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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文化道統，表現的是作為人的精神活動自身動力的方向，天不是一個既定

的事實，也不是一個關於事實的概念，而是哲學思維的定勢方向，它引導人的

思想，直接指向事實自身的發展和它的趨勢。雖然它有所指，但它不是所指的

存在，而是指自身的方向。雖然它可以在具體環境下解釋為主宰之天、命運之

天、義理之天、自然之天、人格之天，但那都只是思想過程的具體表達，在這

個意義上，天是人對所有問題的本質進行積極思想所結晶的一個思維的路標。

所以我們無法拿它與具有人格意義的神進行類比，也不能簡單地把它作為存在

的自然界、自然現象或自然規律。道具有道路或義理的含義，但它既不是某種

既定的原則、規範，也不是一個可以達到的自然、人格、政治、倫理、道德等

候的具體目標，而是指走向終極目標的過程，它是世界、社會和人作為和諧統

一的過程存在。古代的中國人，沒有產生遙遠的理想國的政治熱情，也沒有給

宗教創生提供天國的夢想，高於現實生存之上的只是從現實中死去的先人。對

祖先的祭祀與通過占卜的勾通就是一種通向外世的思想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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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方的理論是從主客體二元對立的世界觀出發，將外在世界與個體自身視

為分離且獨立存在的實體，外在世界的空間秩序變化，與個體自身可接、以可

供理性分析其因果關係。人類社會一向重視人與人的關係，特別是以家族概念

為架構的人際關係。關係的因果思維是社會行為的一個重要特色。 

    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並立的宇宙觀，形成一套天時、地利、

人和三大因素。在這個主客體互相作用之下，人自身與周遭環境以及大自然變

動規則之間，存在著某種的因果關係。台灣民間信仰是屬於多神的文化、普化

的宗教，人們相信，超越世界的神，可以回應信徒的祈求，而介入生活世界中

的事件，是一種宗教的精神思維。在前述各種思維並存的情況下，人作為有反

省能力的行動主體，總是參與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之中，縱使外在環境或事件無

可改變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透過修行與積德的方式，產生自我的轉化，來取得

更高層次的視野。 
    風水之說中採用的天、地、人的宇宙觀，加上類比思考方式貫穿其間，建

構出一套天時、地利、人和共同促成事情發生的另一種觀點。從行動理論的角

度來看，人們所採取的行動在三大因素群的架構之下，被視為是事情成敗與否

的條件之一。因此，人實際上是採用一種既信命卻又不認命的態度面對人生。

這種態度所呈現的即是一種以順應為原則、在外控架構中進行內控的特殊控制

觀。人們祈求超自然力量來協助自己擺脫生活困厄的心境，而風水就成了他們

化解對自然的認知困惑和解除生存困境的一種有效手段。馬斯洛在《動機與人

格》中稱：安全需要是人繼生理需要之後的最基本的心理需要，而且是不可或

缺的基本需要之一。馬斯洛認為：低層次需要是高層次需要的基礎，高層次需

要是低層次需要滿足之後的必然要求。人事中有一片廣大的領域，非科學所能

用武之地。它不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不能抵抗死亡，它不能有效地增加人和

環境的和諧，它更不能確立人與人間的良好關係。這個領域永久是在科學支配

之外，它是屬於宗教的範圍。 

 

二、研究背景與動機 

1、《易經》－天人觀中的養生智慧 

    「問天」自古以來始終是人們鍥而不捨的追求。雖然我們至今也不知道天

有多大、有多久，也不知經過多少億年才誕生了我們人類，才創造了一個與天

和諧共處的空間，其中最大的智慧就在於天人合一，人與天地相應是《易經》

核心。《易經》的天人觀是什麼？《易經》的天人觀就是「天人合一」。什麼

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天--人--地」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在其中不是

孤立的，而是互相聯繫和制約的。天人合一的實質就是整體觀也叫三才觀，對

此，《易經‧說卦》有一句名言叫做：「立天之道，曰陰與陽，立地之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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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與剛，立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兩之，故易六畫而成卦。」這個就是

