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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生」之觀念探析 

 

洪明玄
 

 

【摘要】 

歷來思想家對於「生」的論題都有其見解，而「生」的意義又在儒家學說

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關於生的說法，在先秦儒學中以《周易》的思想最為深刻，

不論是從《經》的角度或是《傳》的內容，都可以看到其思想隱含著永不止息

的意涵。尤其《周易》一書中，以「生」為詞者計出現二十三次之多，在這二

十三個內容裡，總共可以區分成三個部分，第一是屬於「化生之生」——是萬

物誕生、化生的意思；第二是屬於「發生之生」——用以告訴人們趨吉避害、

無往不利的意思。第三個是屬於「生命、生活之生」——要人能夠珍惜生命、

反省人而有生、活著的終極意義。不論是在《周易》經傳的解釋，或是《易》

卦的順序安排，都可以清楚地見到古人對於「生生之德」的重視，與對生命的

期許。 

 

 

關鍵詞：《周易》、生生、化生、萬物、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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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國古代思想裡，「生」的觀念相當重要，原因在於天下萬物都必須生

出之後才能夠成長茁壯，因此先聖將「生」視作世界之起始，而不似佛教哲學，

把生作為一種折磨、是人生的枷鎖，是諸苦的根源。「生」的觀念尤其在《周

易》中有較為確切的說明，因為從《周易》〈序卦〉的體系來說，乾坤化生世

間萬物，藉此開展出一套宇宙論，因此對於「生」的始末特別重視，故本篇文

章試圖探討「生」在《周易》中的地位。 

《周易》一書中提到「生」的地方總計出現二十三次，其中的觀念或同或

異，但多表示中國哲學對「生」的憧憬、與美好的期待。「生」代表了生命、

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長養萬物、化育天地，在中國典籍裡，由生所出發的意

思多是美好的、正面的。在先秦經書將生之意涵當作宇宙發生論者，尤以《周

易》為代表，這是因為在《周易》的哲學裡，有著對化生萬物的想像，因此充

分展現出古人對「生」的喜悅。本篇文章將以「生」之字義為基始，逐一探討

「生」之義在《周易》中的定位，進而說明「生」在《周易》中的正面價值。1
 

二、「生」字之釋義 

從甲骨文的字型來看，生之甲骨文為「 」（甲二 00），其形正是象艸

木初生於土上，其上象艸形，而其下有「一」乃是象土地之形，意指草木初生，

破土而出。就金文的字型來看，其型作「 」（ 弗生甗）亦如同甲骨文形狀，

無大分別，只是在直筆的地方加上一點，進而演變成小篆的形狀「 」。因其

取象一致，則釋義無別，故字型亦沒有太大的差異。既能釋其型，考其義於《說

文解字》中為：「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
2
 其意即

指草木初生，因此衍伸有出生、生長的意義。《詩經》〈大雅．生民〉中也說

道：「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3
 正是以「生」作為生

                                                 
1
 本文所採的「化生」意，指萬物本無其形，因天地氤氳變化誕生而來；於「發生」意，採事

物有其形，而後滋長、萌發。 
2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卷 6 下，頁 276。按：文中凡引用書目重出者，先著其作者、出版項目，而後僅示其書名、

卷數以及頁數，以省篇幅、字數。 
3
 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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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初長的意思。4 

