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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周易»“和”的观念
及其在传统造物思想中的体现

高　 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ꎬ济南 ２５０３００)

　 　 摘　 要:“和”是«周易»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之一ꎬ体现了古人对人类自身与客观世界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

的理解ꎮ 在古代哲学中ꎬ“和”的观念可以从“中和”与“合和”两个方面来理解ꎬ在«周易»文本中则主要体现

为其独特的时间观念、阴阳观念、三才观念等ꎬ这些观念在«考工记»等先秦其他经典著作中的造物思想也有

具体体现ꎮ 后世儒者在“和”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人合一”的思想ꎬ成为解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以及人的

生存方式的系统的哲学思想ꎬ并在造物技法、美学风格、造物伦理等方面对古典造物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关键词:和ꎻ«周易»ꎻ天人合一ꎻ造物

　 　 中图分类号:Ｊ５０－０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０３９(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１６－０７

　 　 “和”的观念体现了«周易»关于人与自然、
人与世界在不断变动中保持和谐状态的社会理

想、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ꎬ它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

有着直接和广泛的影响ꎬ对当代设计思想的发展

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ꎮ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和”与西方哲学中的“和

谐”有相近之处ꎬ但存在明显的区别ꎮ 西方哲学

的“和谐”强调诸多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秩序和

比例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ꎬ因而静态的秩序和

比例最为重要ꎻ而中国哲学中的“和”则更多地呈

现出动态的均衡ꎮ «说文解字» 说: “和ꎬ相应

也ꎮ” [１]２６“和”同样是多种元素构成的复合状态ꎬ
但诸多元素之间达成的是一种“相应”的关系ꎬ即
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达成一种在变化过程

中的统一ꎬ从而超越了原本的状态ꎮ 因而ꎬ这里的

“和”既是一种状态(读阳平)ꎬ同时又是一种动态

(读去声)ꎮ
对于“和”的意义ꎬ«周易»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进行论述的ꎬ其一体现在“和”与“中”的关系上ꎬ
其二体现在“和”与“合”的关系上ꎬ由此发展出古

代各思想流派普遍接受的“中和”与“合和”两个

哲学概念ꎮ 经过后世的反复阐释ꎬ“中和”与“合
和”又衍生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ꎬ这些思想

观念都对传统造物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

影响ꎮ

　 　 一、«周易»“中和”观在传统造物思想
中的体现

　 　 “中”与“和”是先秦各派思想ꎬ尤其是儒、道
二家思想重要的哲学观念ꎮ «礼记中庸»说:
“中也者ꎬ天下之大本也ꎻ和也者ꎬ天下之达道也ꎮ
致中和ꎬ天下位焉ꎬ万物育焉ꎮ” [２]６９１按照儒家的观

念ꎬ这里的“和”是所有事物ꎬ包括人类社会在内ꎬ
所应达到的最适宜的存在状态ꎬ而“中”则是达到

这一状态的必然途径ꎬ因而“中”与“和”是不能分

开的ꎮ «周易»虽没有提出完整的“中和”概念ꎬ但
深刻揭示了“和”观念与“中”观念两者密不可分

的联系ꎬ并且通过对“时中” “阴阳” “中正”等概

念的讨论ꎬ阐明了“中”是达成“和”的必由之路ꎮ
因此ꎬ«周易»是“中和”思想最重要的来源之一ꎬ
后世学者在总结提炼了以«周易»等为代表的先

秦经典中关于“中”与“和”的思想后ꎬ才提出“中
和”这一概念ꎮ

«周易»的“中和”思想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意

义ꎬ这首先体现在“时中”这一概念上ꎮ “时中”是
«周易»思想的核心方法论ꎬ惠栋说:“易道深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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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曰时中ꎮ” [３]２２０

«周易»所包含的时间观念是一种构成性的

原发时间观ꎬ它不是把时间理解为一种纯粹客观

的存在ꎬ而是将其理解为使事实得以形成、使现象

得以呈现的根本方式ꎻ而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ꎬ
也不能僵化地理解为个体生命在客观世界中的必