天人地的整體觀。 

    我們知道，天地是一個大宇宙，人是一個小宇宙，人與天地息息相關，也

就是說人與天地同呼吸共命運，這就是天人合一的精髓。人與天地的關係就像

魚和水的關係，水變了，魚就要變，所以人要順應天地四時，這就是人與天地

相應。人與天地相應絕不是天人感應，二者不能混為一談。前者的實質是人要

順應天地四時的變化，是唯物的和科學的；後者把天神靈化，認為天會感應於

人，這是唯心的。天人感應這一觀點源於漢代董仲舒，他是漢武帝的顧問，他

提出這一觀點是為了維護「君權神授」，也就是說是維護皇權的，所以他接著

又提出天譴說，即言皇帝是老天讓當的，大家都得服從皇帝，但皇帝也不要違

背天意，否則會遭天譴。宋代大儒朱熹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發展為「天理人欲」，

主張「抑制人欲而存天理」。後人發展為「天理難容」，認為天是高於一切的，

是有意志的。這些是政治的天人合一，《易經》的原意則是科學的。中醫講的

是醫學的天人合一，也是科學的天人合一，實質就是「尊重自然，順其自然」

八個字。 

   《易經》的天和西方的天是不一樣的。西方的天是上帝主宰的天，是神靈的

天，超人的天；而東方《易經》的天是宇宙的天，是大自然的天，是無神靈主

宰的天。所以東方的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相應的，是科學的合一，這是與於西

方的天不一樣的。 

    中華文化道統強調天人合一，就是要我們關注人這個小宇宙與天地這個大

宇宙的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中國人最重視改善內外環境，內外環境遭到破壞我

們就要生病，內外環境改善，我們就能長壽，這是《易經》天人觀中的養生智

慧。天人合一的精髓應用在養生上就是六個字：天時、地利、人和。順此六字

則壽，逆此六字則夭。《易經》強調「順乎天而應乎人」，怎樣才能順乎天？

順乎天，就是順乎自然，也就是順應四時陰陽。  

  《易經》認為「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女。」《易經‧系

辭》「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眾所周知的道理，但是我們現在的人不是去

保護，而是破壞這些人賴以生存的水土。《黃帝內經》說「上知天文，下知地

理，中悉人事」，強調天文、地理、人事一樣都不能少。地理，宏觀上指地球。

地球是人類的母親，無私地哺育著人類，人類的生死存亡和地球休戚相關。《易

經》不但重視天對人的影響，同樣也強調地對人的作用。如《易經》的八卦都

是由天地人三才所組成，其中，陽爻從乾而來，陰爻從坤而來，並且《易經》

八經卦的三爻及六十四卦的六爻都是天地人三才的象徵，其中，五爻、上爻象

徵天，初爻、二爻象徵地，三爻、四爻象徵人。 

    天氣下降，地氣上升，人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氣運之中。人和天密切相關，

和地同樣關係密切。人類經常要喝的地下水、礦泉水，也就像吸吮著地球母親

的乳汁，地球已經有 46 億歲了，經過了漫長的地殼運動和海陸變遷，才為人類

提供了今天的生存環境，人類難道不應該像愛護自己的母親一樣關愛地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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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生命與地球的變化息息相關，地球的變化決定著生命的存亡。無論是地球

內在原因而產生的地質性變化，還是由於「天外來客」而導致的遭遇性事故，

地球每一次的巨大變化都相應地引發生物界一次大的變遷，比如有學者論證恐

龍的滅絕原因就在於此。因此，保護地球生態自然環境，穩定生態平衡，是保

護生命的重要環節。地球本來就是由陰陽組成的，所以維護生態平衡，首先就

要保護地球的陰陽消長平衡，這樣寒溫、水火、燥濕才能協調，人的生命活動

也才能得以維持。 

    地球的元素同樣存在著平衡，人體的元素和地球的元素有很大的一致性，

如地殼主要元素幾乎都是人體必需的元素。所以只有保護地球元素的平衡，人

類生命元素的平衡才有保障。從生命的起源來看，宇宙物質之間，包括人與地

球之間，是互相作用、互相關連著的，而不是孤立存在的，《易經》的名言「山

澤通氣」，說明了萬物是相感相通的，這表明了人的生命既是屬於自己的，也

是屬於天地的。提示了養生的最高理念是天時地利人和的整體養生。從來人們

只注意自然界、地球環境對人類社會的影響，卻忽略了人類社會對自然界的反

作用。人類在改造自然、改造地球的同時，也在不斷地干擾著生態平衡。地球

正在以驚人的速度沙漠化，保護環境、阻止良田變沙漠是地球人的責任。 

 