由此可知「生」的本意是指草木初生，向上生長，進而有運動的意涵，其

後才衍伸出萬物之生、成長，進而才有化育、長養的意思出現，以及生命的形

成和發展，而帶有創造、進步、進化的意義。關於草木的出生、發生、生長的

意思，此在《爾雅》中有較為清楚的說明： 

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春為發

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甘雨

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祥。5
 

《爾雅》說到農作物在春天的時候是始冒新芽，剛剛生長的時間，如果農作物

的栽培過程，和四時的運作能夠相互配合，則農作物必能豐收，對農人則為吉

祥的徵兆。其實不僅是對於農人，甚至是社會中的任何人也是一樣吉祥，由於

飲食是生命的基本需求，是以從農業發展過程，可見古人對於農作物的成長，

多是充滿了期待的心情，並且給予相當的祝福。對應到人事亦然，「天地之大

德曰生」，正是將生配與天地，並且將之位列「大德」之處，顯示出先賢對生

的崇敬。 

三、「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中的化生觀 

從字型、字義來看，生的意涵在文字開始記載的時候，即已經確立，然而

文字有本義、引伸義、假借義，「生」之詞可以由化生、創生的意思，衍伸出

更多、更廣的意涵。從本義及其衍生義為出發點觀察《周易》，發現其中雖多

次提及「生」之一詞，然其意義則「屢遷、變動不居」，而非能「恆其德」。

因此研究方法上，乃先從本義著手，再對書中所記載的文句進行分析，期能夠

展開「生」之意涵於《周易》中的發揮。 

在《周易》中總共有二十三個與「生」有關的部分，在這當中可以分成三

個層次，分別是動詞的萬物化生、始生，事情的發生，以及名詞的生命，共三

類。因著這三類的不同，《周易》的「生」開展出了不同的境界，以下即先從

                                                 
4
 此一段的字型、字義、釋意乃參考季旭昇先生所撰之《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

2002 

  年），頁 505～506。 
5
 宋．邢昺疏、清．阮元刊刻：《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8 冊，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 

  年），卷 5，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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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本無而有之生，做為論述的對象，據以顯示萬物的誕生，乃是所有一切的

開始，以是作為萬有之基礎。 

（一）化生為萬物之始 

所謂的化生可謂是《易》的宇宙論，此中所討論者實萬物初生的本源依據、

如何化生以及生的意義。首先，化生是指萬物之始生，即一物尚未成形，而後

經由某些特定的方式生出，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

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6 此乃說明天地能生萬物，

萬物充塞於天地之間，相互依存。然天地何以生萬物，故於《周易》中復申其

道，明相感之要：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7
 

 

《周易》分為上經、下經二大部分，上經乾坤二卦明萬物之起源，有天地然後

生萬物；下經咸恆二卦示萬化之生成，是其體為天地，其用也感久，故所生者

充塞其間。 

考察〈屯〉的卦象 ，其構成為上坎下震，乃雲雷、雷雨之象，說明其產

生的時間、地方是處於危險之中，故加深化生之困難，因此稱為屯難。《說文

解字》中對「屯」所下的意義為：「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8 屯

本就是形容草木剛從土壤裡冒出來的情形，表示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於是《周

易》〈屯．彖〉中復申其意：「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

雨之動滿盈。」9 雖然天地相交而後難生，但《周易》所揭示的難並非要人打

退堂鼓，反倒是在一片混沌之中，仍然有可以追求的目標，是有著積極的態度，

故縱使有難，亦「大亨貞」。 

《周易》〈繫辭〉中又說道： 

                                                 
6
 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刊刻：《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第 1 冊，台北：藝文印書館， 

  2007 年），卷 6，頁 187。 
7
 《周易正義》，卷 6，頁 82。 

8
 《說文解字注》，卷 1 下，頁 22。 

9
 《周易正義》，卷 2，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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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10
 

顯示萬物初生的狀況，雖是困難重重，但只要能夠專心一志，方知一陰一陽為

生生之本；一男一女實夫婦之端，此即君子之道也，同於天地之理。如能堅守

此原則，不懼艱險，即可突破困難，這也是《周易》作為一部儒家經典的代表

之處，其面向正是積極進取。儒家的精神是積極進取，「雖千萬人吾往矣」、

「知其不可而為之」，就算受到外在的不平等待遇與打擊，也一樣對自己充滿

信心，不輕易被擊潰。 

（二）太極實化生之源 

萬物的化生是在混沌之中所開啟，其生發之由乃源於陰陽、剛柔和合而導

致，那麼陰陽、剛柔等化生的源頭何在？在《周易》〈繫辭上〉中這麼說道：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11
  

