張立文：《心》，頁 83。 
31 同註 26，卷七〈精神〉，頁 47。 
32 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冊，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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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33 

 

「故心者，身之本也 34」，心為形氣神之主，而心必須要透過生生之神清明的

作用，使心能清楚判斷，同時也要公正的判斷能力配合，才能使心的作用順暢

發揮。故《淮南》認為精神與智慧是心中重要的內容，神為人生命中生生不息

的主宰作用，透過精神聚集凝結，五官、五臟便能經由血氣充滿流動，使形體

不受損傷，使感官認知作用不受外在過多情欲誘惑，做出正確合宜的認知判斷

，最後使心靈達到虛靜專一合於天道的最佳境界 35。 

 

二、心的特色 

 

（一）血氣心知 

 

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 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

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異、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

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行也，足蹪

埳 36、頭抵植木而不自知也，招之而不能見也，呼之而不能聞也。37 

 

  心最大的特色是能認知判斷一切事物，陳靜云：「所謂『知』，是指人認

識外物、分別是非的能力與活動。38」簡松興云：「『心』雖有其自主作用，

                                             
33（漢）劉安：《淮南子》，，卷二〈俶真〉，頁 15。 
34 同註 33，卷二十〈泰族〉，頁 157。 
35 雷健坤云：「《淮南子》甚至將心與神等同視之，所謂『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心能

『發一端，散無境，周八極，總一莞』，人的精神活動亦能實現天人，人人的感通達到無所

不通，無所不至的境界。」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21。簡松興認為「就《淮南子》之『心』而言，當有兩重主要意義，一為形上義，即心理

能力，掌管人的性識、意志、感情諸活動；一為形下義，指心臟；是含藏精氣之所。而在

《淮南子》裡，『心』的形上義，有被『精神』所取代的傾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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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36「足蹪 埳」本作「足蹪 」。今本皆作足蹪 埳，景宋本作 疑形近而誤。 
37 同註 33，卷一〈原道〉，頁 10。 
38 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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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作用還是得自於最精之氣的『神』。換言之，即心是由神所主導。39」

由於天地人皆為陰陽二氣所生，天地間萬物與人的本質相同，而心為形氣神之

主，血氣順暢流動於形體間能使五官、肢體運作，同時能使精神將生生不測的

認知判斷功能展現，經過心志的主宰整合，人便可透過學習分辨萬物的同異，

並作出正確的判斷 40。但若心志無法專一，形氣神三者便失其位而無法順暢表

現其用，心也就無法表現出主宰的功用，如此，即使腳陷入坑中、頭撞到樹木

，揮手招呼，耳目等感官與四肢的運動也就不能順利認知與分辨一切事物。 

 

（二）以心為尊 

 

  《淮南》以心為形氣神之主宰，以心為五臟之尊，此與五行相生次序有關

。〈時則〉篇云：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

土，其蟲蠃，其音宮，律中百鐘，其數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

，祭先心。41 

 

《淮南》以《呂氏春秋》十二紀為本，將一年分成十二季月，並將五行中土與

五臟之心搭配。除此之外，《淮南》又於〈地形〉篇中 42傳達出五行之中土行

較為尊貴的看法，而此正與心為形氣神之主的觀念相符，因此相互搭配，藉此

加強心、土在五行中的地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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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40 張立文云：「心不僅能夠耳目皮膚等感知外界事物的現象變化，而且能夠進行概念、判

斷、推理等認識活動，找出事物的本質和規律，深入地認知人的本性和事物的規矩。並

且，心還可以從一人之性而推知眾人之性，從一物的規矩而推知萬物的規矩，將天地萬物

和社會人生的道理納於一人。」張立文：《心》，頁 84。 
41（漢）劉安：《淮南子》，卷五，頁 34。 
42〈地形〉：「中土多聖人。……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露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頸）

頤，美（鬚）須惡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

及六畜。」（漢）劉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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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 

 

一、性的自然義 

 

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龍水居，虎

豹山處，天地之性也。43 

 

  天地間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產生萬物，陰陽相生作用有各種可能性，因此

所生之物萬殊，亦有無限多不同種類。當萬物形體形成之後，其物體的本質就

被確定，而形體產生時自然所賦予的本質就是性。「形殊性詭 44」，水有水性

，木有木性，《淮南》認為萬物因陰陽相生有不同組合而有不同可能，因此在

萬物中自然之性就有無限多不同的可能性，由此可知性具有無限義，同時，這

也可證明萬物初始之道同樣具有無限性。 

 

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不遇其世，天也。45 

 

天之精氣生人，故天與人同類相應，「人之為，天成之 46」，而天生人時所賦

予的本質為性，故《淮南》云：「率性而行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47」而

天所賦予的物性是萬物各殊，天命之人性也是人人不同，但萬物的本質本性都

是一樣的，全是由氣化相生之天道組成。由於性是天所賦予，因此只要秉持原

本天生自然之本性而為，就能達到道的境界，而得到了天性且能在人世間表現

出來者稱為德。 

 