然的或偶然的变化过程ꎬ人的各种行为应当把握

“时机”ꎬ但此“时机”并非通过精确的计算就可以

把握到ꎬ而必须是在对事物发展变化的生动现象

的观察体验中加以领会ꎮ 这种在变化中把握时机

的方式就是“时中”ꎬ它是基于«周易»原发时间观

念ꎬ更具体地指导人的行动的方法论ꎮ 这种时间

观念与西方哲学的时间观有很大不同ꎬ西方哲学

所理解的时间ꎬ或者是某种实体ꎬ或者如康德所

说ꎬ是纯粹形式ꎬ但二者都不是时间的本源意义ꎬ
因为它们都将时间固化了ꎮ

«艮彖»说:“时止则止ꎬ时行则行ꎬ动静不

失其时ꎬ其道光明ꎮ” [４]１９６«蒙彖»说:“以亨行时

中也ꎮ” [４]２７“时中”才可以“不失时”ꎬ“不失时”才
可以“以亨行”ꎮ 这里的“中”既有静态的中心、中
间的含义(读阴平)ꎬ又有动态地把握住时机的含

义(读去声)ꎮ 为什么必须“时中”才能把握住时

机呢? 按«周易»思想ꎬ世界是以“阴、阳”两种力

量交互作用而生成的ꎬ时间的变化就体现在这种

交互作用之中ꎬ而有利于人的时机必然不是偏于

单纯的“阴”或“阳”的ꎬ而是在阴阳两极之间的

“中道”ꎮ 正如张祥龙教授所说:“正是因为阴阳

两极的交遇才生出了活泼的居中ꎬ而这在氤氲鼓

荡中被构成和维持着的居中气象正是时机或原发

的时间ꎮ” [５]２１１

因为«周易»思想中“中”的观念与“阴阳”思
想密切相关ꎬ所以作为方法论的“中”在很多情况

下体现为“执两用中”ꎮ “执两用中”是«中庸»提
出的儒家重要的道德实践方法论ꎮ «礼记中

庸»说: “执其两端ꎬ用其中于民ꎬ其斯以为舜

乎ꎮ” [２]６９２与西方杂多统一的和谐观不同ꎬ“中”的
观念更多包含的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中间状态

的意义ꎬ杂多统一主要是一种空间维度内的和谐

状态ꎬ而“执两用中”同时还是一种时间维度内的

和谐状态ꎬ即杂多的现象或要素ꎬ不仅本身是相区

别的ꎬ同时还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往复变化的ꎬ真正

要做到统杂多于“一”ꎬ不是要找到一种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比例关系ꎬ而是要在变化中捕捉能够达

成“中”的最佳时机ꎮ «周易»通过“阴阳”观念更

加具体地阐发了这一方法论ꎬ以«周易»“中”的观

念观之ꎬ既不存在永远的极端ꎬ也不存在永远的和

谐ꎬ阴阳和谐只是随时机到来的一种状态ꎬ因此

“君子”行事必须随时把握阴阳两极而行中道ꎮ
这种对“和谐”的不同理解ꎬ导致了中西美学思想

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美学中ꎬ形式论一直是非常

重要的理论传统ꎬ在艺术和设计实践中同样也是

一项重要传统ꎻ相对来说ꎬ在中国传统美学里ꎬ形
式论的地位就不那么重要了ꎮ

遵行“时中”ꎬ行为得当的结果就是“中正”ꎮ
“正”与 “中”也有密切的联系ꎬ高亨先生说:“中
则必正ꎬ正则必中ꎮ 中、正二名实为一义ꎮ” [６]４１但

这里的“正”同样不只具有空间的含义ꎬ更多带有

时间性的意义ꎬ“正”就是遵行中道ꎬ就是不失时ꎬ
就是“得中”ꎮ «同人彖»说:“文明以健ꎬ中正而

应ꎬ‘君子’正也ꎮ” [４]５７循“中道”而行ꎬ以得正ꎬ这
是“君子”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ꎮ 正因如此ꎬ虽然

“正”的观念在从政治、伦理到艺术、设计的思想

传统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ꎬ但它并不排斥与其相

对的“奇”ꎬ作为美学概念时ꎬ“正”并不是一种固

定的审美标准ꎬ因此“正”与“奇”的关系就不像西

方美学中“形式”与“无形式”之间那样ꎬ是截然对

立的ꎬ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ꎬ“奇”是“正”的另一

种方式ꎬ它通过表面不和谐的形式所要达到的ꎬ仍
然是和谐的效果ꎮ 这就使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无

法与西方的美学范畴完全对应ꎬ如很多看起来

“险”“怪”“丑” “陋”的艺术和设计作品ꎬ既不能

简单归于优美范畴ꎬ也不能简单归于崇高或滑稽

范畴ꎬ而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和谐之美ꎮ
«周易»中的“中和”思想不仅反映了古人富