其源頭乃是來自於太極。《周易》中以太極作為最高之本體，太極元氣分而為

天地，天地再散而成萬物，不論日月星辰，抑或是各種器象事物，莫不是由太

極而來，最後聖人統一其功能以成大用，故化生之源皆來自於太極。是《周易》

〈繫辭上〉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12
 張載對於這個觀點

有說法如下：「形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有形迹者即器也，

見於事實，如禮義是也。」13 形而下者皆是形而上的太極所變化出來，這些器

物的呈現，都是太極所表現的面貌之一，透過變化，天下萬物皆陳列於前，而

                                                 
10

 《周易正義》，卷 12，頁 171。 
11

 《周易正義》，卷 11，頁 156～157。按：孔穎達疏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

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

故曰『太極生兩儀』。」（《周易正義》，卷 11，頁 156～157。）故天地實太極所分，而太

極乃天地之所成。 
12

 《周易正義》，卷 11，頁 158。 
13

 宋．張載撰，宋．朱熹編：《張子全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6 年），卷 11，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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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過聖人明白其間變化，法天法地、趨吉避凶。 

瞭解到化生的本源是來自於太極，其變化而成陰陽、剛柔，顯現在六十四

卦中則為〈乾〉、〈坤〉二卦，通過二卦的配合而生成萬物，此即明萬物之化

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

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

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

疆。14
 

坤德屬順，其《周易》〈坤‧彖〉是「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15；乾

性屬健，其《周易》〈乾‧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16，兩者的

差別在於古代以女性為能生的對象，乾的代表是父，即婦之天，故乾元大哉、

統天，而坤元則是至哉、順承天，乃萬物資生之源。 

（三）專一為化生之態度 

宇宙中的各項事物皆由陰陽交接而生，於人則是透過男女的相交而生後

嗣，然終須有禮法制度始為合宜，故有夫婦。夫婦和合生子女，男女相應生子

孫，若所行不貞則上下不能交通、陰陽不能和合，因此《周易》〈損．六三〉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17 即意在交往應專一是也。 

在相互瞭解、接觸的過程中，首重者在兩人是否有所感應，所以乾坤為萬

物之始，設於上經之首，下經以咸恆起始，明相交之過程，《周易》〈咸卦〉

中如此說道：「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18 卦由少男與少女相合，卦象為 ，程伊川在《易

程傳》中說道：「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意，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

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女說而應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

以盡天地之理。」
19
 正是由男女相感應以生萬子萬孫，此與天地萬物之生相符

                                                 
14

 《周易正義》，卷 2，頁 18。 
15

 《周易正義》，卷 2，頁 18。 
16

 《周易正義》，卷 1，頁 10。 
17

 《周易正義》，卷 7，頁 95。 
18

 《周易正義》，卷 6，頁 82。 
19

 宋．程頤傳：《易程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87 年），卷 3，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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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示人乃天地之一，於生物之情不可離也。依卦象言，上艮下巽，艮為少

男，在上則有下交之意；巽為少女，在下則有上求之情，上下求索，相悅以情

義，相應以禮法，此為天地之正理，如此可以使世代持續地維持下去。 

於諸例中可知，《周易》將化生當作最高的道德準則，是因為萬物必須經

過化生才能得到更新的機會，故《周易》〈繫辭下〉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20 把「生」當成天地之間至高無上的德目，這也是中國儒家哲學與其