2、天時、地利、人和 

    在天時、地利、人和，人和是一個重要內容。《易經》的人和在天地人三

才觀中，人和是「仁與義」，就是要講仁義才能做到人和，也就是以德養生、

以心理養生。德和才能人和，德和是人和的前提。《易經》提出「合和觀」，

合，就是團結統一，大家合攏在一起，拿現在的話來說，就是各民族組成一個

大家庭，和，就是和諧，就是中正，不偏不倚，就是與時俱進。人和，就是人

與社會的關係和諧，尤其是人與人的關係的和諧。要做到人與社會和諧很難，

做到人與人和諧更是難上加難，但人如果不能與社會和諧，會給其心理、生理

帶來嚴重危害。《易經》的「易」字，就是由「日」、「月」組成，甲骨文寫

為「易」，就是說《易經》強調宇宙是日、月運動構成的，這是大宇宙；人是

一個小宇宙，生活在這個大宇宙中，所以人的生命和這個大宇宙息息相關，這

就叫天人合一，我們的智慧當然要與大宇宙相應，這就叫天人合一的智慧。 

    天時、五行均衡是中華文化中一項了不起的認知，在幾何圖形上，正五邊

形緊密結合，是唯一能構成近似圓球之連續結構。這種現象，足資證明正五邊

形具有循環之性質。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國人就將五行循環理論，應用在各種

生活領域，形成一種相生又相剋的活性生機。大如人類歷史，小如人體五臟，

其榮辱生滅，無不可以應用五行生剋解釋之。從宏觀角度，以五行順行及逆行

說明，天時順行，初始，地球上為各種群獸占有，弱肉強食，以力制勝。時經

百千萬年，群獸之一，因進化而生智，遂有人類。人類之成長來自環境變革，

因不斷積累。基於累積效率之乘積，致有十倍速之進化，以迄於今。人類由狩

獵維生、茹毛飲血，是第一階段之累積；工具制作、火炊熟食又跨進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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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是農耕宅居、群聚互助，逐步由力權、神權、君權，近代又是金權、技權。

每次的環境變革，都有其必然生剋之因素。 

    地利、人類思維頂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始有智慧成熟之可能。人類思

維蘊藏於文化，唯有文化深厚始能成金字塔，而建築金字塔的石料必須堅固，

否則易碎。建築之工人須勞苦卓絕、意志堅定，待塔成時至，人類社會始有人

思的環境，在各種刺激下，持續上登。人有肢體，為行為之機構，舉凡經驗行

為，需靠肢體肌肉之記錄、及時反應以謀生存。大腦則是概念資料庫，根據刺

激狀況，比較判斷，選擇最有利的反應。口喉則是與他人溝通之介面，因為個

體主觀只是宇宙中微小的一部分，必須集思廣益，以獲取智慧。由介面之定義

可知，人類層次亦可視為動物與智慧間之介面。人性中許多矛盾之特性，正是

因人扮演的角色，只是由生命體過渡到智慧。智慧居於尖端，必須千錘百煉，

要擺脫各種引力的束縛。而系統金字塔的建成，需要大量的基層，而基層的功

能，就是一層一層地支持。 

    人和、肉體（陰）及精神（陽）兩種基本因素，支配了人類的演化。且以

二分法觀察其可能之演化歷程，凡生命優先、肉體力量大於精神者，必受制於

感官，滿意於人間一切。凡精神力量大於肉體需求者，多致力於人生真相之探

求，且越來越少，形成金字塔形式。慣性之本質，係能續向未知；而生命之策

略，則係將生命體控制在感官需求下；人之肉體受限於生命，精神則嚮往更高

的境界。這種「天人之戰」，是人生最慘烈的寫照，同時將人類劃分為兩類。

一類以追求人生享受為目的，認定精神虛無飄渺；另一類則孜孜不倦，在宇宙

中尋找歸宿。人的主觀認知不同，但因有心，感同身受。唯獨人各有志，最理

想的結果是求仁而得仁。值得深思的，則是量變而質變後，層次丕變，雲泥有

別。居塔尖之上，智珠在握，應胸懷慈悲，以期塔基永固。而自滿於塔下之眾，

也宜略領靈慧，擁抱希望，以登天堂。 

 