有辩证法意味的世界观ꎬ也不只是儒家政治和伦

理思想的一种方法论ꎬ它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也

有深刻的影响ꎮ
首先ꎬ传统造物思想在处理工艺与材料的关

系这一问题上ꎬ非常注重“中和”的方法论原则ꎮ
如«考工记»强调遵“天时”而取材、而制器ꎬ从而

做出最佳器物ꎬ这一原则和政治活动中的“时中”
原则是一致的ꎮ 除此之外ꎬ«考工记»还特别注重

工艺制作中阴阳协调、刚柔相济的方法ꎮ «考工

记»中«轮人»说“三材既具ꎬ巧者和之” [７]１１９ꎬ«弓
人»说“六材既聚ꎬ巧者和之” [７]１３２ꎮ 工匠制作的

活动在本质上就是将从自然中获得的材料经过

“和”而制成器物ꎬ“和”所强调的不是技艺对自然

材料的改变ꎬ而是顺应ꎬ这恰是“中和”思想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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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学中的体现ꎮ
其次ꎬ传统造物思想在处理器物结构这一问

题上ꎬ也很重视“中和”的方法论原则ꎬ如«考工

记»对车的造物方法的描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

点ꎮ «轮人»说:“辐广而凿浅ꎬ则是以大扤ꎬ虽有

良工ꎬ莫之能固ꎻ凿深而辐小ꎬ则是固有余而强不

足也ꎮ 故竑其辐广以为之弱ꎬ则虽有重任ꎬ毂不

折ꎮ 叁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ꎬ则虽有深泥ꎬ亦弗之

溓也ꎮ” [７]１１９－１２０制作器物时不仅要顺应材料的特

性ꎬ还要合理地控制器物的结构ꎬ“过”与“不及”
都会影响器物的使用价值ꎮ 这与政治和伦理活动

中“执两用中”的方法是一致的ꎬ其对举“广”与

“小”“深”与“浅” “强”与“弱”等ꎬ也与«周易»
“阴阳”思想暗合ꎮ

最后ꎬ传统造物思想中ꎬ除了注重上述的工艺

与材料的和谐、器物结构的和谐之外ꎬ还特别注重

器物的使用方式与人自身条件的和谐一致ꎬ如
«考工记»对弓的造物方法的描述就充分体现了

这一点ꎮ «弓人»说:“凡为弓ꎬ各因其君之躬志虑

血气ꎮ 丰肉而短ꎬ宽缓以荼其人安ꎬ其弓安ꎬ
其矢安ꎬ则莫能以速中ꎬ且不深ꎮ 其人危ꎬ其弓危ꎬ
其矢危ꎬ则莫能以愿中ꎮ” [７]１３４弓不是越强越好ꎬ而
应因人而异ꎬ只有按照使用者的个性特征做出的

最适宜的工具才能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ꎮ 因而ꎬ
器物的制作不能遵循一成不变的标准ꎬ也不是追

求某个方面数据上或质量上的极致ꎬ而是以顺应

人的使用要求为最终目的ꎮ 这说明ꎬ«考工记»认
为造物活动的“中道”最终以人的需求为标准ꎬ而
且这里的“人”不单指个体的人ꎬ还指社会中的

人ꎻ造物既要符合个人的生理条件ꎬ更要符合人的

社会身份ꎬ«考工记»对车、玉器等制作过程的描

述尤其反映了这一点ꎮ 这与«周易» “中正”的观

念也是暗合的ꎮ
总之ꎬ强调器物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应遵循

“中和”的原则ꎬ达到材料与工艺之间、器物本身ꎬ
乃至器物与人之间的和谐ꎬ这是传统造物思想一

个鲜明的特点ꎬ也是«周易»的“中和”思想在造物

领域的延伸和体现ꎮ

　 　 二、«周易»“合和”观在传统造物思想
中的体现

　 　 “合和”同样是从«周易»“和”观念中发展而

来ꎬ并且为先秦儒、道等思想流派广泛接受的重要

哲学思想ꎮ «周易»中“和”与“合”两个观念虽然

不能简单等同ꎬ但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ꎮ
«周易»的“合”不仅仅是符合论意义上的“合”ꎬ
也就是说ꎬ它不仅指表象符合于本质、认识符合于