他哲學所不同的地方。儒家哲學是一種充滿、樂觀、開朗、積極的哲學，有著

悲天憫人、當仁不讓等正向精神展現，是個對世界上的任何生物都充滿了感情

的哲學。 

《周易》對「生」的看法，其首重者在化生義，因有萬物之生，而有眾事

之成。然人與人相處，或有吉凶悔吝，此勢之所致，不可免除，故於人生之後，

必會生事，是故其第二層次屬發生義，所討論者在事之發生。 

四、「吉凶生而悔吝著」──《周易》中的發生觀 

發生是指某件「事情」或是某種「情況」，本來沒事，但因處某種條件下，

因緣聚合而發生、顯現、產生，故稱之為發生觀。此於《周易》中多以吉凶悔

吝稱之，如：「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

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21 吉凶之生、利害

之成、悔吝之著，本無一定之道理，其生成之由即為因緣聚合而成。事情與情

況的「發生」並不同於「化生」，化生指人、物由無至有，而事件之生稱作發

生，事件發生實屬必然，然吉凶悔吝則存乎事件當中。此中較值得注意者在於，

事情都伴隨著吉凶之斷占，是故《周易》對「發生」觀都與吉凶脫不了關係。 

（一）吉凶為發生之果 

《易》原本只是用於占筮，到《易傳》形成之後才被視作全方位的知識來

運用，而「發生」觀正是《周易》在占筮這原始功能上的表現，其後才被擴大

到人世的運用上，例如：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20

 《周易正義》，卷 12，頁 166。 
21

 《周易正義》，卷 12，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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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

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22
 

《易》可以審天、人、地三才之道，將之用於人事，即是說明如果人們在不適

當的場合、情況下，有了不適當言行，便會有不可收拾的後果。像是《論語》

載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季桓氏僅是一位大夫，卻

在公開場合享受天子八佾舞，可以看出季桓氏的驕奢，最後下場便是和國內其

他二氏爭權而滅亡，這正是文不當、禮文過於其爵，故「吉凶生焉」之理。 

而另一個例子說到禍患之所由，《周易》〈繫辭上〉說：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23
 

旨在說明言語所生的禍害。因為言語會帶來禍患，所以要人能夠謹言慎行，畢

竟所動者無心，受之者有意，相處之間或有誤解，因而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周易》〈繫辭上〉只說要人謹慎於言，實際上卻是以簡馭繁，舉一反三。

於此可以見到先賢對世界充滿信心，他們並不只是陳述事情的負面性，要人一

直去避開禍患，反倒是將一件事的利害提出，使人能夠趨吉避凶。 

（二）分別群類為吉凶之源 

然而吉凶的分別是從什麼地方開始，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去區分的，在《周

易》〈繫辭上〉中說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24 這一章是說聖人在《易》

未作之時，經由體察天地之間的運作，而興起了創作的感覺而作《易》，因著

其中的變化便構成了八卦。在此所說的「吉凶生矣」，正是聖人在將萬事萬物

分門別類的時候所分別出來的。聖人為了將天地間的各項事物分門別類，勢必

要在其中作區分，於是有善惡是非吉凶的狀態，用以使人趨吉避凶，善善惡惡。 

就《周易》的發生觀來說，其實只是要人能夠居安思危，因為《周易》之

所以作，據《周易》〈繫辭下〉記載：「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

                                                 
22

 《周易正義》，卷 12，頁 175。 
23

 《周易正義》，卷 11，頁 152。 
24

 《周易正義》，卷 11，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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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憂患乎。」25 說明作《易》者是帶著憂患意識而著成此書，以聖人設卦立象

時，期許人們能夠預知吉凶之道，因而能夠趨吉避凶，甚至是逢凶化吉，藉以

達到「吉無不利」的境界。此正如《周易》〈繫辭上〉所說的：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