3、人性的昇華 

  以自然環境而論，陰陽互動，天地山川人物。以人性為例，男屬陽，女屬

陰。陰陽和諧可育生命、睦社會，回歸整體。是以以夫妻為中心之倫理、以自

制為圭臬之道德足以凝聚人心，於量變中期待質變的到來。人類乃物質生命與

精神生命之介面，精神生命則是智慧之開發。儘管智慧已備，但人類受制於獨

佔之需求，雖欲上進，卻難防微杜漸。意識為生命力慣性所制，生存壓力，令

人難以自拔。因此，量變之後，千載文化，有德者得以脫穎而出。 

  人性昇華後，獸性被抑、感性與理性合流，倫理共道德一體。於此，智慧

油然而生，既是天人介面，又是人生直達宇宙本體的捷徑。前文說明，宇宙進

化之道在於能功效之提升，當人性昇華後，得以將智慧轉移進化成道。道不斷

變化，循著拋物線的軌跡，因量變而質變，一層一層，逐步開展。待到了人類

層次，再等到人類具備了智慧，臨界點一到，立即以接近直線之勢，直達宇宙

終站。如果人能躍登時空之上層，當知慣性一如本然。宇宙間，層層疊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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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的變化無非都是主觀，如原子核內的能量作用，連鎖細節，外界無從得知。

人的智愚，相去天壤，但各適其所，人類才得以生存延續。宇宙之智慧，在於

包容萬有，智慧是人類文明長期累積的能力，猶如金字塔頂尖端，能量集中。

各個層次間，個體各具動力，排列組合、量變而質變，金字塔逐漸成形。無數

人類個體，積極進取，推動著人類社會，不斷前進。基於排列組合規律，各種

可能性中，不可能發生的，往往在過程中就消失了。三才介面之所以為介面，

是天、地之間，有人為砥柱。如人位失去介面性質，表示慣性受到干擾，能可

能轉向。由於智慧之物質基礎為人類，一旦當人私心過重，就不能貫通天地之

間，則智慧不存矣。 

  人類歷史之宏偉，有無數偉大心靈堆砌其中。然而，恆河沙數，可見可知

之極致，不過一河；千年萬載，斯乃一瞬！具備智慧之人，無所不知而無所知、

無所不能而無所能、無所不為而無所為，無所不在而無所在。其人有名有利而

不追名逐利、有功有德而不建功修德，其行事大公而不為公，其積極謀眾而不

與眾。類此之人，機緣之至，自然而來，是可遇而不可求也。 

 

三、中庸之道的平衡與天人智慧 

    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提供了諸多來自思想方面的智

慧啟迪。中庸一語始見於《論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有宋代孔子之譽的朱熹曾對中庸的含義有過這樣的解釋：中只是個恰好的

道理。中庸即是把兩個極端統一起來，遵循適度原則。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

明之處理解為尋求平衡的智慧。如果對儒家中庸之道的平衡智慧做一點展開，

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把它作如下三方面的開掘： 

 

1、是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的中庸平衡智慧 

    其理想狀態是達到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

都反對把天和人割裂、對立起來的觀念與做法，而是竭力主張在敬天、畏天的

基礎上追求天人的和諧統一。儒家把人安身立命的理想目標確立為天人合一，

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近代西方的自然觀，在征服自然等思想的支配下，一方

面取得了巨大的物質文明成就，另一方面，隨著工業文明的發達，生態平衡、

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令人憂慮的社會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當代

西方許多學者對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從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開始表現出極

大的關注，也就在所必然了。在建設良好環境社會，要求在全社會形成有利於

保護自然環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識與政策法規的當今，儒家天人

合一的中庸平衡思想顯然給我們提供著重要的智慧啟迪。 

 

2、是人與他人關係問題上的中庸平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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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理想狀態是達到人我合一的和諧境界。在儒家，人我合一的原則集中體

現於仁道思想。對於仁道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確將其理解為愛人：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儒家思想上的幾位後繼者、譬如孟子、荀子、董仲舒也都認為：