事实ꎮ 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指不同事物(包括人自

身)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达成的一种协调一致的

状态ꎬ与其说它是一种结果ꎬ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过

程ꎮ 有学者指出:“ ‘合’着重强调的是事物相同

的方面ꎬ‘和’则不同ꎬ它强调的是事物的‘异中之

同’ꎬ即存在着对立和差异的两个事物之间的统

一ꎮ” [８]９７事实上ꎬ«周易»的“合”ꎬ尤其是汉代之

后易学中的“合”衍生出非常丰富的意义ꎬ与“和”
的部分含义是相通的ꎬ因而它才能与“和”组合成

一个概念ꎮ
在«周易»中ꎬ“合和”之“合”首先体现在“阴

阳”观念上ꎮ “阴阳”是先秦时代儒、道、阴阳等很

多思想流派共享的重要观念ꎬ而«周易»的卦象符

号由阴阳爻组成ꎬ是“阴阳”观念最早的源头之

一ꎮ “阴阳”观念在«周易»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ꎬ是“合和”思想的源头ꎻ同时ꎬ“合和”思想

又通过“阴阳”观念与道家等诸派思想相呼应ꎮ
«庄子»曰:“«易»以道阴阳ꎮ” [９]９８３而«周易»则认

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４]２４８ꎮ «周易»将世界理解

为“阴” “阳”两种属性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ꎬ而
“阴阳”变化则是«周易»所阐释的“道”的根本显

现方式ꎮ “阴阳”不是两种物质实体ꎬ也不应被简

单理解为万物固有的两种属性ꎬ而是在变化中的

两种趋向ꎬ在此基础上ꎬ才能达成“和”的状态ꎮ
如« 老子» 说: “ 万物负 阴 而 抱 阳ꎬ 冲 气 以 为

和ꎮ” [１０]２３３“负阴抱阳”不是指万物同时具有“阴
阳”两种属性ꎬ而是指万物具有“阴阳”两种可能

的趋向ꎬ然后才能 “冲气以为和”ꎮ 在易学中ꎬ
“阴”与“阳”的这种辩证关系体现为爻与位是否

相合ꎬ爻分阴阳两种ꎬ代表事物在特定境遇中所具

有的两种不同的属性或态势ꎬ而此境遇就以“位”
体现出来ꎮ “位”同样分为阴阳两种ꎬ«周易»卦象

由六爻组成ꎬ爻位自下而上分别为初爻、二爻、三
爻、四爻、五爻、上爻ꎬ其中奇数位属阳ꎬ偶数位属

阴ꎮ 如此ꎬ每一卦中都存在着爻与它所在的位是

否相合的问题ꎬ而判断爻位是否相合ꎬ依据的又不

是机械的原则ꎬ比如ꎬ有时阳爻与阳位是相合的ꎬ
有时又与阴位是相合的ꎬ之所以如此ꎬ是因为必须

把爻位是否相合放在卦象整体的结构当中才能加

以判断ꎮ 卦象整体体现的是某一事态发展变化的

整个过程ꎬ决定此过程的当然不只是其中某一现

８１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成要素的固有性质ꎬ还包括时间因素ꎬ即势态发展

的不同阶段的环境要素的变化ꎮ 由此可见ꎬ“阴
阳”相合、爻位相合强调的是事物本身在特定时

机与环境中达成的和谐状态ꎮ
在«周易»中ꎬ“合和”观念除体现为“阴阳”

相合外ꎬ还体现为“三才”相合ꎮ “三才”即天、地、
人ꎬ是由“阴阳”观念衍生出来的阐释“天人”关系

的重要观念ꎮ «系辞下»说:“乾坤ꎬ其«易»之门

邪? 乾ꎬ阳物也ꎻ坤ꎬ阴物也ꎮ 阴阳合德ꎬ而刚柔有

体ꎮ 以体天地之撰ꎬ以通神明之德ꎮ” [４]２８３ 乾坤

(天地)就是“阴阳”在卦象中的具体体现ꎮ 在卦

象中ꎬ一个别卦由两个经卦组成ꎬ自下而上共六

爻ꎬ而这六爻又可以两两一组分为三组ꎬ分别代表

天、人和地ꎮ “三才”观念体现了古人一种朴素

的ꎬ并具有特殊意义的宇宙观ꎮ 一方面ꎬ在卦象

中ꎬ人位于天地之间ꎬ这既是«周易» “中”的思想

的一种体现ꎬ也与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有着内在

的联系ꎻ另一方面ꎬ天地人之间更多地反映出

“合”的观念ꎬ即天地与人的和谐关系ꎬ这一点与

西方古代哲学的宇宙观思想有一定差异ꎮ 古希腊

哲学早期为自然哲学ꎬ宇宙论是其中的核心部分ꎬ
其对自然或宇宙的理解大都是将其视为一种对

象ꎬ较少考虑人自身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ꎻ但
“三才”观念则不同ꎬ它的宇宙观是围绕人自身展

