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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阴阳五行说的意象思维特征

高 秀 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阴阳家是先秦时期中国学术中十分重要的十家之一。阴阳家所说的阴阳五行既是物象、气象�又是意象�
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符号。这里强调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意象�就是说它们不是自然界纯粹的物象�
相反它们是作为古代思想家认识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所使用的一些隐喻�是通过类比、比喻等直觉思维所得到的
哲学概念。阴阳家正是借助于这些独特的意象概念�在观察、认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时候�形成了一种颇具特
色的意象思维�并以此来 “解释宇宙�范围历史�整理常识�笼罩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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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阴阳家是先秦时期中国学术中十分
重要的十家之一�因其思想的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
学说�所以称为 “阴阳家 ”�或称为 “五行家 ”�或称为
“阴阳五行家 ”。①事实上�自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
阴阳家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比如梁启超有 《阴
阳五行说之来历》�胡适有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第一章 “齐学 ”对于阴阳家的论说�冯友兰 《中国哲
学史新编》有专章论述阴阳五行家�李泽厚 《中国古
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有阴阳五行的系统
论�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有阴阳与五行思想
的深入剖析�甚至海外汉学家如美国的本杰明·史
华兹在其《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中也有邹衍和五
行学说的阐释�另外还有很多论文或直接或间接分
析论述阴阳五行。这里�笔者主要不是探讨阴阳家
的阴阳五行观念的渊源流变、思想特征及其影响�而
是想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意象思维这
一角度来考察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并试图揭示阴
阳家的思维特点。

《汉书·艺文志》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

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
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
任鬼神。”这表明�阴阳五行家将古代天文历法等科
学知识和占卜巫术相混杂�他们既掌握了天地万物
变化的一些规律�但又以天象、气象、物象来比附人
事的吉凶祸福。也就说�他们的思想既包含着一定
的科学成分�也混杂着一些巫术和迷信。如果从哲
学层面看�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可以说是 “解释
宇宙�范围历史�整理常识�笼罩人生 ”②的一套观念
系统�形成了中国古人观察、认识、理解、思考世界与
人生的思想体系。

一、作为 “意象 ”的阴阳五行
何谓阴阳五行？在阴阳家之前�阴阳与五行是

分而言之的�即是说阴阳归阴阳�五行归五行�二者
本不相连；只是在后来的发展演化中不断地融贯统
一起来�形成了阴阳五行的学说体系。③

先说阴阳。阴阳就其本义而言�主要是指万物
对于日光的向背：向日为 “阳 ”�背日为 “阴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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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雅·公刘》曰：“既景既冈�相其阴阳。”随着
对天文、地理和人事不断的观察与认识�人们发现大
自然有天地�有日月�有昼夜�有寒热�动物有雌雄�
社会有更替�人类有男女等等。于是�古代哲人就将
天、日、男、雄、昼、热等象征光明、温暖、刚强、向上的
现象都归属于阳�而把地、月、女、雌、夜、寒等象征黑
暗、寒冷、阴柔、向下的现象都归属于阴。西周末年
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为天地之气�用阴阳失序解释
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
震。”④正是阴阳二气的失序、失衡而导致地震的发
生。《周易》所说的阴阳既指阴阳二气�又指阴阳二
性：“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
之道曰仁与义。”⑤韩康伯注说：“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阴阳者言其气�刚柔者言其形�变化者始于气象
而后成形�万物资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阴阳�地
曰刚柔也。”这里的阴阳指 “道 ” （“一阴一阳之谓
道 ” ）。道家创始人老子明确指出阴阳二气是构成
天地万物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⑥战国末年阴
阳家邹衍所说的阴阳也指的是气�他颇能 “深观阴
阳消息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五德终始 ”的社会
历史观。而发展了阴阳五行家思想的 《管子·形势
解》说：“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
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
毕下�故万物藏。”这是把阴阳二气和四时相结合�
说明一年四季的变化。阴阳思想也是中医学典籍
《皇帝内经素问》的理论基础�阴阳观念就贯穿于整
部《皇帝内经素问》之中。如《皇帝内经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皇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又说：“阴阳者�数之
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
胜数�然其要一也。”就人而言�《皇帝内经素问·宝
命全形论》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不仅如此�
《皇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认为：“夫言人之阴
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
为阴。言人身之藏腑中阴阳�则藏者为阴�腑者为
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小肠、大
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故背为阳�阳中之阳�
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此皆阴阳、表里、
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皇帝
内经素问》就是依据阴阳理论来阐释人体的生理功
能�以及人体的病理变化�并据此进行辨证施治的。