二、性的清淨義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不勃；

                                             
43（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4。 
44 同註 43，卷十一〈齊俗〉，頁 75。 
45 同註 43，卷十〈繆稱〉，頁 72。 
46 同註 43，卷十〈繆稱〉，頁 72。 
47 同註 43，卷十一〈齊俗〉，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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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之制，其舉錯不惑。48 

 

《淮南》天道的本質是自然無為，故天所賦予人的本性是虛靜恬澹的，故

「《淮南子》所講的性為天性，天性為純樸的自然，不加人為的修養。49」若

能回歸最初始清靜之本性，不需要多餘規範儀節，自然能體道並且達到與天相

通的境界。而牟鍾鑒認為「所謂人性靜愉，其含義有二：從意識上說，人的本

性好內靜而不喜外動，不急躁、無偏見、平和清醒乃是精神的理想狀態；從情

感上說，人的本性少欲寡求，自足自得，沒有激動的情緒起伏，不沉湎於名利

享樂。這是漢初道家的思想，源于《莊子》。50」 

 

凡人之性，樂恬而憎憫，樂佚而憎勞。心常无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

，可謂佚矣。51 

 

《淮南》認為性的特色在恬與佚，心中不受欲望過度影響曰恬，形體不受外在

事物影響而受到損傷曰佚，人本性最初始的狀態就是恬淡專一，因此只要保有

天生自然之本性，就算外在環境貧困或身分低賤，身心也能維持本性專一虛靜

的狀態，不受任何外在事物影響 52。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53」，《淮南》強調天人相通，故天性自然，天所

賦予人之本性是也是清靜自然的，因此自身的修養使本性不受矇蔽，就能合於

天道 54。但若本性受到欲望蒙蔽，心就無法正確做出認知與判斷，形氣神也會

因此受到損傷，故影響人失去清靜本性最大的關鍵就在於欲望的產生。 

 

                                             
48（漢）劉安：《淮南子》，卷十八〈人間〉，頁 134。 
49 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頁 575。陳靜云：「道是寂寞清靜的，人來

自于道，分有道而有所得以成性，因此具有與道相同的本性，這也就是人的本然之性：真

性。」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260。 
50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221。 
51 同註 48，卷十四〈詮言〉，頁 108。 
52 徐復觀云：「道家的道是『無』。『無』落實一步則為虛靜；因而由道所賦予于人之性，也

是虛是靜。」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1。 
53 同註 48，卷一〈原道〉，頁 4。 
54 簡松興云：「性既受諸天（天當為自然之義），而天又是道所演化而來，同時人也是陰陽二

氣合和所生，則此『性』即是人最初始的情態。這初始情態是道的具現，那麼能維持這個

初始情態，就不背於『道』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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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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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與命 

 

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

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論，女有不易之行，規矩不

能方圓，鉤繩不能曲直。55 

 

  《淮南》認為性成命定，當人的形體形成時，天所秉受之性就存在形體之

中，同時，命也就形成並賦予在人的身上，故《淮南》云：「命者，所遭於時

也 56」，命是人是無法決定的，如人生之禍福境遇，就如同男女有別，但當人

對於自己的境遇感到不滿時，好惡就會產生。 

 

古之聖人，其和愉寧靜，性也；其志得道行，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

行，命得性而後能明。57 

 

《淮南》以古之聖人為例，天生本有自然之性是和諧清靜的，而這是每個人都

相同的，但所遭逢的境遇人各不同，而且不能選擇決定，而聖人之所以能為聖

人，在於其不但能夠秉持自然之性，使其不受外在影響，同時還能在不同的環

境遭遇之間，將自己的意志展現並合於道。 

  《淮南》主張性命是同時產生，在人形體一形成時就同時存在人的生命之

中，性若沒有遇到各種不同的命就無法彰顯其重要性，命若沒有靠自然之性的

引導就無法作出學習修養的功夫，使生命接近天性清靜的境界。 

 

第四節 情欲 

 

一、情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辰雷電風雨也；地之

                                             
55（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9。 
56 同註 55，卷十〈繆稱〉，頁 72。 
57 同註 55，卷二〈俶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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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水火金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怒也。58  

 

  《禮記．禮運》：「何謂人情？喜、怒、哀、懼、愛、惡、欲七者，弗學

而能。59」情為人心受到外在影響時最真實的狀態，不須學習人表現出的自然

反應，簡松興云：「『情』在《淮南子》裡，可以說，就是人類本能、或基本

需求之自然流露。……人的思考能力、官覺、情緒，都是人之情，也是人性之

自然。60」故《淮南》云：「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

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61」情感的表現是每個人都有的，因為感

官知覺是天生下來就具備的自然反應，「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樂

，手足之 疾 、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 62」，當人對外在萬物有所認知與接

觸時，感官就會與萬物產生對應，因此耳會喜歡聽好聽的音樂，目會厭惡看不

好看的景象，因此喜怒哀樂等情感產生。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樂，樂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

，舞則禽獸跳矣 63。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怒

，怒斯動，動則手足不靜。人之性，有侵犯則怒 64，怒則血充，血充則

氣激，氣激則發怒，發怒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

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金鼓斧鉞，所

以飾怒也。65 

 

