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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农业实践与野阴阳冶尧野气冶观念的形成

无论生生观、一体观或是三才观，都以生命为中心，所以称作大生命观。生命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是

什么呢？按大生命观的逻辑，是气的阴阳开閤。那么，阴阳和气观念的形成，与农业生产和生活又是怎

样的关系呢？

渊一冤野阴阳冶观念原始

中国传统哲学用“阴阳”概括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事物和现象，“阴阳”

交感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是万物化生的机制，冲塞天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阴阳”与当代流行

的“矛盾”概念相似而非等同。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会遇到许多相互对待的二分现象和事物，如大小、

长短、上下、远近、多少、软硬、轻重、利钝、明暗，冷热等等，司空见惯。为什么古人用“阴阳”来概括这些

相互矛盾的事物和现象呢？这要从“阴阳”的初义及其来源说起。

“阳”和“阴”最初用以表示某种相互联系的天气现象。“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1，即其

简要的概括。阳字在甲骨文中作 ，从日从 ，像是初升的太阳出现在树柯之上，也有人认为是太阳当

空往下照临的示意。金文在 的左下部加上代表初日之光芒的 ，成为 ，隶定为昜。这就是阳字的初

文，其义为阳光照临。如果阳光被云遮盖，就成为“阴”了。《说文》收有“霒”字：“霒，云覆日也。从云，今

声。 ，古文或省。 ，亦古文霒。”2 、 显然是阴字的初文。遮挡阳光的不但有云雾，而且有地物。

地物接受阳光照射的一面为阳，阳光照射不到的一面为阴。为此，古人加“阜（阝）”于“昜”、“侌”偏旁以

示意，这就是流行的繁体的“陽”字和“陰”字。《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即河流北岸），山南

为阳。”注：“日之所照曰阳。”《说文》：“陽（阳），高明也，从阜，昜声。”“陰（阴），闇也，水之南（即河流南

岸）、山之北也。”3 其实不但山脉河流，草木、建筑物也有阳面和阴面。能够活动的人和动物，背为阳，

腹为阴。各种地物在阳光照耀下出现的影子也称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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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文通训定声》。

2《玉篇》等古字书沿用《说文》的说法。

3《六书故》：“阳，……山阜之南向日，谓之阳。……故水北亦为阳。阴，……山阜之北背日，谓之阴。……故水南亦

谓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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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象、地象所反映的“阳”和“阴”的原始意义，都可以归结为太阳光照的通达或（受阻）“莫达”1。

其源头都是太阳，都是太阳光照与外物交接产生的不同现象。研究阴阳观念起源应当牢记这一点。

太阳是地球光和热的主要来源，与太阳视运动相联系的日地关系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与上述

“阴”、“阳”原始意义相关或相似的自然现象。这就内在地决定了“阴”、“阳”这对相互对待的概念具有

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张力”，或曰可拓性。例如日出为昼，日落为夜，昼明夜暗，昼暖夜涼，昼有日，夜有

月，于是“阳”和“阴”又获得昼夜、日月、明暗、暖冷等互相对待的意义。太阳视运动的年周期包含着季

节即四时的转换。日夜的长短、气候的寒热、大气流动的方向及其强弱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人们称之为

“阴阳推移”、“阴阳消息”，在古籍中，阴阳总是与“时”（四季尧昼夜）联系在一起的。春秋青铜器中有一

个 伯子 盨，这个“征盨”2 是 国贵族伯子 给他出嫁到莱国的女儿的嫁妆，铭文中有“其阴其阳，

以征以行”的话，寄托着当父亲的爱心：此去山一程，水一程，风一程，雨一程，日日夜夜，让征盨陪伴着

你吧！这里的阳和阴，显然已不是单一指山南水北或山北水南，它包含了向阳、背阳以及风、雨、晦、明

等多重意义，而且“其阴其阳，以征以行”似乎是约定俗成的惯用语了3。上述材料显示，阴阳概念自始

就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扩展力。

太阳是地球上生物生长所需能量的主要供应者，因而来源于太阳光照的原初阴阳观念与农业生

产和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原始农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天气的晴雨、气候的冷

热涼温，日夜的长短，土地光照是否充足，能否保墒，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和生活。相传周族先袓公刘

率众迁豳，选择部族居址时，首先要“既景（测日影）迺冈（登上山脊分辨地势），相其阴阳，观其流泉”4。

这是阴阳连为一词始见于古代文献者。《吕氏春秋·辩土》总结畎亩农田建设经验说：“故亩欲广以平，

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阳指光照和热量，阴指土壤中的水分，都是作物生长的必要

条件。应该说，原始阴阳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

阴阳，被古人称为“气之大者也”5 又有“论阴阳必以气”6 之说。阴阳和气是怎样结合的，说清楚

这个问题，先要对作为哲学概念的“气”的形成作些必要的探讨。

渊二冤原始形态的野气冶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它至精无形、充盈无间、川流不息、是能动的、可入的、无限的