开的ꎬ其核心在人与天地的关系上ꎮ 这种基本观

念的差异是中西和谐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ꎬ因为

西方哲学的宇宙论是以宇宙本身为基础的ꎬ所以

其和谐思想自然偏重存在于客观自然界中的秩序

和谐ꎻ而«周易»哲学思想的宇宙论是以人与天地

的关系为基础的ꎬ所以其和谐思想更偏重三者互

动过程中的动态和谐ꎮ
«周易»的“合和”思想既具有宇宙观的意义ꎬ

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ꎬ并且在中国传统造物思想

中也有广泛的体现ꎮ
首先ꎬ«考工记»等古典造物文献中大量存在

阴阳合和的观念ꎬ明显与«周易»有内在关联ꎮ 戴

吾三教授在«考工记图说»中说道:“从‘和合’的
理念出发ꎬ通过‘和合’的方法与手段ꎬ以达到‘和
合’的境界与效果ꎬ这正是«考工记»作者所信奉

和追求的ꎮ” [１１]１３７«考工记»中大量运用了“阴阳”
“刚柔”(在«考工记»中表述为“坚” “柔”)等«周
易»的哲学概念ꎬ如«轮人»说:“凡斩毂之道ꎬ必矩

其阴阳ꎮ 阳也者ꎬ稹理而坚ꎻ阴也者ꎬ疏理而柔ꎮ
是故以火养其阴ꎬ 而齐诸其阳ꎬ 则毂虽敝不

藃ꎮ” [７]１１９«考工记»一方面要求在取材时就应注

意材料本身的阴阳属性而谨慎地选择ꎬ另一方面

要求在加工时要依据材料的阴阳属性采取相应的

刚柔相济的加工手法ꎬ从而达成使物性协调一致

的目的ꎮ 不论造物的材料、工艺ꎬ还是器物的结

构ꎬ都应该考虑到它们具有“阴阳”或“坚柔”两个

方面的属性ꎬ而造物的原则既不能过分追求其

“阳”的一面ꎬ也不能过分追求其“阴”的一面ꎬ要
根据器物本身的用途、意义等ꎬ恰到好处地掌控其

“阴阳”两方面的协调ꎬ并以相应的工艺对其进行

加工改造ꎬ从而达到“合和”的效果ꎮ
其次ꎬ«考工记»等古典造物文献的基本思想

之一便是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当中来看待造物

问题ꎮ 比如ꎬ«考工记»开篇提出的造物四项基本

条件是“天时”“地气” “材美”和“工巧”ꎬ“天时”
和“地气”显然对应着三才中“天”和“地”两个方

面ꎮ 而“材美”与“地气”又有着密切联系ꎬ«考工

记序»说:“郑之刀ꎬ宋之斤ꎬ鲁之削ꎬ吴粤之剑ꎬ
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ꎬ地气然也ꎮ 燕之角ꎬ荆之

干ꎬ妢胡之笴ꎬ吴粤之金锡ꎬ此材之美者也ꎮ” [７]１１８

不同地域的地气导致出产不同质量的材料ꎬ进而

又导致出产不同特点的器物ꎬ材是否美ꎬ是直接与

“地气”相关的ꎮ “工巧”与“天时”也有密切的联

系ꎬ«弓人»说:“凡为弓ꎬ冬析干而春液角ꎬ夏治

筋ꎬ秋合三材ꎬ寒奠体ꎬ冰析灂ꎮ 冬析干则易ꎬ春液

角则合ꎬ夏治筋则不烦ꎬ秋合三材则合ꎬ寒奠体则

张不 流ꎬ 冰 析 灂 则 审 环ꎬ 春 被 弦 则 一 年 之

事ꎮ” [７]１３２－１３３制造弓的每一个步骤都应与特定的

气候条件相适应ꎬ这样才能保证弓的质量ꎬ显然工

是否巧ꎬ必须将“天时”因素考虑在内ꎮ
总之ꎬ«周易»哲学思想既将“合和”视为万物

乃至人类社会运行变化的基本规律ꎬ即万事万物

都可视为阴阳合和的结果ꎻ又将“合和”视为人与

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应该达成的重要目标ꎬ即
天、地、人和谐共存ꎮ 造物活动作为处理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ꎬ自然也深受“合
和”思想的影响ꎮ