針對情感的種類，《淮南》歸類出幾種最常影響本性的情緒為喜、樂、憂、悲

、憤、怒，這些情感的產生，最主要是為了抒發內心血氣的感動，當情感產生

，血氣搖動時，若能適時的加以抒發，如在喜悅時歌唱舞蹈，在憤怒時哭泣頓

                                             
58（漢）劉安：《淮南子》，卷八〈本經〉，頁 54－55。 
59（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禮記正義》，卷二十二，頁 43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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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61 同註 58，卷二〈俶真〉，頁 15。 
62 同註 58，卷二〈俶真〉，頁 16。 
63「舞則禽獸跳矣」本作「歌舞節則禽獸跳矣」。兪樾：「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下文『動

則手足不靜』、『發怒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律，歌字、節字皆衍文也。」（清）俞樾：《諸

子平議》，頁 945。今從校改。 
64「有侵犯則怒」本作「有浸犯則怒」。今本皆作侵犯，景宋本作浸形近而誤。當據改。 
65 同註 58，卷八〈本經〉，頁 55－56。 



                                 
第六章 氣化心性修養論 

 203

足使其得以宣洩，便不會影響心性的作用與判斷。但當情感鬱結無法發洩，血

氣的激盪就會影響心性平和，造成傷害 66。 

  另外，造成情感形成的原因，除了感官與外界接觸外，還有心的認知也會

產生情緒的變化。當人的感官因認知與思慮受到外界影響，就容易因為好增而

產生喜怒哀悲等情緒，但若心受遮蔽而無法做出正確判斷，血氣、精神就會外

泄，人就容易因情感過份表現而遠離道之途 67。 

 

二、欲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血氣者 68，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

之樂，則五藏搖動而不定矣。五藏搖動而不定，則血氣滔蕩而不休矣。

血氣滔蕩而不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不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不守，則

禍福之至，雖如丘山，无由識之矣。69 

 

  恬澹安靜是天性最好的狀態，透過精神清明的心表現出來，人的感官表現

就能平順，生命就能和諧，氣化常道也得以充分發揮體現。感官的孔竅是形體

表達心志、精神的門戶，而血氣是調節臟器管道，但若形體中元氣無法聚集在

形體中而外洩，精神搖蕩無法集中，五藏、五官便不能安定，血氣因感物而動

盪不順，便易使感官功能不滿足，清靜之性遮蔽而無法展現，於是欲望產生。 

 

                                             
66 雷健坤云：「這就肯定了耳目口鼻之『應感動』，『與物接』都是先天成就的，而它們與物

相接生出的喜怒，憂樂，好憎之情也便成為自然之情。……正是這種內在之情的發動造成

了清淨本性的迷失。」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14。簡

松興云：「人受外來的刺激感動之後，自然的就有喜怒哀樂等情緒表現在外。……以上說明

人的情緒變化，由內而外、由弱而強的過程。但過度的喜怒、憂悲、卻會影響血氣，造成

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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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18。 
67 陳靜云：「所謂『情』，是指人與外物相接而產生的不同情緒和情感，具體表現為喜、怒、

哀、樂等等。這些情緒和情感與接觸外物所形成的好憎和求取外物所產生的得失之心相對

應，同樣有害于人性。」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262。徐復觀

云：「性不能不與外物（聲色富貴等）相接，與物相接而不能不有好憎，好憎即擾亂了性的

虛靜，因而迷失了性，即是迷失了道。」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1。 
68「而血氣者」本作「而氣志者」。王念孫：「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不可言五藏之使候。氣

志當為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清）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26。今從校

改。  
69（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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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喜怒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

，性之累也。人大怒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

，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70 

 

造成人的行為違背自然最主要的因素，在於情緒與慾望過度的表現。71當感官

被聲色過度影響，就會讓心性勞累，好惡、嗜欲因此產生；當情感產生卻過度

執著，就會遠離平和清靜的道德，喜怒、憂悲因此產生。陳麗桂云：「這『陰

』、『陽』都是指流衍於我們身內不同性質的血氣。換言之，心理情緒的強烈

反應，也會大大流泄體內的血氣，血氣流泄過多，精神無氣可充集，可撐持，

當然要錯亂了。72」〈詮言〉有云：「內便於性，外合於義，循理而動，不繫

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怒，不顧後患者，邪氣也 73」

，合於自然天性，依循道之理行事，不易受外物干擾者正氣盛，反之重感官享

受，使情感不平靜而表現出喜怒者邪氣盛。 

此外，《淮南》強調正氣為氣化作用正常的表現，邪氣為氣化正常作用被

欲望遮蔽掩蓋的狀態。74當欲望影響形氣，使元氣外洩精氣不能保養在心中，

血氣激盪不順時，邪氣便會使本性被遮蔽，造成病痛、災禍，心也會因欲望產

生好憎而不平靜。 

 

是故五色亂目，使目不明；五聲譁耳，使耳不聰；五味亂口，使口厲爽

75；趣舍滑心，使行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累也。故

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勞，弗疾去，則志氣日耗。

76 
 

                                             
70（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7。 
71 陳靜云：「所謂『欲』，是指人求取外物的衝動：……《淮南子》認為，欲是最有害于真性