存在物，构成天地万物的基质和本原 7。

作为名词的“气”字不见于现存的甲骨文、金文 8 和《诗经》《尚书》。到春秋时代，作为名词到“气”

和关于气的论述才大量出现，学界称之为“断层”。但不能据此全然否定春秋以前存在作为名词的气和

事实上的气。甲骨文金文中作为动词的“气”字的形象，与《说文》中作为名词的“气”字的形象一致，它

很可能是从象形的名词“气”演变而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周中期以前，即使存在作为名词的气，

也是用以指称具体事物的，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

1《楚辞·九辩》“阴曀而莫达”。

2 盨为盛食器，征盨是行军饭合之类物件。

3 在传世的文献中，“其阴其阳”一语始见于《管子·地员》，是指地势的向阳或背阳。宋人崔伯易的《感山赋》云：“轩

后（按指黄帝）以来，至于成王，自时建都，迁徙不常，远近表里，其阴其阳。”（载《宋文鉴》卷六）与 伯子 盨铭的

“其阴其阳”相类。

4《诗经·笃公刘》。

5《明儒学案》卷 49 载何廷相语。

6 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与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虽然同为物质概念，但有不同特性。后者是一个个被“虚空”间断

的、有形的、不可分、不可入的微小粒子。

7《庄子·则阳》。

8 甲骨文、金文的“气”字作乞求、迄至和终止（讫）解，可能与上古燔柴祭天的习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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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概念的“气”是从表示具体事物的“气”概括提炼出来的。古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把一些可感而不可触，没有固定形状的流动气态物，或无形的生物气息等，称之为

“气”。有的学者详列各类原始意义的气，包括烟气和蒸气，云气、雾气、风气和寒暖之气，气息，分别予

以剖析，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1。对“气”的哲学概念形成，云、息和风作用突出；以前不大被人关注

的阳（昜），实际上起着基始性的主要作用。下面分别作些探讨：

1. 云与野气冶
《说文》，“ ，云气也，象形”。徐锴《说文系传》曰：“象云起之貎，古文又作 、 。”《说文》训“雲

（云）”：“山川气也。从雨、云，象云回转形。”2 云古文作 、 ，不从雨，与“气”的象形字一脉相承。段

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气本云气，引伸为凡气之称。”这是古代学者有代表性的观点。云气在形成和

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一系列特殊的品格。

一曰和合阴阳。云气是山川的“润气”（阴）蒸发升腾而成的，而这种蒸发升腾则是太阳爆晒（阳）引

起的。所以《春秋元命苞》说“阴阳聚为云”3。而且，如前所述，阴晴（阳）本身就与云的动态变化分不开。

二曰通透万物。云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荀卿是写《云赋》的第一人，而且他是以哲学家的

视野来写的。他说，云“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此夫大而不塞者（杨倞注院云气无实袁故曰不塞）

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郄通隙要要要引者按）穴而不偪者与？”这就是说，无大不充，充而不留空档；

无细不入，入而不显狭逼。这和《管子·内业》对“精气”“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的概括一致。这种可入性

或通透性是气能够成为万物基质的依据。

三曰转换性态。云的形状颜色本身就千姿百态，“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4。不

但有云相的变幻，还有性态的转换。“云行雨施，品物流形。”5 云雨关系如此密切，古人干脆合“云”

“雨”而成“雲”字。雨雪风霜等都是云气运行导致或相伴的，并且都以云相的变化为先兆。荀卿《云赋》：

“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一个“游”字突显了云的流动不

辍和变幻不居。云雨性态的转换是气的聚散盈缩的典型表现之一，古人以气的阴阳转化解释它：“故清

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唐王冰注院耶阴凝上结则合以成云袁
阳散下流则注而为雨遥 雨从云以施化袁故言雨出地遥 云凭气以交合袁故言云出天遥 爷）”6

四曰循环无端。云实质上是在太阳推动下水循环的中间产物，是水循环的必要中介物。对此，古人

也有所认识。《吕氏春秋·圜道》：

1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一章第二节“气概念的原始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2《太平御览》卷 8 引《说文》则谓“云，大泽之润气也。”《洪范五行传》云：“云起于山而弥于天。”

3《初学记》卷 1 引。

4 宋玉：《高唐赋》。

5《周易·乾卦·彖传》。

6《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云气西行袁云云然渊汉高诱注院云袁游也遥周旋运布袁肤寸而合袁西行则雨也冤袁冬夏不辍曰水
泉东流袁日夜不休袁上不竭袁下不满渊高注院水从上流而东遥不竭尽也袁下至海袁受而不满溢也冤遥
小为大袁重为轻袁圜道也渊小者袁泉之源也袁流不止也袁集于海袁是为大也遥水湿而重袁升作为云袁
是为轻也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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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一种图腾。“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3《左传》僖公五年说：“凡分、

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物故也。”这显然是一种相沿已久的制度。古人对云的认识，是建立在农业实

践的基础上的。云气之所以成为气的哲学概念的的重要渊源，显然与古人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对云的