仁者，愛人，仁者，愛人之名。儒家認為，愛人的基本內涵是視他人為自己的

同類，即將別人看作是與自己一樣的人。所以《中庸》說，仁者、人也。這意

思是說，仁道首先是承認他人是人，要將他人當作人來對待。有這一前提，才

能超越利己的天性，關愛、同情、尊重他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人與他

人關係問題上的和諧狀態同樣是我們必須著力營造的。因此，儒家倡導的人我

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也給我們極大的啟迪。事實上，人我之間既走出自我中心

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又反對一味地強調自我犧牲的說教，正是我們今天追求

人我合一要達到的中庸平衡境界。它無疑是我們構建祥和社會的倫理基礎。 

 

3、是人自身內部欲望與理智關係問題上的中庸平衡智慧 

    其理想目標，是達到欲理合一的內心和諧狀態。儒家認為要達到欲理合一

的平衡狀態必須謹守以理制欲的原則。先秦儒家在承認欲望之合理性的同時幾

乎毫不例外地主張對欲望必須進行理性的引導，孔子稱：克己復禮為仁。荀子

認為，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是故淫亂生而禮義文理亡焉。因此荀

子的結論是以道制欲，則樂而不亂；以欲忘道，則惑而不樂。由於後來的宋明

理學家片面發展了先秦儒家以理制欲的思想，把天理與人欲截然對立起來，形

成了儒家禁欲主義的傳統。這當然是其思想中必須批判的。其實，宋明儒家的

失誤恰恰在於他們離開了中庸的立場，在欲與理的關係問題上片面地發展了理

而打壓了欲，而破壞了欲與理的平衡。在欲與理關係問題上的中庸平衡之道，

對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同樣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現代人物欲的過度膨脹而造

成心理失衡、道德滑落生活無序，已經被許多學者視為當今社會的現代病。對

這一問題的解決，儒家所倡導的欲理合一原則顯然從道德修養和生活情趣上給

現代人指出了清明的出路。 

 

4、中華三祖文化道統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中華三祖文化本源分為古崑崙文明及今崑崙文明。今崑崙文明承傳古崑崙

文明，由伏羲女蝸氏所創造距今 7800 年。中華三祖文化與古今崑崙文明乃一脈

傳承，是明天道立人道，尊天道行人道之天地和諧之道，是天下太平之道，是 

中華三祖文化對世界和平貢獻的表述。中華三祖文化於釜山合符後進入部族聯

盟的黃帝時代，黃帝時代是中華各民族進入融合、轉化與創化的開始，是中華

大地上華夏文明的初曙，也是中華文明的誕生。中華三祖文化締造堯舜仁政、

夏商周三代文明及至春秋時代，由至聖先師孔子集其大成，形成道統，易經與

儒家哲學成為主流文化，亦是和平文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易經對世界和平的貢獻易經論天地人三才一貫之道，是世界和平之道，易

經之道在和諧與平衡，是和平之道，易經人生觀論天人合德，是中道，易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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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天下太平之道。儒家哲學對世界和平的頁獻在於上達天德下開人文，以

成就家國天下的全面道德文化價值觀。其中「仁」者、「和」者、「德」者皆

為儒家哲學的核心概念，它引導人類邁向和平坦途。儒家哲學廣含民族生存哲

學思想、教育哲學思想、政治哲學思想、人生哲學及人生修養實踐思想、做人

做事做學問思想、玄學思想及以「誠」為文化之基礎等各思想的一以貫之，亦

可視為其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國父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識透古今，繼承中華文化道統融合西方文化精

粹，並以發揚光大之，其中三民主義的創造是國父對於人類民族、民權、民生

三大問題所提出之正確可行的原則和方法，是治國方針，也是推進世界新秩序

的綱領。國父的三民主義雖以救中國為出發點，但其最終目的在救全人類、全

世界是一部融合儒家倫理、中庸之道和西方民主科學的世界和平寶典。內容包

括伏羲氏的八卦太極系統文明，期以優質文明沐浴低質文明，並播化開天明道、

天人合一之「和平文化」，至華至大。因之，其藉由播化文明過程，也播下了

世界和平的文化基因，當是其對未來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中華民國文化發展

至中華三祖時代，形成以華夏文化為主軸的中華文化，並承襲伏羲太極八卦系

統文明，連山歸藏易、女蝸九宮易，三祖文化之融合於焉產生，並向四面八方

行播化文明之實，將中華文明及和平文化種子播向世界各地。 

 