的一個因素。」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262。 
72 陳麗桂：《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頁 81。 
73 同註 70，卷十四，頁 106。 
74 簡松興云：「從氣的角度而言，『嗜欲』也屬於氣，而且是一種『邪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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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75「使口厲爽」本作「使口爽傷」。王念孫：「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而莊子天地篇

『五色亂目，使目不明；五聲亂耳，使耳不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滑心，使性飛

揚』，即淮南所本。」（清）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26。今從校改。 
76 同註 70，卷七〈精神〉，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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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認為引發欲望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外在誘惑使感官不能滿足，其中目耳

口四官作用不平和為最大的關鍵，若目執著於觀看更好看的景色，耳執著聽更

好聽的音樂，口執著吃更好吃的味道，形體中精神便無法專一，導致血氣動盪

，心便會受其影響無法安靜的作出判斷，最後使形體不得安寧，遠離清靜之性

，故《淮南》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說之。不知利害嗜慾也，

食之不寧於躰，聽之不合於道，視之不便於性。77」 

 

今目悅五色 78，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

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奈天下何！79 

 

因此，欲望產生之後，會對心性與形體造成損傷，「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

瓌異奇物，足以變心易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不可勝計也 80」，當人受

欲望影響，過度追求感官聲色享樂時，內在血氣、精神便無法專一，並使心執

著於對奇珍異物的認識，而忘記主宰四支活動及調節血氣流暢，導致天性受到

傷害，失去原本最初的平靜。藉此《淮南》強調欲望對人體之傷害影響是非常

深遠的，但更進一步，也點出人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夠透過修養的功夫，變化

氣質，使原本受欲望矇蔽的心性回到原本自然無為之道的境界。張立文云：「

克服這些感情欲望的干擾，內心完全體現道、遵行道，這才是德。81」 

 

第五節 心性修養論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 82，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

。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不能反己，而天理滅矣

                                             
77（漢）劉安：《淮南子》，卷十四〈詮言〉，頁 106。 
78「今目悅五色」本作「令自悅五色」。今本皆作今目悅五色，景宋本作令自，形近而誤。當

據改。 
79 同註 77，卷二十〈泰族〉，頁 157。 
80 同註 77，卷八〈本經〉，頁 55。 
81 張立文：《心》，頁 87。 
82「感物而動」本作「感而後動」。王叔岷：「感下當有物字，文意乃明。禮記樂紀、史記樂

書並作『感於物而動』，文子道原篇作『感物而動』，皆有物字，當據補。」王叔岷：《諸子

斠證》，頁 329。今從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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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羅光云：「人的天性本來安靜，不求有為。但因有外物的感動和誘惑，人

性乃動而被好憎所害。84」當形體中血氣便能流動通暢，五藏中也不會受雜亂

之氣阻礙其運行，形體就不會受外在禍福境遇的引誘影響，這就是虛一清靜的

天性最自然的表現。然而人之所以會有善惡、好憎等表現，在於後天學習判斷

與外在欲望影響所造成。「人性安靜而嗜欲亂之 85」，當外在形體以及內在感

官受到過多欲望引誘，使得心中作為主宰作用之精神營亂，失去原本的清靜而

無法做出適宜的判斷，好惡就會產生。若人無法藉由學習修養的功夫，使流洩

在外的元氣重新回到充滿於形體的狀態，使精神由營亂回到原本恬靜自然的狀

態，就會導致原本清靜的天性受到遮蔽而心也就無法失去正確判斷能力，最後

導致形體也受到損傷。故陶建國云：「人生修養，首在破除情慾及外在之誘惑

。86」 

 

故心不憂樂，德之至也；通而不變，靜之至也；嗜欲不載，虛之至也；

無所好憎，平之至也；不與物殽 87，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

。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88 

 

人的本性易受外物遮蔽而使形氣神受到損傷，因此《淮南》帶出修養功夫的重

要。〈泰族〉云：「有其性，无其養，不能遵道。89」只要人能透過後天的學

習與修養功夫變化氣質，使血氣平順、形體安定、精神飽滿，就能回到心性最

初始「德、靜、虛、平、粹」趨近於道的狀態。 

 

 

                                             
83（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4。 
84 羅光：《中國哲學思想史（兩漢、南北朝篇）》，頁 576。 
85 同註 83，卷二〈俶真〉，頁 15。 
86 陶建國：《兩漢魏晉之道家思想》，頁 254。 
87「不與物殽」本作「不與物散」。王引之：「諸書無訓散為雜亂者，散皆當為殽，隸書殽或

作 ，與散相似。散或作 ，與殽相似，故殽誤為散。」（清）王念孫《讀書雜志》，下

冊，頁 773。今從校改。 
88 同註 83，卷一〈原道〉，頁 7－8。 
89 同註 83，卷二十，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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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養形氣神 

 

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不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

而處之則廢，氣不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行之則昧。此三

者，不可不慎守也。90  

 