观测分不开。

2.风与野气冶
荀子把风称为云之友。与云一开始就被称为气不同，风被称为气较晩。风与其他原始形态的“气”

一样，具有能动性、流动性、可入性等，但它的流动性特别显著，风的流动一刻也不停息，停息就不成其

为风了。再者，风的流动性与气候变化密切在一起。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农区处于东亚典型季风区，季

风大大加强了四季温度和湿度的差异4。春夏秋冬四季风从不同方向刮来，风向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

反映季节和气候温炎凉寒的变换。不同的风成为不同季节的先兆和标志。因此，风在上古时代备受人

们的重视。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风的卜辞，一般借用鳯（凤）字。卜辞中有“帝使风”、“帝其令风”、“帝

风”等文，风是作为天帝的使者出现的。卜辞中还有关于风的祭祀，它直接联系到谷物的生长。最有名

的是祭祀四方风的卜辞。这时还看不到风与气的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与寒热之气和阴阳之气

相结合。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的运动，不但表现为在时间中前行，而且表现为在空间中转移，古人用

“阴阳推移”、“阴阳消息”来概括这种现象 5。这样，阴阳二气通过时间之轴和空间之轴实际上把天地万

物联为一体了。这其中就融入了风的特性和作用。

风的另一种特性是通过不同的孔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庄子把它比喻为“大块（大自然）噎

1《千字文》。按，实际上应该是“雾结为霜”，而雾其实是接近地面的云气。

2《荀子·云赋》语。

3《左传》昭公十七年。

4 大地的寒热温凉的季节更替，不但与地球公转和自转形成的日地距离变化有关，而且与年周期内季风的对流和

循环有关，后者又是大陆和海洋对太阳辐射不同的热力反应所致。季风是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不同和太阳辐射的

季节变化而产生的以一年为周期的大型大规模的大气海陆环流。对于太阳的辐射的变化，大陆增热和冷却的程度

和速度较快，海洋则反之。冬季，大陆比海洋冷，形成冷高压，近地面空气自大陆吹向海洋；夏季，大陆比海洋暖，形

成热低压，近地面空气自海洋吹向大陆。在中国，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形成的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大地形大大加强

了这种环流。

5 如《墨子·辞过》：“四时也，则曰阴阳。”《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

［也］。”《管子·立政》：“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管子·四时》：

“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淮南子·泰族训》：“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白虎通·四时》：“春夏秋冬。时者，

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A尧G尧H是蒸发袁B尧F是降水袁C是水汽输送袁D是

地表径流袁E是地下径流

云气以上这些特性，为构建“气”这一哲学概念

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云相之变幻是认识天、认识大自然的最直观、

最敞亮的“窗口”。为了突出表现云在天气气候预测

和水循环中的巨大作用，2017 年世界气象日（3 月

23 日）的主题定为“观云识天”。中国“观云识天”有

着悠久的历史。“云行致雨，露结为霜”1。万物生长

离不开阳光雨露，云在其中起的作用极大，“大参天

地（指参天地之化育万物），德厚尧舜”2 。所以古人

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十分重视云的动态。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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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1。由于风之有声，故古人亦称音乐为“风”。风的这种特性；被古人利用来观测和把握农时。这种工

作的负责人是作为乐师的“瞽”。《国语·周语上》载，西周王室每年春耕藉礼时间的确定，除了由太史

“顺时覛（视）土”外，还由“瞽”于前五日报告“有协风至”，藉礼举行当天，“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注：“风

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就是用乐管测试“风气”，确定已经到了风气与土气协调适宜

春耕的关节点。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不晩于西周后期，风气的观念已经产生了 2。春秋时代流行的

“六气”中有风，战国时期风则被看作是天地之气相互作用的产物3。

3.息与野气冶
“气”概念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渊源是人的呼吸之气。古人称之为“息”。《说文》：“息，喘也，从心自，

自亦声。”徐锴《系传》：“自，鼻也，气息从鼻出，会意。”《汉书·扬雄传下》：“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

颜注：“惕息，惧而小息也。息，出入气也。”大声叹气则称“太息”。“息”不但人有，动物也有。庄子就曾

用“生物以息相吹也”4、“大块噫气”5 形容自然界的风。呼吸有无是判别生命存否的最明显的征象。俗

话说：人活一口气6。所以“息”有“生”义。《汉书·宣帝纪》“刑者不可息”，颜注：“息谓生长，言劓刖之徒

不可更生长也。”生息、保息、子息、蕃息等均取其“生”义，并推展到植物（孳息）、土壤（息壤）、经济活动

（利息）和阴阳概念（阳生为息袁阴死为消 7）中。气和息本来是不同的两种事物，前者指自然界中的气态

物，后者指人和动物的呼吸。但两者很快就融通了。人们以气表息，把息纳入气的范畴。如打呵欠的

“欠”，本是“息”的一种状态，《说文》作 ，“象气从人上出之形”。 反转成为 ，隶为“旡”8 ，表示“饮

食气逆不得息”，即不能顺畅呼吸，俗话“打膈”。太息也用一个带气的字———“愾”来表示9。人们又用息

释气。如宋丁度《集韵》：“气、氣、炁，丘既切。《说文》云气也，象形。一曰息也。或作氣、炁。”息之融入

气，使气有了生命的意义。大自然中的气也和生命有关，如生物的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但那是生命的