四、目標與使命  

  中華文化中，道家主張「道法自然」，自然者，宇宙系統也，可謂站在「天」

之立場，一覽無遺。佛教則主張「明心見性」，是在「人」的立場，追求自我

的純淨無私。儒家則站在就「地」，目標很明確，如前面所引用《禮記》禮運

大同篇內容。儒釋道三家雖然所言不同，但殊途同歸，無不以壓抑自我主觀、

追求與宇宙同歸的至高無上境界。幾千年來，中國人在這種「主流標的下」，

要在惡劣的環境中、歷經各種外在、內心的考驗，始能上升塔頂。又如孟子告

子篇下第十五章，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說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

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里奚舉於市。故天將降大任於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勞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行拂亂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不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樂也。由客觀看來，宇宙是一「進化系統」，令主觀生存無

虞、壯大充實、化為精神力量，隨能不斷擴散。 

 

五、法界觀與易經風水  

    風水乃中國幾千多年流傳下來的擇地之術，至今依然盛行於華人社會中，

因此風水對人類福祉或許有其正面性的貢獻。在人類選擇最佳居所上，風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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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態演進與適應之價值。巒頭風水良好的地方，可以找到特定的環境特徵，

顯示出該地之可居住性。此外，風水結合了自然與文化兩個層面，以追求人類

間以及人與自然間的一種和諧與平衡。風水不僅促進人類與自然間相互瞭解與

依賴，並且藉由文化價值強調謹慎之資源利用。風水觀念在中國傳統的空間設

計中影響深遠，從許多的都市規劃、建築設計與室內住居都可找到實證。傳統

的山水畫中，隱約的傳達出畫者的自然觀念。從繪畫作品中，不難發現人的居

住生活觀念結合了山水與自然，運用各項風水理念的操作，特別是龍脈風水理

論。本研究擬探索古代風水龍脈理論的觀念，山水觀即是風水觀，亦即是人的

生活觀。間接說明：氣韻生動、山陰水陽、五行佈局的山水觀與風水觀是一脈

相通的，探討風水龍脈學說之空間秩序性藝術，也從不同角度去審視傳統山水

美學。自古以來，風水在中國人的心裡，佔有很大的份量，也因此演繹出許多

豐富的理論與流派。不管信或不信，是出於孝道還是現實利益，風水滲進了中

國政治、社會等各層面的行動中，大如都城建置，小至人民的立宅、喪葬等，

都或多或少運用了堪輿之術。風水的重視及運用，成為中國文化的內涵之一，

而其盛行，也可說是中國社會有別於西方文化，所形塑出來的特有產物。傳統

中國建築的認知與操作的特質與意義，正在此種綜合了某種和諧宇宙觀的運作

模式下運行。 

  變易的思想，一直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古人的意識之中。和西方傳統文化不

同，對自然的直面思索，使中國古人沒有產生純粹的數和幾何的知識和邏輯形

式，強烈的衝突意識和企圖，頑強調和矛盾的精神轉化成易的思想和太極、陰

陽、八卦的達表方式，它們不是純粹的知識形式，只是思維定勢下的思想方法