《淮南》認為形氣神是人最基礎的組成構造，因此三者缺一不可。形體為

形下具體部分，精神為形上生生創造作用，而元氣不只是生命最基本的元素，

元氣無形且流動的特性，更是溝通形神的重要關鍵，因此《淮南》云：「一失

位，則二者傷矣。91」若形體無元氣做基石，便無法順暢溝通精神，就不能使

形體正常運作而受到損傷。若只有元氣，而無形體使其充滿，精神也就無法發

揮作用，那麼元氣就只是流動的氣體而已。若精神無形體承載，元氣就無法溝

通使其作出思考判斷。故在人生命中三者一也，缺少任一部分其他二者之運作

就會不協調，生命也就不能保持圓滿和諧的狀態。92因此便需要透過修養功夫

使三者回到最初清靜美好的狀態。 

 

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淪。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

目明而不以視，耳聰而不以聽，心條達而不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

矝 93，冥性命之情 94，而智故不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

其聽聰，留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

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95 

 

要如何修養形氣神，《淮南》提出節欲，因為欲是影響心性平和最主要的

                                             
90（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9。 
91 同註 90，頁 9。 
92 雷健坤：「形體以『安』為本，非其所安而處之則可能損傷而成殘廢；氣以『聚』為本，

所充不當就會泄；神以『清明』為本，所用不宜則智昏暗昧。……尤其氣與神是使形體

『活』起來的根本，氣充神使，我們才有形體的運動，視聽的感受和辨別是非的能力。」

雷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17。 
93「和而弗矝」本作「和而弗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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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冥性命之情」本作「真性命之情」。今本皆作冥性命之情，真形近而誤。當據改。 
95 同註 90，卷八〈本經〉，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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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因此感官功能的調節成為首要的課題。《淮南》認為目明、耳聰、心條

達、口言當為四官最自然的表現，但若感官經驗不滿足或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時

，心就會作出不合常道的決定，欲望就會產生，使形氣神失其位且無法順暢表

現，進而使人之情過度表現，失去清靜的本性，最後導致人的行為偏差，身心

受到損傷。因此《淮南》指出人若能學習靠修養功夫關閉四官使其不受外在欲

望影響，就能保養精氣於形體間，使形體不受損傷，精神清明而判斷思慮清晰

，達到真人的境界 96。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老。是故聖人將養其神

，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沈浮俛仰。97 

 

  正因形氣神為人生命之基本內涵，因此三者的修養功夫就非常重要，若精

神氣志充盈流暢，形體便能安定強壯，反之精氣外泄無法保養形體，形體便容

易損傷。而形氣神又以神最為重要，曾春海云：「〈詮言訓〉明確指出『神貴

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形體會因行為的張狂和自身的貪墮而

淪於不保，蓋養形重於養神，則神明日喪，心思不能充分伸張其生命力，以致

行為舉措不得當。〈原道訓〉主張『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利；以形為制者，

神從而害之。』雖然，形神應交養，神為主形為從，以神導形；然而，神明之

修養必須扣緊形體，養神不能離開養形。98」故聖人亦以養神為先，心神若能

                                             
96 張運華云：「《淮南子》認為保養精神，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使精神內守形骸而不外越，要做

到這一點就必須排除外界的一切誘惑，『閉四關止五遁』，『四關』即耳、目、心、口，『五

遁』即指滯遁於五種物質享受，也就是滯遁于金、木、水、火、土五種物質享受，只有這

樣，才能使精神處於一種虛靜的狀態，保持精神的清明。」張運華：《先秦兩漢道家思想研

究》，頁 221－222。雷健坤云：「四關指人身與物相接的通道，『閉』不是要屏棄人的官能，

而是要人順其自然而養，除生命本然需要之外，概所摒棄，使耳目等感官得到充分的修養

和調適。『五遁』是指在金、木、水、火、土五個方面的物質享受，而這五『流遁』乃『亂

之所由生者』，沉溺于任何一種都『足以亡天下矣』，因此一定要止於此五流遁。」雷健

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23。 
97（漢）劉安：《淮南子》，卷一〈原道〉，頁 10。 
98 曾春海：《兩漢魏晉哲學史》，頁 40。劉長林云：「養生的關鍵在養神，養神是養生的最高

層次。『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泰族訓》）由于『制使四支（肢），流行血氣』，

『經天下之氣』，全靠心神統攝（《原道訓》），所以淮南特別強調要『心平志易，精神內

守』。（齊俗訓）」劉長林：《中國象科學觀－易、道與兵、醫（修訂版）》，下冊，頁 783。

胡奐湘云：「養生的關鍵在養神，養神是養生的最高層次。」胡奐湘：〈《淮南子》的人體觀

和養生思想〉，收入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論及身體觀》（臺北：巨流圖書公

司，1997 年 2 月），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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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靜，形體便能安定、血氣和順，三者各司其位，生命就能經由修養功夫得到

平和虛靜，近於道的境界 99。  

 

二、反性於初 

 

三官交爭 100，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不痛也，飲毒藥非不苦也

，然而為之者，便於身也。渴而飲水非不快也，飢而大餐非不澹也 101

，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不知所取去，心為之制，

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不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处，適飲

食，和喜怒，便動靜，內在己者得 102，而邪氣自不生，豈若憂瘕疵之

興痤疽之發 103，而豫備之哉！104 

 