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

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26
 

聖人觀察宇宙間的陰陽寒暑變化，剛柔進退之舉動，而反思於人世，遂發展出

一套理論，來對於人事間的應對進退，以求達到無礙於人、不害於世的境界，

再進一步觀玩焉，可以做到無往不利的最高境界。縱使面對的是一個混亂、不

可掌握的世界，但是在能夠瞭解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外在的事自己不能夠掌

握，但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心智，調整心態，靜靜地觀察變化的趨勢，然後隨物

變化、應事權變，然後可以達到無咎，進而無不利的可能。 

審《周易》之生，於化生義中示最高的創造本體，以顯天地化成之不易，

而要人能夠珍惜所有，專心一致，不恣意外求。在發生義裡，聖人明言吉凶悔

吝之生，欲人能夠逢凶化吉、趨吉避凶，以至無不利。最終，有生命之誕生，

又有事件生發於其中，於是有一完整生命。故《周易》之「生」，總以生命觀，

則是人生天地間之完整面貌，以顯儒家之積極義，自「明明德」，終「止於至

善」。 

五、「生生之謂易」──《周易》中的生命觀 

（一）生生之豐富易意 

《周易》中將「生」之意涵作了最豐富的闡述者，即在「生生之謂易」一

詞，以其使用疊字，使得其意義有多種可能。第一個涵義是將「生生」作為一

個動詞，即指「化生萬物」、「長養萬物」之意。宇宙的各項事物皆是由一陰

一陽的變化而生成，生出而成就之，這過程便稱為「生生」，其內容則是「易」。

                                                 
25

 《周易正義》，卷 12，頁 173。 
26

 《周易正義》，卷 11，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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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中認為「易」的意思分做三個：「易一名而含三義，

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27 其中「變易」的思想認為「易」是：「為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

適。」28 此變易的方式、內容是難以捉摸、沒有一定的規則，但是都符合道的

形式，而能夠顯現出道的面目來，這其中的關鍵正是在於能「生」，因為人、

物有「生生」的可能，所以難以捉摸其變化，這現象正好就是「易」——「變

易」的表現方式。由於事物有難以預測的未來性，是故對於不可知的將來，其

中可能發生的事情有無窮的可能性，此即「生生之謂易」中所引出的意涵，此

意義於「化生觀」、「發生觀」中已經明白地解析了。 

在整部《周易》裡，除了把「生」當作動態的化生和發生以外，第三類就

是指名詞的生命、生活。對於生命觀，可以《周易》〈繫辭上〉之說法為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29生與死並言，則生死之意相對，即

指《易》理與天地一般，若能窮究其奧義，則能知死生之理，這也是整部《周

易》裡對於「生」的最重要的觀念。另外，在《周易》〈繫辭上〉中又有說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30
 

所謂「生生之謂易」，其意思可以分出三個不同的涵義。將「生生」當作形容

詞解釋，則是指充滿生育、化育能力的，這個能力稱之為「易」。31
 意即以為

「易」是永不止息的生命現象。此意義在〈大過〉中有明白地解說，其中用「生」

作為美好生命、有生命力的含意。其文說道： 

                                                 
27

 《周易正義》，卷 1，頁 3。 
28

 《周易正義》，卷 12，頁 173～174。 
29

 《周易正義》，卷 11，頁 147。 
30

 《周易正義》，卷 11，頁 148～149。 
31

 上古時代，對於疊字詞的使用大多都是將其視為形容詞，如「采采卷耳」的「采采」，其義

正為「豐盛的」，因此若將「生生」視為一組當成形容詞用的疊字詞，則其義為富有生育、

化育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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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小象＞曰：老夫女妻，過