　 　 三、 “天人合一”观念在传统造物思想
中的体现

　 　 “中和”思想与“合和”思想本属同源ꎬ在后世

的哲学发展中又被反复阐释ꎬ最终形成了“天人

合一”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ꎮ 所

谓“天人合一”ꎬ包含的意义非常复杂ꎬ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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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同典籍中有不同的呈现ꎬ但«周易»是“天人

合一”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ꎬ这是学术界公认的ꎮ
第一个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大儒张载ꎬ
他在«正蒙»中说:“儒者则因明致诚ꎬ因诚致明ꎬ
故天人合一ꎬ致学而可以成圣ꎬ得天而未始遗

人”ꎮ[１２]６５这是对“天人合一” 最早的明确阐释ꎮ
«周易»文本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命题ꎬ但它所包

含的“中和”观念和“合和”观念已经蕴含了后世

所谓“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ꎮ
首先ꎬ“天人合一” 的“天” 这个概念与 «周

易»密切相关ꎬ它不能完全等同于 «周易» 中的

“天”ꎬ而是对应着“三才”中的天与地ꎬ天地可以

分开说ꎬ但不应单独说ꎬ而天地的关系显然以天为

主ꎬ所以后来就以 “天” 这个概念来代表天地ꎮ
«周易»中“天”是一个重要的意象ꎬ它具有多重的

含义ꎮ 第一ꎬ它包含着天地自然的意思ꎻ第二ꎬ它
又具有某种神学上的意义ꎬ与中国古代敬天的宗

教观念有关ꎻ第三ꎬ它还指一种精神现象ꎬ体现了

人对宇宙人世变化规律的体认ꎮ 事实上ꎬ在«周
易»中这些含义并没有被明确区分ꎬ而是混沌的ꎬ
也就是说ꎬ古人没有将“天”看作一种独立于人之

外的存在ꎬ不论它是自然现象、精神现象还是宗教

上的神ꎬ而是将“天”看作人存在的全部条件ꎬ将
人看作在“天”中存在的人ꎬ“天”与人是不可分

的ꎬ“天”自身则是不必分的ꎮ
其次ꎬ“天人合一”的命题解释的是人与自然

或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ꎬ正因为«周易»没有将

“天”完全视为形而上学式的超自然存在ꎬ也没有

将其完全视为纯粹自然的、客体化的存在ꎬ所以天

人之间的关系ꎬ就既不是像西方宗教传统一样偏

重人对神的顺从ꎬ也不像理性主义传统一样侧重

于人对自然的主宰ꎮ «周易»处理“天人”之间的

关系ꎬ是从“时中”的方法论原则出发ꎬ尽力避免

绝对的“神本”或“天本”ꎬ也尽力避免绝对的“人
本”ꎬ而是在具体的时机和境遇中把握恰当的行

为方式ꎬ这就使对“天人”关系的解释不可能得出

固定不变的结论ꎬ而只能在具体情境中反映出二

者趋于和谐的状态ꎮ 因此ꎬ虽然在对“天人合一”
的解释中也存在不少庸俗化的说法ꎬ比如受董仲

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影响而产生的、带有迷信色

彩的、所谓民间“易学”的观点ꎬ但主流的观念还

是强调“天人”之间动态的、均衡的和谐关系ꎮ
与“中和” “合和” 两个概念相比ꎬ“天人合

一”命题更为具体地探讨了“天”与“人”二者之间

的和谐关系ꎬ«周易»对这一关系的描述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中体现

为“天人同构”的观念ꎮ “三才”观念就体现了“天
人”的不可分ꎬ三才是一个整体结构ꎬ而非三种元

素的组合ꎬ结构本身相对于其构成元素具有优先

性ꎮ «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ꎬ广大悉备ꎮ 有

天道焉ꎬ有人道焉ꎬ有地道焉ꎮ 兼三才而两之ꎬ故
六ꎮ” [４]２８９如上文所述ꎬ每一个卦象都是一个完整

的事态变化的模式ꎬ而在此模式中ꎬ天、地、人三者

都是必不可少的构成元素ꎬ并且三者之间有着紧

密的联系和动态的关系ꎬ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构

建起在各种可能的环境和处境中事物发展变化的

诸种可能趋向ꎮ 这就意味着ꎬ人总是在天地之间

生存ꎬ他的存在状态总是在天地结构之中而非这

个结构之外ꎮ 这种“同构”观念一方面导致古人

很少完全脱离“人”来谈“天”的问题ꎬ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不利于中国独立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