  張立文云：「心和，是道的性質的體現。道作為萬物本體，其本質就是虛

靜無為，調和陰陽，生長萬物。由道產生的人心，亦要求清靜和平，以應萬變

。105」就個人修養而言，當形體因感官嗜欲的過度追求而不協調時，最重要的

就是反性於初始清靜之貌。因此，首先必須要由心開始，因為心為形之主，心

是形體與器官的主宰，故《淮南》強調心必須先回到虛靜專一的狀態，然後節

                                             
99  徐復觀云：「心雖為形之主，但形、神、氣應各得其位，這才可稱為『全其身』。『全其身

則與道為一矣。』」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8。牟鍾鑒云：「《淮南子》的

養生論同他的形神觀和人性論相一致。要點可分述如下：1、從形神關係上說，要形、

神、氣俱養而以養神為主。……如何養神？第一要使『精神內守形骸而不外越』，……第

二、要使精神保持平靜虛寂，……2、從性情關係上說，養生要清心寡欲，棄情反性。」

牟鍾鑒：《呂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228－229。 
100 「三官交爭」本作「三宮交爭」。今本皆作官，指人之官能，宮形近而誤。當據改。 
101 「飢而大餐非不澹也」本作「飢而大飧非不澹也」。楊樹達：「『飧』字誤，當作『餐』。說

文云：『餐，吞也。』」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論要釋》，頁 144。今從校改。 
102 「內在己者得」本作「使在己者得」。何寧云：「『使在己者得』，『使』當為『內』。上文

云：『耳目鼻口不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所謂『內』即指心言之。曰『節寢

處，適飲食，和喜怒，便動靜』，即心為之制而內在己者得也。若作『使在己者得』，則

其義不明。……道藏本、中立本『使』正作『內』。」何寧：《淮南子集釋》，中冊，頁

1016。今從校改。 
103 「而邪氣自不生，豈若憂瘕疵之興痤疽之發」本作「而邪氣因而不生，豈若憂瘕疵之與痤

疽之發」。王念孫云：「『邪氣因而不生』本作『邪氣自不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

邪氣自然不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不生』者，『自』誤為

『因』，……又案：『興』與『發』同義，各本『興』誤作『與』，今據太平御覽引改。」

王念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96。今從校改。 
104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四〈詮言〉，頁 106。 
105  張立文：《心》，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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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處，適飲食，使身體回歸平靜，「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

而省嗜慾，五藏定寧充盈而不泄，精神內守形骸而不外越 106」，如此心中精

神便能安靜，形體中血氣也能條暢，心就不易受到情感的影響而波動，邪氣就

不會產生。107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虚無，所以養德也。外不滑内，則性得其

宜，性不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年，可謂能體道矣

。若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滑，非譽弗能塵垢，

故能致其極。108  

 

修養工作最重要就是調節形體中血氣，使其不鬱積而條暢，五臟之中就不會有

雜亂之氣，清靜的心性就不會被遮蔽，如此外在禍福毀譽就不會造成影響，這

就是心性修養最極致的表現。由於本性之初是靜漠恬澹、和愉虛無的，因此回

歸本性初始的狀態，就能使心境不受外物的干擾，天道在人身上最好的表現也

能在適合的位置得到彰顯。若能明瞭此理使生命得到修養，必能體道終其天年

。109《淮南》藉此加強反性之初的過程與重要性。 

 

原天命，治心術，理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不惑禍福，

治心術則不妄喜怒 110，理好憎則不貪無用，適情性則欲不過節。不惑

禍福則動靜循理，不妄喜怒則賞罰不阿，不貪無用則不害物性 111，欲不

                                             
106 （漢）劉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6。 
107  陳麗桂云：「是以養生首當養心，詮言曰：『聖人勝心。』心得其養，則形、神皆得其

養。養之以何？曰：養之以專一。」陳麗桂：《淮南鴻烈思想研究》，下冊，頁 187。 
108  同註 106，卷二〈俶真〉，頁 16。 
109  陳靜云：「《淮南子》說，健康的生活是以內樂外，而不是以外樂內，而知、欲、情恰好

是受制于外物的牽領，所以，人如果希望過健康的生活，保持健康的身心狀態，就一定

要去知、去欲、去情，以靜漠恬愉養性，以和悅虛無養德，這樣才能達到『養生以經

世，抱德以終年』的目的。」陳靜：《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頁 266。 
110 「治心術則不妄喜怒」本作「治心術則不忘喜怒」。妄作忘，形近而誤，下文正作不妄喜

怒則賞罰不阿，當據改。 
111 「不貪無用則不害物性」本作「不貪無用則不以欲用害性」。王念孫云：「劉本無下『用』

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于大成云：「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理好

惡，適情性，則治道畢矣。原天命則不惑禍福，不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不妄喜怒，

不妄喜怒則賞罰不阿。理好惡則不貪無用，不貪無用則不害物性。適情性則不過欲，不過

欲則養性知足。四者不求於外，不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淮南所祖也。」參見王念

孫：《讀書雜志》，下冊，頁 893；于大成：《淮南鴻烈論文集》，下冊，頁 925－926。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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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節則養性知足。112 

 