外部条件，呼吸所包含的乃是生物内部的生命之气。人和动物的生命还有赖于血液的生成和循环，血

液靠心的博动来运行的，这就是血脉。人们把血液和呼吸之气联系起来，于是又形成了血气的概念。血

气的运动是人和动物生命存在的前提。“道（导）血气”10 成为中医养生的理论基础。

后来人们又把气和蕴含生命力和繁殖力的种子结合起来，形成气种子说。朱熹说：“且如天地间人

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11 气种子说的提出，

使气的生命意义更加普遍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气的哲学概念与农业的联系。

“气”和“息”的融通除了赋予“气”以“生命”的意义之外，还促使人们对各种具体的气予以贯通和

1《庄子·齐物论》

2 这种掌握农时的办法，似乎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国语·郑语》载史伯言：“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

也。”韦注：“虞幕，舜后虞思也。协，和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者也。《周语》曰‘瞽吿

有协风至，王乃耕藉’之类是也。”

3《吕氏春秋·音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

4《庄子·逍遥游》。

5《庄子·齐物论》。

6《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7《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集解引南朝梁皇侃曰：“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

8“旡”音既，不是“无”。

9《诗经·下泉》：“愾我寤叹。”郑笺：“愾，叹息之意。”《说文》：“太息也。”

10《管子·中匞》：“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徳，此为身也。”

11《朱子语类》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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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注家用《易》的“近取诸身”解释，甚

确。人的一身是由气血经络贯通的，大自然亦应如是。《庄子》就把呼啸的风比作“大块”（大自然）的“噎

气”。宋杨万里说：“天地犹一人之身也。雷风水火犹一身之血气也，雷者天地一身之謦欬也，风者天地

一身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暖气也。”1 真德秀说：“冬至之后为呼，夏至

之后为吸，此天地一岁之呼吸也。”2 我看，古人对世间各种各样“气”的统一的理解，很可能是通过人

体呼吸和气息的比附而达成的。既然人的生命以呼吸为首要条件，那么天地万物的的生命也必然以气

为基本前提。这应该就是气被视为世界万物本原的原因。

4.阳与野气冶
在关于气的哲学概念起源的研究中，“阳”与气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实际上，“阳”对于气的哲学概

念的形成至关重要。

“日”和“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字源看，日字甲骨文作 ，就是今人所称之太阳

的象形。阳的初文昜，其甲骨文作 ，像初升之日，金文作 ，右下部的 是日所释放的光。日是热光

源，在释放光的同时也释放热，所以不妨把 ，因而也就是把“昜”（ ）理解为太阳释放的光和热的结

合。古人称“日”为“阳之宗”、“阳之主”3 ，或称“太阳之精”4 。所谓“太阳”即阳之至盛者，此言“日”系由

旺盛阳气之精华充盈而成。后来人们径称“日”为“太阳”。由于“日”获得“太阳”之称，有些人就产生

“阳”等同于“日”的错觉。其实原来两者是有区别的。“日”是“阳”的源头和“仓库”，“阳”是“日”释放或

吐施的光热。

“阳气”一词在古籍中相对晩出，而“阳气”的含义也在发展中拓展得很宽泛，但返本溯源，它最初

实质上是指太阳的光和热。这一实质在“阳”的初文“昜”已经体现出来。太阳的光热包含了一系列神妙

的特性，如无形而有象，可感而不可触，但并非虚无的幻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特殊物质与能量的统一；

它广被天地，温煦万物，其光芒虽或受阻，但包含的能量却可通透一切，为万物所吸纳，为生命的形成

发展所不可或缺；它还能引发变化多端的各种自然现象。由于这些特性，古人把阳（昜）视为气。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日与气的联系。“天施地生”是古代广为流行的成说 5，“天”所施的气主要是阳

气，故“天施地生”又叫“阳施阴受”或“阳施阴化”6，而阳气的主要来源是“日”。能够吐施阳气的不止是

日。《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曾参转述孔子之言：“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

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

而阴化也。”北周卢辩注曰：“景，古通以为影字。外景者，阳道吐施也。”这就是说，可以用是否产生影

子来区别“吐气者”和“含气者”。火和日能产生影子，被孔子肯定为吐气者。巧得很，徐锴《说文系传》收

录气的两个古文 和 ，正与此相对应。 为火吐之气，即烟； 为日吐之气，就是“阳（昜）”了 7。又，

《诗经·采菽》：“雨雪瀌瀌，见晛曰消。”《毛传》“晛，日气也。”“晛”字，古代字书除训为“日气”外，还有

1《诚斋易传》卷 19《说卦》。

2《西山读书记》卷 37。

3 如《汉书·孔光传》：“日为众阳之宗。”《淮南子·天文训》：“日，阳之主也。”更早的《管子·四时》则有“日掌阳”之说。

4 许慎《说文》：“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引《说文》无“不亏”。此二字疑为后人所加。《北