产生ꎻ但另一方面ꎬ它也促使古人很少脱离“天”
来谈“人”的问题ꎬ从而使传统哲学、政治学、伦理

学、美学等思想具有更为明显的辩证色彩ꎬ更重视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ꎮ
另一方面ꎬ在“天人合一”的生存结构中ꎬ天

与人的关系又是一种“比德”的关系ꎮ 所谓“天人

比德”是指不将天地万物看成与人在本质上相异

的存在ꎬ而是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一
贯的ꎬ天地的运行规律与人的行为法则、道德规则

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ꎮ «乾文言»说:“夫‘大
人’者与天地合其德ꎬ与日月合其明ꎬ与四时合其

序ꎬ与鬼神合其吉凶ꎬ先天而天弗违ꎬ后天而奉天

时ꎮ” [４]９这里“人道”对于“天道”不是一种类比或

推论的间接关系ꎬ而是一致的ꎮ “天人比德”反映

了中国古人一种独特的思想观念ꎬ对于这种观念ꎬ
我们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可以认

为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性ꎬ尚未能对

“天道”与“人道”加以区分ꎻ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认

为它直觉到了“天道”与“人道”之间更高层次的

统一ꎮ 如«说卦»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ꎬ发挥于

刚柔而生爻”ꎬ又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ꎬ立
地之道曰柔与刚ꎬ立人之道曰仁与义ꎮ” [４]２９８站在

科学的立场上ꎬ我们当然可以说自然事物具有不

同属性ꎬ这些属性之间不是能够简单通约的ꎬ自然

事物与人的社会文化现象之间更是如此ꎬ但从哲

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ꎬ它们又不是壁垒森严ꎬ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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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融通的ꎬ完全可以从特定角度揭示它们之

间相契合乃至相统一的一面ꎬ这并不意味着对科

学态度的背离ꎮ 因而ꎬ阴阳、刚柔、仁义的对应ꎬ可
以看作是古人在哲学和艺术思维中对“天人”分

离乃至“天人”对立关系的一种克服ꎬ是对人的存

在状态的更为完整也更为真实的把握ꎮ «系辞

下»说:“天地设位ꎬ圣人成能ꎮ” [４]２９１ «礼记中

庸»说:“唯天下至诚ꎬ为能尽其性ꎻ能尽其性ꎬ则
能尽人之性ꎻ能尽人之性ꎬ则能尽物之性ꎻ能尽物

之性ꎬ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ꎻ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ꎬ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ꎮ” [２]７０５只有把握到人与天地的

这种先天的联系ꎬ体认到人先天地就是存在于天

地之间的ꎬ才能不将“天道”看作与人无关的自然

规律ꎬ也不将“人道”看作与天地无关的特殊规

律ꎬ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突破“天道”与“人道”的
区别ꎬ达成真正的统一ꎮ

“天人合一”观念对传统造物思想有着深远

的影响ꎬ这种影响主要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ꎮ
一是体现在古典造物美学的象征性原则上ꎮ

“天人比德”思想与审美现象关系尤为密切ꎬ所以

对艺术和工艺的影响特别直接ꎮ 以工艺产品的颜

色、图案、形状、结构等来象征某些自然事物ꎬ这是

古代造物美学的重要特点ꎬ但这种象征关系的确立

绝不是工匠个人随意的创造ꎬ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

背景ꎮ 以颜色为例ꎬ在中国古典文化中ꎬ红黄青白

黑五种颜色就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ꎬ而这种意义与

“五行”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ꎮ 又如«考工记»记载

车辆的造物方式:“轸之方也ꎬ以象地也ꎮ 盖之圜

也ꎬ以象天也ꎮ 轮辐三十ꎬ以象日月也ꎮ 盖弓二十

有八ꎬ以象星也ꎮ 龙旂九斿ꎬ以象大火也ꎻ鸟旟七

斿ꎻ以象鹑火也ꎻ熊旗六斿ꎬ以象伐也ꎻ龟蛇四斿ꎬ以
象营室也ꎻ弧旌枉矢ꎬ以象弧也ꎮ” [７]１２２这种造物美

学风格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典型体现ꎬ因为器物

身上象征某种物象的部分ꎬ往往不只是单纯的装

饰ꎬ而是起到实际的实用功能或礼仪功能ꎬ而且这

种功能又往往与所象征的物象是相关联的ꎬ恰恰体

现了人事(造物)与天道(物象)的统一ꎮ 但也的确

有很多此类的造物产品ꎬ过分追求在形式上将某种

意义表现出来ꎬ使得象征仅仅停留在装饰的层面

上ꎬ甚至追求过度的装饰或者不符合器物本身功

能、结构的装饰ꎬ从而在器物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

值上有时反而背离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ꎮ
二是体现在古典造物美学对自然质朴风格的