金春峰云：「總之，《淮南子》主張自然的人性及其本性的復歸。113」因此，

《淮南》認為心的主宰作用是能否反性之初的關鍵，只要心能認知清靜之性的

重要，「通洞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 114」，使精神存養盈滿

於形體間，不被欲望、情感、禍福等外在因素遮掩，那麼一切勢利、巧辯、聲

色、美惡等就不會動搖心志，依循自然天理調整心志，喜怒就不會妄増，分別

好憎就能不生貪婪之心，調適情性就不會被欲望牽引。如此一來，自然天命就

能如理流行，賞罰也不會混亂，嗜欲也不會損害本性，身心便能得以因修養而

知足，達到天人合一「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 115」的境界。116  

 

三、學 

 

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性命可說，不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沉 耽荒，不可教以道，不可喻以德，嚴父弗

能正，賢師不能化者，丹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不待脂粉

芳澤而性可說者，西施、陽文也；啳 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

能為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不及堯、舜，下不及商均，美不及西施

，惡不若嫫母，此教訓之所俞也，而芳澤之所施。117  

 

  天道自然，故天性自然無為，當天性落實到人身成為人之本性時，亦是清

靜專一的，因此《淮南》認為只要反性之初，就能達天道境界。但在人性方面

，《淮南》主張「性分三品」，將人性分為上人之性、中人之性、下人之性。

                                                                                                                               
從韓詩外傳校改。 

112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四〈詮言〉，頁 104。 
113  金春峰：《漢代思想史》，頁 227。 
114  同註 112，卷二〈俶真〉，頁 16。 
115  同註 112，卷二〈俶真〉，頁 16。 
116 陶建國云：「因此《淮南子》強調人要反回虛靜無為之本性，摒除一切外在誘因，返回純

然之大道。」陶建國：《兩漢魏晉之道家思想》，頁 255。徐復觀云：「而體道之實，即是

把由好憎而流放于外的性，恢復它（性）內在于生命之初的原有地位。所以『反諸性』

是體道的真實內容。」徐復觀：《兩漢思想史》第二冊，頁 141－142。 
117  同註 112，卷十九〈脩務〉，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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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成云：「此處把人性分為三等，也是就其天性之自然而分的。上智不必教

，下愚不可教，中人可以上，可以下，教之則上躋於聖賢，不教則日趨於下流

。這與孔子說的『唯上智與下愚不移』是一致的。118」 

《淮南》以古人為例：堯、舜、文王本身就為賢聖之人，天資聰慧且不需

外人教導就能合於天道，西施、陽文不需刻意打扮本身就體態就很優美，這是

不需要學習的，但如丹朱、商均本質粗劣，且沉 耽荒，嫫母、仳倠本來就醜

陋難看，這是靠後天學習也無法改善的，只要順其自然即可。因此只有「上不

及堯、舜，下不及商均，美不及西施，惡不若嫫母」的中人才是可以教導、學

習及變化氣質的對象。 

 

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虚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

性於遼廓而覺於寂漠也。若夫俗世之學也則不然，擢徳寋性，内愁五藏

，外勞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禮樂，暴行越智於

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不為也。119 

 

  首先，《淮南》言俗世之學，俗世之學刻意要求勞動五臟耳目，追求毫末

細微的事物，過度強調仁義禮智，以及施展智巧，導致本性遠離原本的自然狀

態。其次，《淮南》舉出聖人與達人之學，兩者在學習上只求回歸本性自然，

使心靈到達虛靜專一的境界，如此一來形氣神自然就能順暢表現，思慮判斷就

會清晰，行事就不容易出錯。而這就是《淮南》所強調的。 

 

今夫盲者，目不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參彈復徽，攫援摽

拂，手若蔑蒙，不失一弦。使未嘗鼓瑟者，雖有離朱之明，攫掇之捷，

猶不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擏而後能調，劔待砥

而後能利。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木直中繩，揉

以為輪，其曲中規，隱栝之力。唐碧堅忍之類，猶可刻鏤，揉以成噐用

                                             
118  于大成：《中國歷代思想家（四）－劉安》，頁 203。廖其發云：「《脩務訓》還提出性三品

的觀點，……即有的人生來具備完善的善性，只要自己發憤積思就可以形成仁義等思想

品質，而不需要接受外來的教育；有些人根本沒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介于這兩種人之

間的人能夠接受教育，也只有通過教育才能獲得知識，形成思想品質。」廖其發：《先秦

兩漢人性論與教育思想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年 12 月），頁 287－288。 
119（漢）劉安：《淮南子》，卷二〈俶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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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況心意乎！120 

 

《淮南》列舉出盲者無法看見事物，但只要肯學習，仍能彈出完美的曲子。另

外弓必定要調整、劍必定要砥礪，才能變成好用的武器，木揉打為輪、玉雕琢

為器，皆需要不斷努力學習並加以實踐，更何況是人的心志，「這說明人不僅

需要教育，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認為人的天性是教育的基礎，而教育則是使

人具備完善道德的必要條件，『故無其性，不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不能

尊道』。121」《淮南》藉此強調「學不可已 122」、「夫學，亦人之砥錫也 123

」的重要性。 

 

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度而教導之，則不可使鄉方。故先王

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惡以禁姦，故刑罰不用而威行如流，

政令約省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不用。124 

 