可以看出�以上所说的阴阳�是阴阳家用来表征
事物相互对立、相互联系与生成、变化的功能性概
念。阴阳不仅是指阴阳二气、二性�而且指气象�准
确地说是一种意象�即内化了人的主观情意的意象。
在阴阳家那里�阴阳作为意象具有象征的意义：阴代
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
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
性的事物和现象。从哲学的意义上看�阴与阳既相
反对立�又相辅相成�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不过�从整体看�其实并不存在阴与阳；而从过程看�
又必须看到万事万物都具有的两个方面即阴与阳。
阴与阳作为一对意象概念�它们象征的是天地万物
的本原与动力�万事万物所具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
辩证关系。

再说五行。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五行思想
的发展�从内容上看�大致经历了‘五行相生说’和
‘五行相胜说’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逻辑地导
出了战国中期的‘五行生胜说’；从形式看�则是由
《洪范》的五行定序�到史伯和春秋初年的各种五行
变序�再到‘相生说’和‘相胜说’的五行循环序；从
辩证思维的角度看�则是由差异到对立�再到矛盾的
层次展开。”⑦一般认为�“五行 ”之说最早见于 《尚
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
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
作辛�稼穑作甘。”这里所说的 “五行 ”�具体指的是
水、火、木、金、土 “五材 ”。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 （有
人考证说史伯即伯阳父 ）明确提出 “以土与金、木、
水、火杂以成百物 ”⑧的思想。 《皇帝内经素问·天
元纪大论》将五行与阴阳并提�认为：“夫五运阴阳
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
始�神明之府也。”五运即五行�其运在气�其表现则
为 “象 ”。可以看出�这五种构成世间万事万物的基
本要素、基本性质�它是古人对于自然的现象、性质
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初步概括和总结�确切地说
是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意象概括。 “五行 ”并非说的
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
种不同属性的意象概括。阴阳化为五行�并存在于
五行之中�而五行自然又具有阴阳二性。所以�阴阳
家的 “五行 ”又是以阴阳为基础�以空间结构的五
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藏为基本间架�
将世界万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分类：凡具有生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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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特性者统属于木；凡具有温热、炎上特性者统属于
火；凡具有长养、承载特性者统属于土；凡具有肃降、
收敛特性者统属于金；凡具有寒凉、滋润、就下特性
者统属于水。将人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用以说明
人及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统一性。这里的五行
就不是具体的五种纯粹的自然物�而是经过仰观俯
察之后的抽象认识所得的意象存在。阴阳家也就是
试图用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 “五材 ”来说明天地万
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的。

总而言之�阴阳五行既是物象、气象�又是意象�
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符号。这里强调阴阳和金、
木、水、火、土五行是意象�就是说它们不是自然界纯
粹的物象�相反它们是作为古代思想家认识天地万
物和人类社会所使用的一些隐喻�是通过类比、比喻
等直觉思维所得到的哲学概念。阴阳家正是借助于
这些独特的概念�在观察、认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
的时候�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意象思维。

二、作为意象思维的阴阳五行说
何谓意象思维？意象思维指的是通过具体形象

（符号 ）来表现抽象意义的一种的思维。它既不是
抽象思维�也不是形象思维�而是兼具抽象思维与形
象思维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⑨例如�中国早期经
典《周易》�它就是由阴阳爻、数字和文字三种 “象 ”
所构成的符号系统。仅就八卦而言�它们象征的是
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类事物；而六十四卦则
象征更为纷繁复杂的事物。这种 “观物取象 ”�“立
象以尽意 ”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周易》意象思维
的典型表述。

既然阴阳家所采用的阴阳五行都是意象�那么
他们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很显然就是意象思维。他们
到底是怎样运用意象思维来认识世界万物以及人类

社会的呢？
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进行哲学思考时

都共同作了这样的预设�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遵循
着共同的原则。阴阳家也是这样看待的。 《尚书·
洪范》最初所采用的 “五行 ”表达的就是天地人所共
有的分类。如果说自然界中有水、火、木、金、土 “五
材 ”�天时有岁、月、日、星辰、历数 “五纪 ”�那么人类
社会就有貌、言、视、听、思 “五事 ”�个人就有寿、福、
康宁、攸好德、考终命 “五福 ”。⑩这些自然现象和社
会人事现象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在 “五行 ”的基础

上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阴阳家的中心思想
“天人感应 ”就是通过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

“天人感应 ”的目的论学说�在继承并发展了阴
阳五行说的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董仲舒
认为�宇宙的最高主宰是 “天 ”。但 “天 ”主宰万物的
作用是通过阴阳和五行之气而表现出来的。他说：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
行。”〇11又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
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
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〇12这是说�阴阳五行
都是气�但阴阳五行之气是用以体现天意的工具或
者象征。