堂书钞》引《范子计然》：“日者，太阳之精。”郑玄注《礼记·郊特牲》：“日，太阳之精也。”又，张衡《灵宪》：“日者，阳

精之宗积而成。”等等。

5 如《周易》益卦彖辞“天施地生”；王充《论衡·奇怪》“天地夫妇也，天施气于地以生物。”

6 前者见于朱熹《周易本义》卷 3 等；后者见于《淮南子·天文训》等。

7《论衡·诘术篇》：“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何以验之？阳燧向日，火从天来，由此言之，火，日气也。”

2018.3

8- -



“明也”、“日光也”、“日出好貎”等解释1，这些解释是互通的，从一个侧面说明太阳光热之为气，确实是

人们十分古老的认识。

经过时光的冲刷，现存古籍中 、晛已鲜见。在“阳气”一词出现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古籍中

单个阳字往往表示日所释放的光热。《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

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窗户），使阴明也（注院绝其阳袁通其阴而已遥 薄社袁殷之社曰
殷始都薄）。”2 社是土地神，社祭是十分古老的“报本反始”的农业祭典。这里谈到西周的两种社：天子

大社和丧国之社。前者露天进行，“以达天地之气”；后者“屋之”，以隔绝“天阳”。《公羊传》哀公四年“六

月辛丑，蒲社灾。……亡国之社盖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蔡邕《独断》说：“古者天子亦取亡国之社，

以分诸侯，使为社以自儆戒，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与天地绝也。面北向阴，示灭亡

也。”保存灭国之社以资儆戒的做法起码可以追溯到成汤灭夏之时3。这样做的根据是长期农业实践中

所积累的古老的经验———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天上的阳光雨露，地上的水分养料，尤其是“天阳”。《礼

记》成书较晩，“天地之气”容或渗入后人的观念，上述经验则是实实在在的；“天阳”很直观，我相信是

古老的观念。《诗经·豳风·七月》描述周族先人居豳时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有“春日载阳”句，所谓“阳”

就是日所散发的明媚温煦之气。取材于古老农书《后稷》的《吕氏春秋·辩土》说农作物要“上得阳，下得

阴，然后咸生”。“上得阳”的“阳”就是“天阳”。《管子·宙合》：“天淯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崖。”唐房

玄龄注：“淯，古育字。天以阳气育生万物，物生不可计量；地以阴气化万物，物之生化无有崖畔。”房注

把“阳”解释为阳气是对的，应该指出的是，《管子》这里所指的是直接表现为光和热的阳气原始形态 4。

从现有的材料看，西周后期以前被称为“气”的具体事物，有云、（日发出的光热）和 （火燃物发

出的烟）5。寒、热、风、雨、晦、明之被称为气，应该是在气成为普遍形态的概念以后。其实，云、雾、寒、

热、风、雨、晦、明等的形成，均与太阳光热照射的变化有关。也就是说，“阳（昜）”气既是气的一种原始

形态，又是若干与具体现象相联系的气的原始形态之源。哲学意义上的“气”，不但是万物的基原，而且

承载着生命的功能。如果说息与气的融通使气具有生命的意义，那么，阳（昜）之为气，则从另外的角度

赋“气”以生命的特性。总而言之，阳既是气的原始形态之一，也是“气”的哲学概念的重要源头。

渊三冤气的哲学概念的形成及其与阴阳的结合

1.野天地之气冶概念的出现

不晩于西周后期，气的哲学概念形成了。《国语·周语上》载：

1 见《康煕字典》。

2［宋］卫湜：《礼记集说》卷 64 引“马氏曰”：“霜露风雨之气达，则万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

达天地之气，示其有生物之功也。丧国之社屋之，使之不受天阳，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3《尚书·汤誓》：“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

4《礼记·礼运》篇云：“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竅于山川。”这里的“阳”应是指“日”所支出的光和热。也就是“天

阳”。

5 火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燃火生烟称“ ”或“气”历史悠久，现存甲骨文中用作动词而具有“乞求”

等义的“气”字，与上古时代焚柴祭天以求神祐有关。战国初年“行气玉佩铭”中的气字仍作“ ”。日和火被分别称

为天阳和地阳。王充则以以阳燧向日出火为例，推断火也是“日气”（《论衡·诘术》）。

幽王二年渊前 780 年冤袁西周三川皆震遥 伯阳甫曰院周将亡矣袁夫天地之气袁不失其序袁若过

其序袁民乱之也遥 阳伏而不能出袁阴迫而不能烝渊韦注院烝袁升也遥 阳气在下袁阴气迫之使不能升

也冤袁于是有地震渊阴阳相迫袁气动于下袁故地震也冤遥 今三川实震袁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渊注院镇
为阴所镇笮也冤袁阳失而在阴渊在阴袁在阴下也冤袁川源必塞渊注院地动则泉源塞冤袁源塞国必亡