除了外在知識技能的學習之外，《淮南》還相當重視是非判斷的學習，《淮南

》認為人的本性合於天道故為善，但若受外在嗜欲誘惑便會無法分辨事物善惡

，並作出違背道德的行為。此時就必須要靠聖人所定的規範教導，順其所喜勸

導為善，順其所惡禁止為姦，使「中人」得以透過學習使心性清平回到美善的

境界。可見聖人的教導不是用刑罰威嚇人民，而是要順其不同的氣質之性加以

誘導，便能到達教化的效果。廖其發認為聖人之學「即根據人們的天性特徵來

施行教育，會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而違背人們的天性特徵，即使用刑法威逼

也沒有用處。125」 

《淮南》在修養論的部分，除了強調內在心性修養之外，向外學習的功夫

同樣也非常重要，人若能不斷的學習外在的知識技能與是非判斷，同時反性之

初，維持內心的平靜，便能使心性上同於天道並且到達天人是一的境界。 

 

                                             
120（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九〈修務〉，頁 148。 
121  廖其發：《先秦兩漢人性論與教育思想研究》，頁 287。 
122  同註 120，頁 148。 
123  同註 120，頁 147。 
124  同註 120，卷二十，〈泰族〉，頁 153。 
125  同註 121，頁 35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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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心性修養之展現 

 

  心性修養除了可運用在個人身上，更可擴大至社會、國家、軍隊，因為「

養生治身的路徑同時也是治國經世的方法。因為社會國家不過是人身的擴充和

放大。126」若是為政者也能體道而行，並使百姓修養心性，順天道自然施政，

國家就能安定無災，以虛靜專一之心領軍，將士就能齊心一致，戰事必能無往

不利。 

 

一、政治 

 

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亂。故其心治者，支體

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127 

 

  在政治方面：一國之君就像一人之心一樣，扮演主宰的角色，因此君王只

要能修養本性，反心於初，思慮就能清明，判斷就能精準，君王若能教育百姓

，使百姓之心也能回到純善清靜的境界，社會自能安定 128，故《淮南》云：

「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瞻矣，貪鄙忿爭不得生焉 129。」

此外，《淮南》還舉「至人之治 130」為例：說明最高明的君王治理國家，絕

對必須使心志與精神合而為一，形體與本性調和，或靜或動都能隨順自然天性

而為，如此一來就能「洞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 131」，百姓

不被外在情勢所牽引，不受欲望、禨祥、忿爭等影響，自給自足，天下安寧，

這就是至人之治最理想的狀態。 

 

                                             
126  胡奐湘：〈《淮南子》的人體觀和養生思想〉，收入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論及

身體觀》，頁 512。劉長林云：「治身養生的路徑同時也是治國經世的方法，因為社會國

家不過是人身的擴展和放大。」劉長林：《中國象科學觀－易、道與兵、醫（修訂版）》，

下冊，頁 786。 
127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繆稱〉，頁 68。 
128  劉長林云：「心身為國家的根基，心身治好，國家自然強盛。」劉長林：《中國象科學觀

－易、道與兵、醫（修訂版）》，下冊，頁 786。 
129  同註 127，卷八〈本經〉，頁 52。 
130  同註 127，卷八〈本經〉，頁 53。 
131  同註 127，卷八〈本經〉，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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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事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北，力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

，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不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數倍不足。故

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

力，萬人異心則無一人之用。……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

則支體親刃 132，心疑則支體撓北。心不專一，則體不節動；將不誠必

，則卒不勇敢。133 

 

  李增云：「將領為一軍之心，心為體之主，體由心使。134」在軍事方面：

《淮南》認為將領若能反心之初，使心靈回到虛靜專一的境界，自然就能專注

於戰事的判斷，肢體也會因心平氣和而能順利伸展，戰爭自能無往不利。《淮

南》指出在戰爭時，兵卒專一齊心，便能使軍隊勇猛威武，不受外在環境干擾

，將領專一心志，便能思慮清晰，勇敢果決，將士同心，便能齊心應戰獲得勝

利。戴黍云：「『將』必須做到心誠，也即摒除私欲，才能使得『民』勇敢向

前。135」《淮南》並舉武王為例，說明縱使有萬人軍隊，只要有一人無團結應

敵之心，戰爭就不會成功。種種說明都在強調心境專一對戰爭的影響與重要性

。  

  由以上可知，不論是在政治、軍事和個人修養方面，內在的修養都非常重

要，只要能反心性於初，使心靈回到寂漠清靜的狀態，便能使血氣作用條暢，

精神飽滿，筋骨肢體活動順利，任何事情就能迎刃而解，並且達到反璞歸真，

合於天道的境界。 

 

 
 

 

                                             
132 「心誠則支體親刃」本作「心誠則支體親 」。王念孫：「親刃二字義不可通，……刃當為

，寫者脫其半耳。…… 即親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參見王念孫：《讀書雜

志》，下冊，頁 904。今從校改。 
133 （漢）劉安：《淮南子》，卷十五〈兵略〉，頁 113。 
134  李增：《淮南子》，頁 318。 
135  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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