以相與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小象＞

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32
 

〈大過．九二〉所說者是失去生命力的樹木，但是生出了新的幼苗，其意即為

外表看似沒有生育能力的樣子，樹木的內在卻蘊含著無限生機、無窮潛力，故

能無不利。〈大過．九五〉與〈大過．九二〉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是老夫配

少婦，以少婦當作其生育能力的表徵；前者是老婦配少夫，其中老婦無法再生

育，是已經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婦女，故說其生出了花而不稱能生果實，即是暗

喻雖有花卻無果，故縱有美好的外貌，卻也不能夠有良好的結果。且花之生，

其凋也速，故言「何可久也」，所以程頤說：「以士夫而得老婦，雖無罪咎，

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33 表示這件事雖然不是多麼

美好的事情，不過也沒什麼大錯誤，但是又沒有值得稱譽的地方。二者文雖不

同，但從讚頌生命力的觀點來看，二者明顯是持同一立場。 

在此「生稊」、「生華」之下，暗藏著此生有無限生命力的含意，對應到

「生生」一詞，涵義即是將無限生命力轉化成名詞，便是說生成所生之物、完

成美好的人格。第一個「生」是指生成、發展完全，第二個「生」是指生命境

界、人生生活。也就是說將人的每一天過得美好充實，把人的人格發展成為圓

滿、止於至善的境界，這樣的內容就叫做「易」，所以稱作「生生之謂易」，

此即為生命觀。蓋陰陽變化是道的運轉模式，在人的身上則是善、是性，由於

人生命中有無限的活力，因此可以對於完善的東西加以執著成之，而做到《周

易》〈乾．文言〉中所謂大人的境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34 依此而論，則是將「生生之謂易」

當作實踐當下的生命，而盡心知性，如此則可以當一個頂天立地的人，更可以

效法天地，進而達到知天、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反省為生命之本 

在了解「生生之謂易」的意義之後，便可以從《周易》中瞭解到其生命觀。

《周易》對生命觀的闡釋最重反省的功夫，在《周易》〈觀〉中說道： 

                                                 
32

 《周易正義》，卷 5，頁 70～71。 
33

 《易程傳》，卷 2，頁 252。 
34

 《周易正義》，卷 1，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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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觀我生，進退。＜小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小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

觀其生，君子無咎。＜小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35
 

〈六三〉不當位，則必須要能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為，以思考往後的處世態

度，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則可以使行事合於正道，如此便能夠進退合宜，不

偏於正軌。〈九五〉處國君之位，基於上行下效、風行草偃的效果，若上樑不

正，下樑必歪，因此體察己身之過，若失於愛惡之弊，則難得其正，故上位者

能夠善於察民情、觀民風之善惡，則可以使教化善。〈上九〉以陽剛的德性而

列於最上的位置，是過剛而不中，但是處在最上的位置，其行受萬民所觀，故

當時時自省，以求不失所望，程頤謂：「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

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36 就算沒有在朝為官或是一職半

位，亦是要檢點自身的行為，達則以行為兼善天下，窮則修己獨善其身，修身

不在於職位，在自身是也。透過自我反省，使生命更加圓滿、完備。 

在《周易》中以〈乾〉、〈坤〉為首，二卦有父母之意，依此化生六子，

即是其他六卦，而六十四卦皆由此八卦相互錯置而生，是故《周易》〈繫辭上〉

說：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37
 

乾坤之德配廣大，其中「生」之觀念非但可以作為化生的觀念，還可以當做生

命、生活的觀念，即是說乾坤的德性大大地擴充了整個生命的內容，使人的生

命更加充滿光輝。而乾之為天屬大生，坤之為地屬廣生，天地相交融即為生生，

生生即是易，此乃無止盡地生發、創造，旨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故《周

易詳解》闡發「生生之謂易」一語，曰： 

生生之謂易，言其生生相續，而無有終窮之謂也。易有生生不窮之緼，

                                                 
35

 《周易正義》，卷 4，頁 60。 
36

 《易程傳》，卷 2，頁 186。 
37

 《周易正義》，卷 11，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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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乾則知大始，而有以成其象；在坤則作成物，而有以效其法。乾坤