渊注院国依山川袁今源塞故国将亡也冤遥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渊注院水土气通为演袁演犹润也遥 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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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现存古籍中关于“天地之气”的明确记载。天地之气超越了与具体现象直接相联系

的气的原始形态，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天地之气与阴阳之气相对应。这种对应在一定意义上与天阳

地阴观念有关。原来在天上的阳气被阴气压迫屈伙于地下，阴阳两气的冲突引发了地震,这就叫做天地

之气失序。人类伊始,在生产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天上太阳的光和热,天阳的观念应该十分古

老。当太阳下山或被阴云遮盖，大地就一片阴暗和寒凉，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与天阳对应的地阴的观念。

但在很长时期内它们是与特定的具体现象相联系的。现在，阴和阳已经脱离了特定具体现象的羁绊，

阳不是单纯的光热，阴也不是单纯的暗凉，阴阳也和气一样成为普遍性的概念。正如《庄子·则阳》所

说：“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可见，气哲学概念形成之始，确实是和阴阳哲学概念

联系在一起的，难怪古人“论阴阳必以气”了。究其原因，如前所述，“阳”既是气的原始形态之一,又是气

哲学概念的重要源头；而阴和阳是相互对待、相互联结的概念，其初义源于太阳吐施光热的通达或受

阻，而太阳光热与不同外界事物或外界条件的交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所以阴阳概念内在

地具有张力或可拓性。这种联系和可拓性使阴阳成为与气密不可分的普遍性概念。

2.从虢文公谏野不藉千亩冶看阴阳之气概念的演进

实际上，变化早已开始。在阳伯甫论述“天地之气”将近半个世纪前，虢文公于周宣王即位时（前

828 年）劝谏“不藉千亩”的议论，已经透露了“阳气”和阴阳概念脱离原始形态的信息。《国语·周语上》

载：

这是农学史上的重磅材料，又是“阳气”一词始见于文献者，文中提到的“土气”和“阳气”及其间的关

系，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要多花些笔墨。

有的学者认为，“土气”指春天原野上冉冉升起的蒸气，“阳气”指大地回春以后的暖气1。作者显然

认为土属“阴”，应与阳气分割开来；蒸气是蒸发的水气，水也是属阴的，可与土气相配。这种解释存在

两个问题。在《周语》的记载中，“土气”、“土膏”、和“土脉”是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每年春暖解冻，土

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开始流动，土壤呈松解状态，古人认为是春耕的适宜时节。“土气”就是对土壤温湿

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等综合性状的概括。“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是

“土气”中最重要的成分。“土脉”是指“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这些论述把土壤视为有生

命的活的机体，农史学者称之为“土脉论”。把“土气”说成是春天原野上冉冉升起的蒸气，显然不符合

1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3 页。

古者大史顺时覛渊按袁视也冤土袁阳瘅渊按袁厚也冤愤盈袁土气震发渊瘅厚也愤积也盈满也震

动也发起也冤袁农祥晨正渊农祥袁房星也遥晨正袁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遥农事之候遥故曰农祥冤袁
日月厎于天庙渊厎袁至也遥 天庙袁营室也遥 孟春之月袁日月皆在营室冤袁土乃脉发渊脉袁理也遥 农书

曰院春袁土长冒撅袁陈根可拔袁耕者急发冤遥先时九日渊先立春日也冤袁大史告稷曰院自今至于初吉

渊初吉袁二月朔日也遥 诗云院二月初吉冤袁阳气俱烝袁土膏其动渊烝袁升也遥 膏袁土润也遥 其动袁润泽

欲行冤袁弗震弗渝袁脉其满眚袁谷乃不殖渊震袁动也遥 渝袁变也袁眚袁灾也遥 言阳气俱升袁土膏欲动袁
当即发动袁变泻其气袁不然则脉满气结袁更为灾病袁谷乃不殖冤遥 稷以告王曰院史帅阳官渊阳官袁
春官冤以命我司事袁曰野距今九日袁土其俱动袁王其祗祓袁监农不易噎噎先时五日袁瞽告有协风

至渊瞽袁乐大师袁知风声者遥 协袁和也遥 风气和袁时候至也遥 立春日融风冤遥 噎噎是日渊按袁行藉礼

之日冤也袁瞽帅音官以风土渊音官袁乐官也遥 风土袁以音律省土风遥 风气和袁则土气养冤噎噎农稷

则徧戒百姓袁纪农协功袁曰院野阴阳分布袁震雷出滞渊阴阳分布袁日夜同也遥 滞袁蛰虫也遥 叶明堂月

令曳曰院日夜分袁雷乃发声袁始电袁蛰虫咸动袁启户始出冤袁土不备垦袁辟在司寇遥 冶噎噎

生物袁民得用之冤袁土无所演袁民乏财用渊注院水气不润袁土枯不养袁故乏财用冤袁不亡何待浴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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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语》的原意。此其一。《周语》既曰“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土乃脉发”，又曰“阳气俱烝，土膏其动”，