和思想工具，即思想範式。思想的眼光透過它們，使中國古人獲得了與自然與

歷史的勾通，而世界也因這種方式獲得了人性，這就是合的精髓。在人與自然

的衝突中，中國古人借助自己的思想獲得了在人與自然的共有世界中的相對平

等的地位。在中國的古文化中，沒有產生絕對超越世界的上帝之神，天不是超

越之神，而是對話之神，它只是人必須依賴的大自然的力量在思想中的化身，

所以在中華文化中沒有對命運的絕對服從或歸宿，希臘神話中的普羅米修斯是

神的逆叛，聖經中的大洪水是上帝的絕對安排，而中國傳說中的大禹是因治水

而成為與天抗爭的人傑，既使是在後世的民間文化中，對命運的預測和趨避也

具有一種抗爭色彩。人與天之間不是絕對的對立或統一，而是互相超越的易與

合，易因合死，合為易生，這既是思想過程，也是思維模式，也即道表現為中

庸思想的本義。 

    天人之合正是這種人與自然統一的超越追求，天人之合其實是人道，是人

對自然的屈服與抗爭的選擇，這是一種大智慧。天人之合既不是決定的，也不

是競爭平等的，它是對超越自然的渴望和指向的思想。但實際上人與天之間的

全面交合只能以思想方式實現，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思想才表達為思想範式。

從西方的學術觀念看來，易是一種神秘的思想，因為它不是從具體的對象中抽

像出來的概念，它不是思維的邏輯形式，理性思維是指思維的推理方法，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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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遵循邏輯形式而有具合理性；理性的思想則是指智慧，是對自然、社會和人

的現實的把握和抉擇，是歷史與現實的統一，它永遠是唯一的，因此不存在可

以遵守模式。作為思想的經歷它是可以借助形式而表達的，它積累而成為思想

的經驗，周易就是以占卜的記錄而成書，因此它是思想方法的史書。萊不尼茲

把八卦圖式看作二進制數學，是因為他的眼光聚焦在純粹形式關係上，但是中

國古人的眼光卻透過八卦圖式看到了人、自然，和社會的共存關係，它並不能

預期未來的事件，但可以指導人的思想在總體環境下的抉擇，提供自然、社會、

人共生中的哲學理解。合和易是演化中的和諧，是宇宙和思想的本質，在這個

意義上它是真正哲學的。用易做占卜是古人的知識，因為易的本質不是對具體

事物的形式表達，它只是思想的眼光，人是作為世界的參與者進行思想的，古

人就是通過易與合的思想過程實現人與世界對話。在西方文化中，世界是分裂

的，在神的世界中，人是被創造者，神是絕對的統治者；在物質世界中，人是

事物的主人，借助於形式方法，人可以呼風喚雨，而在社會中，人是平等的競

爭者，西方文化中產生了燦爛的物質文明和民主政治制度，但這是神、人、社

會三者之間的，這種分裂的卻是很難過渡的，這種分裂最終是也是人自身的分

裂，社會和人總是面臨著這三者之間的衝突和危機，這種危機主宰著西方歷史

的變遷，因此西方文化總是一次次地重刷歷史，希臘文明、基督教文明、政教

衝突與宗教變遷、文藝復興、等等，每次都幾乎都是這三者關係的推倒重來，

這和中國文明和歷史的連續性形成鮮明的對照。西方文化的衝突是自身本質性

的，至在科學基本理論中，人們都察覺到了這種危險，比如在量子力學中，物

理學家就發現無法擺脫人作為參與者的困境，作為數學基本工具的形式系統方

法也宣告了確定性的終結，它對知識界帶來的影響，被喻為基本理論的危機。

從這些方面看，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有自身本質性的區別，這種區別並不是對

立的，而是不同層次意義的，它們給我們帶來對世界的不同理解，但世界卻是

唯一的，中華文化思想對現代人的啟發是意義深遠的。 

 