董仲舒在提出 “阳德阴刑 ”、“阳尊阴卑 ”的基础
上�把阴阳二气赋予了人的意识、欲望和道德性质。
他说：“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
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
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〇13又说：
“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
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〇14
这就是说�气不仅能爱能恶�而且有喜、怒、哀、乐的
情感。正是由于气的这些意识和情感的变化�才形
成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从这里可以看出�董
仲舒所讲的阴阳之气�已经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
具有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的东西了。

董仲舒认为�五行的关系就是社会伦理的关系。
他解释 “五行相生 ”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又说：“是故木已生而
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
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
之行也。”〇15这是说�五行相生的顺序�体现了封建的
君臣、父子的关系。

这里所采用的取象比类的意象思维方法�就是
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会各种现象的 “同 ”和 “异 ”的
观察�将不同的现象分别归为不同的类属�再将所要
认识的现象同某一类属的现象进行对照、比较�以认
识这一新现象的属性和特征。可以说�这里综合地
运用观察、分辨、比较、类理、归纳等思维方法�而采
用的形式是 “譬喻 ”、“比类 ”、“隐喻 ”。〇16可以说董仲
舒采用意象思维进行类比推理�这是他建构 “天人
感应 ”神学目的论的主要方法。

战国末年邹衍用五行相生相胜 （相克 ）来解释
战国之前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演进。他提出了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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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生 ”�和
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 “五行相
胜 ”的观点�以求说明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的关
系和规律�并以此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

他所提出的 “五德终始 ”�就是以五行为五德�
按照五行相克 “五德转移 ”的顺序�说明人类社会历
史的变化是受着水火木金土五种力量支配的。刘歆
《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
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吕氏
春秋·有始览》讲：黄帝之时�土气旺盛�土色为黄�
即以黄为贵。大禹之时�木气旺盛�木色为青�即以
青为贵。商汤之时�金气旺盛�金色为白�即以白为
贵。周文王之时�火气旺盛�火色为赤�即以赤为贵。
而代替火的一定是水�水色为黑�即以黑为贵。在邹
衍看来�每一个朝代都受一个 “五行 ”之 “德 ”支配。
朝代的更替是循着 “五行 ”之 “德 ”的次序而运行的：
“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〇17照阴阳
家的看法�在某一 “德 ”盛的时候�自然界就会有一
种现象�作为某一 “德 ”盛的象征。这就是阴阳家的
意象思维在历史领域的体现。

按阴阳家的意象思维来看�天地万物的起源以
及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联系�就存在于阴阳五行
中。天有其 “气 ”阴与阳�地有其 “材 ”水、火、木、金、
土。既然天与地是相合的�阴阳与水、火、木、金、土
也是相合的。他们在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时�
不仅要看阴阳的强弱盛衰�还要看二者的相生相克�
由阴阳所化生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阴阳
五行之间所存在的相生相克与相互转化的关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阴阳家试图通过阴阳五行

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等作出分类�并
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现象联系起来�通过建立一
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源同构的阴阳五行世界图

式�来探索天地之理�连接人间之事�完备帝王之道。
诚如李泽厚所说�阴阳五行家 “企图通过把天文、地
理、气象、季候、草木鸟兽、人事制度、法令政治以及
形体精神等万事万物�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
和彼此影响并遵守普遍规律的‘类别’的宇宙图式
中 ”〇18。构筑这样的宇宙图式�阴阳家主要采用了意
象思维方式。他们将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思

想上分类�是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然后由表示同类
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如 “阴 ”、“阳 ”和 “金 ”、
“木 ”、“水 ”、“火 ”、“土 ”五行�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
字的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
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〇19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这一
世界模式表明�人们是可以由体察自然以认识人类�
反过来也一样�人类也可以由认识自身而认识自然
万物。因为阴阳五行说所具有的比附和拟人化的特
点�就使得作为意象思维的阴阳五行说�既具有一定
科学性�而其主观性、想象性、神秘性、不可证伪性等
特点也非常突出。

还需要说明的是�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主要是
建立在以自然的农耕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血缘的
家族为本位的生活方式、以亲情为主导的情感交流
方式、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审美方式之上的�它构成
了中国人自古至今共同的生活世界。阴阳家所形成
的人类与自然同源同构的大化流行的世界观�使得
中国古代哲人在宇宙起源上并不预设创造世界万物

的神。因为�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之气
和金、木、水、火、土五行自化而生成的。宇宙万物都
是自组织的�是全息性的。世界的存在是一个自自
然然的存在�并不存在一个创造世界的神。这就否
认了灵性的创世之神的存在。其实这也是先秦儒道
等家共同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中国文
化宗教意识淡漠�而且理性科学不发达的独特的文
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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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15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〇16蒋谦：《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
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〇17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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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2008年�第149页。〇1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
学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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