追求上ꎮ 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过程中ꎬ除上述与

政治、伦理、宗教等关系较密切的各种器物的严

格、规整的美学风格外ꎬ在更广泛的、与礼制关系

较远的器物设计上ꎬ则形成了顺应自然、尽量尊重

对象自然形态ꎬ略作加工或者追求不着痕迹的加

工方式的另一种美学风格ꎬ这在明清以降的园林

设计和其他大量的工艺品设计中都有体现ꎮ 这种

美学风格在儒家美学思想中有所涉及ꎬ但更明显

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ꎬ是典型的崇尚自然美

的造物思想ꎬ更加符合«周易»“天人同构”的和谐

观念ꎬ即将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ꎬ使
人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能够体会到天人之间的和谐

一致ꎬ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感受ꎮ
三是体现在古典造物美学的生态观上ꎮ 中国

古典造物美学思想ꎬ从源头上就将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态思想作为基本的造物原则之一ꎮ 这种和

谐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工艺活动必须顺应自然条件

和环境的制约ꎬ如«考工记序»说:“橘逾淮而北

为 枳ꎬ 鸲 鹆 不 逾 济ꎬ 貉 逾 汶 则 死ꎬ 此 地 气 然

也ꎮ” [７]１１７－１１８«考工记»的“地气”观念显然反映了一

种典型的传统生态思想ꎬ它首先注意到了不同地区

由于其特殊的气候、地理地质条件而形成不同的生

态环境ꎬ这种生态环境又造成各地资源条件的差

异ꎬ进而影响到工艺的传承和发展ꎬ使不同地区形

成不同的造物传统ꎮ 这种传统生态造物观当然与

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有关ꎬ但它根据当时条

件总结的造物规律对现代的生态设计仍然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ꎮ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工艺制造活

动的限制ꎬ反对为满足人的享受而破坏自然环境和

生态平衡ꎬ«天工开物»中就包含了丰富的相关思

想ꎮ 如“乃服”篇说:“有取鹰腹、雁胁毳毛ꎬ 杀生盈

万乃得一裘ꎬ 名‘天鹅绒’者ꎬ 将焉用之?” [１３]２６０“珠
玉”篇说:“凡珠止有此数ꎬ 采取太频ꎬ 则其生不

继ꎮ 经数十年不采ꎬ则蚌乃安其身ꎬ繁其子孙而广

孕宝质” [１３]３１２在此基础上ꎬ宋应星还认识到了人与

其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

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ꎮ “乃粒”篇说:“生人

不能久生ꎬ而五谷生之ꎮ 五谷不能自生ꎬ而生人生

之ꎮ” [１３]２２９“膏液”篇说:“天道平分昼夜ꎬ而人工继

晷以襄事ꎬ岂好劳而恶逸哉? 草木之实ꎬ其中

蕴藏膏液ꎬ 而不能自流ꎮ 假媒水火ꎬ凭借木石ꎬ而
后倾注而出焉ꎮ 此人巧聪明ꎬ不知于何廪度

也ꎮ” [１３]２４８这种“天人和谐”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天
人”分离或分离之后重新达成的和谐ꎬ而是如«周
易»蕴含的“天人”关系思想一样ꎬ认为“人道”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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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天道”ꎬ“天道”通过各种方式在“人道”中

显现出来ꎮ 又如“粹精”篇所说:“天生五谷以育

民为此者ꎬ岂非人貌而天者哉?” [１３]２３７貌似人

的巧慧所达成的效果ꎬ实则是源自事物演化的自

然规律ꎬ人的工巧不仅要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ꎬ其
本质上就是自然规律的延伸ꎬ因而其结果也应当

与自然相协调ꎬ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天”才达成

了真正的统一ꎮ 因此ꎬ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ꎬ“宇
宙天地不仅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ꎬ而且

是人道与天道相通的道德共同体” [１４]７１ꎬ这体现了

一种卓然的东方哲学智慧ꎮ

综上所述ꎬ«周易»“和”的观念既具有造物方

法论的意义ꎬ又具有造物价值观的意义ꎬ这两个方

面都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使
中国传统造物具有了区别于西方设计的独特风

格ꎮ 我们追本溯源ꎬ从“和”的观念的角度重新审

视中国传统造物思想ꎬ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

造物思想的精神内核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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