六、結論 

    在文化傳統上，老子奠定了道的意義，完成了從帝與天的進一步抽像，為

後世天人之說打開了大門。老子對道的論述就是一種明顯的思想方法，他拒絕

對道作定義性的描述，而只是從對自然，社會，人事的關係和變化中揭示隱藏

在其中的道，他是引導人們思維，而不是灌輸知識。他的一句被奉為道的法典

的名言就是這樣說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首句

並沒有定義道是什麼，但以他的思想演繹了道的真義，因此人們不能在字面上

就可以懂得它，解釋和翻譯可能有許多歧義，因此只能在思想上達到對它的理

解。中華文化的智慧一開始就不是定位在知識上，而是在思想上。 

    當然，天的思想意義是人賦予的，自然界的天空是首先是作為天象和氣候 



 11

被人所意識到，環境氣候週期性的劇烈變化和經常性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先

人最先意識到天命的意義，作為對自身自然存在的自覺，天是以憂患意識進入

人的思想的。尼羅河的氾濫給埃及人帶來的是豐收，但黃河氾濫給中國人帶來

卻是家破人亡和國家的危機，對土地與勞動的感情就是自然與人的共生關係的

的直接延續。自然的天成為天命的天，正是人對於自然現象無法抗拒與畏懼的

表現和努力謀求與之共生的表現。因此古人的天不是彼岸世界，只是人在其中

生存的自然界的指向，它包含著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指向天的道正是古人對

自己在自然中生存自覺的努力，是企圖調和人與自然劇烈衝突的偉大思想。   

    在春秋戰國時代，雖然諸子百家風起雲湧，但人與國家生存的需要是最重

要的，所以天與道的思想成為了超越各派學說共同基礎，而以天和道作為中心

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在後世的文化發展中自然成為了中華文化思想的主流。在人

類文化發展的軸心時代，其思想就是以這種迥然不同的文化形態為傳統文化奠

定了後世傳承的基礎。 

    對祖先的記憶就是歷史，從鬼神崇拜到對天道的追求，表現了中國古人對 

變易不居的人生、世界和歷史的同構性的敏銳察覺與思索，從卜筮發展出周易

文化，就是這種自覺的積累和思想範式的表達，中國思想的發生和演化始終隱

伏在現實與歷史的統一之中。古人的憂患意識與變易思想，面前不確定的未來

既是變易思想產生的源泉，也是對不確定性把握的強烈渴求的思想動力。夏商

周朝代的相對穩定中所隱伏的歷史變遷，迫使古代的智者尋求這其中的奧秘，

但是人不是企圖從自然和歷史中抽像出概念和邏輯，而是尋找到了自然和歷史

以思想本真的出現---道。這或許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分歧的起源，西方文

化是最初從豐富的自然現象中吸收營養，尋找自然的規律，表達為概念知識，

但東方人面對的卻是只具有唯一性的歷史陳跡與逼切的現實，古希臘文化中的

英雄史跡是一定歷史條件下個性的文化事實或文化現象，但中國歷史事件所表

現的卻是歷史自身，中國上古時代的歷史人物不是在歷史的舞台上表演，而是

演化歷史。從文化的起源處，就似乎決定了文化的必然命運。自然、社會、人

文、一開始就成為了不可分割的沉重的歷史車輪，歷史就是中國人的命運，而

與此俱生的對歷史和人生自覺的思想自覺地成為了中華文化本質的發動機。 

    這個世界是一個多元的文化與文明並存的世界。對世界全體人類而言，由

遠古至今，生命始終是生生不息而且日益生氣蓬勃。人類歷經千萬年的歲月，

不僅接受大自然的挑戰活了下來，而且創造了輝煌璀璨的成就，物質層面的進

步，將人類生活品質提昇，在精神層次的發展，拓廣人類心靈與素質的改變。

道德的敵發，使人類成為萬物之長，也得人類社群組織得以有效運作。人類忠

於自己的族群天性，讓群居生活的個體能集結創造文化，是以人類古代歷史的

奧秘在創造多元文明的發展。廿一世紀是全球化加速進行的年代，世界各地區

之，將難有區隔。換言之，今日世界隨著現代化的腳步、科的高度發展、交通

資訊的進步，已漸成為一體，任何地區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或其他文化成員，交

流與互動。在尋求大部分文明的共同點，而不是提倡一個文明想像中的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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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因此，多元文化發展趨勢已成為當今世界領導者所鼓勵的目標之一。世

界欲和平，要加強文化交流，其理由即在於此。世界欲和平 ，要加強推動和平

文化教育。 

    唯心宗宗主  混元禪師開示，宗教與教育是開啟人類心智的兩大力量，要

將正確思想理念、四書、五經、中庸、大學之道，革新把它弘揚，讓中華文化

道統得以延續下來。未來五千年是光明的，不能有戰爭，天下要太平，要用教

育，教育要有法源，法源就是中華文化道統。本宗門宗旨，就是要將中華文化

道統廣揚，易經是智慧，風水是淨土，易經風水學是中華文化道統，是和平文

化，是確保世界永續發展之文化。根據唯心宗宗主  混元禪師的開示，世界欲

和平，要用教育來推動，要推動和平文化教育。和平是一不斷創造的過程，和

平文化是開創性的文化，和平文化教育在傳播和平文化、推廣和平文化價值，

並在創造新和平文化，給予和平具體可行的藍圖。和平教育包括倫理教育，幫

助人類在世界中思考自己，使人類朝圓滿的人性發展，亦使世界趨向人性化，

並帶動世界文明與康莊的和平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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