足见土气和阳气相互关联，把它们分割开来显然也不符合《周语》的原意。此其二。于是有的学者以此

为据，并引证老聃“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1 等语，

断言“阳乃土之气，发乎地；阴为天之气，出乎天”，是那时思想家们的共识，而这个阴天阳地、阴上阳下

的古老说法，同后来的观念正好颠倒2。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如前所述，阳字的初文“昜”就是太阳所释

放光热的象形，表明日是阳气的主要来源；“天阳”是十分古老的观念。把阳气“发乎地”视为比“天阳”

更为古老的观念是难以成立的。另外，立春时节“阳气俱蒸”也并非西周时期特有的观念。如《礼记·月

令》载：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东汉郑玄注“此阳气蒸达，可耕之候也。

《农书》曰：‘土长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也是把地气与阳气联系起来3。这种说法历代相沿不替，

没有谁要否定或修正它。

这不是与“天阳地阴”的观念相冲突吗？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无论《周语》讲的“土乃脉发”相联

系的“阳气俱蒸”，还是郑玄解释《月令》“地气上腾”的“阳气蒸达”，都是“阳气”拓展了的形态，不同于

直接表现为太阳光热的阳气原始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阴阳和气概念演变的轨迹。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确实有天阳地阴之说，但不应把它绝对化。桓谭《新论·离事》曰：“日为天阳，

火为地阳，地阳上升，天阳下降。”可见“天阳地阴”不等于天气唯阳，地气唯阴 4 。其实，阴气也不是地

所独有的。阴气、阳气都是“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和阴阳之气是交叉互动的。虢文公的议论中，无论是

“史”之“覛土”，“瞽”之“风土”，或是“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都是这种交叉互动的反映。古有天施地生

之说，天是施气者，地受气而化生万物，是一个载体。天向土地施放的阳气（光和热），直接或间接地供

应土地上的动植物和土地中的虫豸、微生物生长所需能量。天向土地施放的阴气（雨露霜雪和寒流

等），也是生物生长中能量的转化积累和代谢更新所不可缺少的，于是形成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和寒

热更替。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互换其优势地位和生杀功能，共同完成生物的生命周期及其更新换代。

冬天寒风凛冽，大地冰封，土地中所吸收和蕴涵的阳气，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冰冻层封锁起来，储存在

地下，天气和地气因而被隔绝。《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指

此。立春以后，暖风吹拂，大地解冻，土地中被冰冻封闭起来的虫豸、微生物开始活跃起来，水分和养分

开始流动，土壤呈现松解状态，土地冒出了生发之气。由于冰封的解除，天地之气得以交接，新的生命

周期开启了。《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指此5。上引虢文公和

郑玄所说的“阳气”，就是指土地的这股生发之气。它是土壤中虫豸、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和土壤中储存

的太阳光热所释放的能量的结合，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为太阳光热的“阳气”原初形态的拓展和转化。

应该指出，虢文公讲的这套制度，不是周宣王即位时产生的，而是以前延续下来的。文中提到了

“阳官”，韦注说即《周礼》的“春官”。这反映了西周时已经以阴阳名季了。阴阳不但名季，而且名月。西

周诗篇《诗经·采薇》6：“曰归曰归，岁亦莫（暮）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已经岁暮了，远戍的将士

们，快快回来吧！阳与暮对应，毛传说阳是指“阳历阳月”。郑笺：“十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

1《庄子·田子方》载。

2《阴阳：道器之间》，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700

3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养长于上。”

4“地气”除泛指地中之气外，有时还用以指称气候。如《周礼·考工记序》：“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

死。此地气然也。”此“地气”就是气候，相当于后来的“风土”。

5《礼记·乐记》：“地气上齐（注：齐读为跻，跻，升也），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

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应焉。”

6 据《毛序》，《采薇》诸篇是描述周文王奉商朝天子命遣军戍役以御玁狁之事。近世学者或谓该诗背景是周宣王时事。

农业生活功能与中国传统的大生命观渊中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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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此月为阳。”1 在郑玄时代，阴阳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此消彼长已经按照《周易》的卦象程式化了 2，

西周未必达到这种程度，但以时间为轴的阴阳消长观念无疑产生，十月之称为阳意味着阴极而阳生，

隐含了生命循环的意义。

据《越绝书·外传枕中》，越王曾向范蠡请教“阴阳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气而物生”的道理，范蠡

告诉他：“臣闻阴阳气不同处，万物生焉。冬三月之时，草木既死，万物各异藏。故阳气避之，下藏伏壮于

内，使阴阳得成功于外。夏三月盛暑之时，万物遂长，阴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然而万物亲而信之，是

所谓也。阳者主生，万物方夏三月之时，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阴气主杀，方冬三月之时，地不内藏，

则根荄不成，即春无生故。”这种解释未必完全准确，但它说明古人对阴阳二气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万

物生命周期的完成及其更新换代，是有深刻的认识的。这类认识，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代。据《韩非

子·觧老》，传说周公就说过：“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

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鲁迅“寒凝大地发春华”，正是此意。

3.关于野六气冶说
不过，西周后期至春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气的哲学体系似乎尚未成熟，尚处于新旧杂陈的

过渡状态。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天六地五”说。《周语·周浯下》载单襄公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韦注院
天有六气袁谓阴尧阳尧风尧雨尧晦尧明也曰地有五行袁金尧木尧水尧火尧土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以天之六气

为经袁以地之五行为纬而成之），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曰：“天有六气，降生五

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

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3

问题来了。且不说虢文公、阳伯甫早已提出“天地之气”的概念，阴阳之气也不再固着于特定的具

体现象，而与天地之气相对应，为什么二百多年后单襄公和医和却把阴阳二气固定在“天”气的范畴

内，而与风雨晦明等具体现象并列？ 4

有的学者指出，“天六地五”是春秋时代流行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观念。“六气”来源于《尚书·洪

范》的“庶征”。“庶征”是雨、旸、燠、寒、风。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和“庶征”都有风、雨，“六

气”的阴、阳，相当于“庶征”的寒、燠，“六气”的明相当于“庶征”的旸：“六气”只是比“庶征”多了一个

晦。“六气”与“五行”分属天和地，又和《洪范》“庶征”和“五行”属不同范畴一致。但“庶征”是“上帝监

民”（叶尚书窑吕刑曳）、奖惩人间善恶的征兆。六气则把它变成了自然界的物质。 5

指出“六气”与《洪范》“庶征”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已经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在观念领域，传统是巨

大的习惯力量，在长时期内足以左右人们的思想。在形式上与前代经典———《洪范》衔接，在内容上则

1 又《诗经·杕杜》：“日月阳止。”郑笺曰：“十月为阳。”

2 董仲舒《雨雹对》云：“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

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于

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于无阴，故亦谓之阴月。

自十月以后，阳气始生于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

以后，阴气始生于天下，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

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古文

苑》卷 11）可以作为汉代人在这方面的一种认识。

3 春秋时代谈到“六气”的材料，还有《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 522 年）载伶州鸠语和《左传》昭公二十五

年（前 517 年）载子太叔语等。

4 医和的话说于鲁昭公元年（前 541 年），单襄公的话是他的临终前说的，大约在周简王十四年（前 572 年）。阳伯

甫的话则说于前 780 年。

5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二章第七节“六气与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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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突破，这正是人们惯用的一种策略，符合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衔接，“天六

地五”说得以在较长的时期内流行，但在内容上新旧杂揉，比起阳伯甫的“天地之气”论，很难说是一种

进步。向阳者温，背阳者凉，本来是阴阳初义的自然延伸，把阴阳二气定位为寒、热，似乎是顺理成章

的，但阴阳固着于具体的物象，只是阴阳概念拓展初期的特点。从阳伯甫论与阴阳相对应的天地之气

看，阴阳概念的拓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阶段。所以，阴、阳与风、雨、晦、明并列是不伦不类的，阴、阳

早已包摄了风、雨、晦、明。它们不是并列的关系。如果说，阴、阳也包含了寒、热的意义，那它已不是静

态的寒热，而是相互依存，此消彼长，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着的寒热，因而也就超越了单纯气温寒热的

意义了。

六气说形成于何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形成于“天地之气”论出现以前，阴阳概念还处于拓展的

初期，局限于与天气现象有关的范围内，没有脱离具体的物象，没有涵括天地万物。另一种是形成于

“天地之气”论出现以后，阴阳概念已超越了拓展的初期，那么，“六气”说就是新理论与旧思想的妥协

和调和。无论哪一种情况，“六气”说都没有导致阴阳概念固化，没有能够阻止阴阳概念的继续发展。

战国初年,《老子》创造性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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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论哲学揭开了新的一页，以更为完备的形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

渊上接第20 页冤

周边的植被产生影响。本次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遗址所在区域微环境中的植

被多样性，但多种指示农耕活动的杂草种子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存在。同时几乎所有非农作物遗存都

表现出极低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这种现象或许表明丁公遗址的先民对聚落及周边环境存在着

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对聚落农业生产不利的植被条件。总之，上述认识仍需要该遗址其他相关

研究成果来进行判别和辅证。

四尧结 语

邹平丁公遗址 2014 年度龙山文化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显示，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时期聚

落生业经济模式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粟、黍、稻、小麦和大豆为农作物组合，其中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

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占有相当比重，小麦也有一定贡献。这一结果与海岱地区同时期其他考古遗址的

情况基本一致，但也存在聚落之间的一定差异。种类丰富、生境多样的非农作物遗存中，有指示农耕活

动的田间杂草种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遗址所在地区的植被信息。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丁

公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植物利用、生计模式、农业生产和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欣和北京大学博士生马永超完成浮选工作袁谨致谢意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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