成列，而象法昭著，亦可謂顯矣。38
 

於易中有無限生機，自乾坤起則明道之體用，一以成象一以造物，於是天下萬

物備矣。從天地之初，以致於人事、人生，則反省自身生命，可以察覺生命本

是無窮前進創造的過程，而以實踐價值為前進的動力，因此人生就是一直在創

造新的價值並拓展之、以提升生命意義，使生命更加地美好、完備，一切的生

命活動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前進。雖然，已位列前茅，但不可以此自傲，「厚

德載物」正是要人能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先知覺後知，

先覺覺後覺」，要天下同歸於善，未達此境則黽勉求之。 

六、生之意涵在六十四卦中的展現 

生的意涵在《周易》中，並不僅僅侷限於所列之二十三個詞句中，細察整

部《周易》，處處可以見到對「生」的期待。是故將從卦序安排進行討論，以

及《周易》思想中所透顯出來的生之期待。 

（一）卦序中之生意 

歷來對於卦序的編排，在《連山》、《歸藏》、《周易》中皆是不同的順

序，縱使是出土文獻帛書《周易》亦然，此四者的卦序安排迥然不同。《連山》

以〈艮〉卦為首，《歸藏》以坤卦為首，不同於《周易》是由〈乾〉、〈坤〉

起始39，今本排序表現了《周易》生生不息的觀念，〈乾〉、〈坤〉兩卦象徵

著男女、天地，以其為首則是男女交往、天地交泰之意，下經的〈咸〉、〈恆〉

兩卦表示男女交往後的婚姻狀況，先結婚，然後廝守地長長久久，經由婚姻產

生子孫，是《周易》在卦序中對「生」之觀念的表現。 

其次仍從卦序上的安排來看，在六十四卦的排序中，透顯出編排者有意要

以一個邏輯的方式將六十四卦串連起來，通過串聯以示相生之理，此意圖明確

地顯現在《周易》〈序卦〉中，其文說道： 

                                                 
38

 宋．李杞：《用易詳解》（《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 14 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35 年），

卷 13，頁 30。 
39

 近代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的卦序起始為乾，然之後的順序則開始有別，其第二為

否卦，與今本以乾坤起 

  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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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

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

也。……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40
 

〈序卦〉之關鍵即在於每卦的卦意以一個必然發生的條件進行，因此〈乾〉、

〈坤〉之後承接者為〈屯〉、〈蒙〉，到最後因為天地萬事萬物所有發生的事

情無止盡地延續，縱使每件事情皆有不同形式，其大要多不脫此六十四卦所指

之事，因此〈既濟〉、〈未濟〉象徵著事情發生了、結束了，卻也會再發生、

再結束，不斷地循環下去。其次再從卦象進行考察，一卦有六爻，六爻皆有所

變化，在不同的情況下，從此爻變成彼爻的情況就會發生，如〈否〉的卦象是

乾上坤下，經過變化之後就變成了〈泰〉的坤上乾下，正好是〈否〉的倒反，

這也是要人能夠省察變化發生的可能，進而趨吉避凶。 

（二）卦爻中之生生意涵 

《周易》卦序、卦爻皆透顯出對生的期待，以及在生長的過程中所要注意

的細節。不只如此，在卦中也間接呈現出對生命的憧憬和無限可能性，即以《周

易》〈復．彖〉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41
 為證，伊川於此下注曰：「一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42  此陽爻位於諸陰爻之下，其名為復，意

在此陽乃靜極之後動，極寒之後生機現，此天地不殺之德，而保有生命氣息於

寂寥之中，故朱熹復陳其意，曰：「積隂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

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

之端也。」43 朱熹從天地生物之心，於寂滅之中亦潛藏生生之幾，將此意念轉

化到人事上，則是「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44，縱使不善，亦能誠意而著其善端，是為揚善之幾。如此，顯發其

善而去其惡，天下莫不善也，此即「一陽復生」之微言大義，亦是〈復〉卦所

明生生之意。 

                                                 
40

 《周易正義》，卷 13，頁 187～188。 
41

 《周易正義》，卷 5，頁 65。 
42

 《易程傳》，卷 2，頁 214。 
43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 28 冊，台北：成文書局，1976 年），

卷 1，頁 270。 
44

 宋．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學庸集注》（台北：啟明書局，2001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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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所關懷的面向，不僅在於天生萬物，亦照顧到人類的生命。於人

事上，除了要人關心隨時發生的變化之外，對於生活的態度，就是要人能夠充

滿生氣、活力，《周易》〈乾．大象〉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45，以

及《周易》〈乾．文言〉之「君子進德修業」46，兩者皆明言人要能夠保持著積

極的態度，以及強大的活力，迎接生活中的挑戰。人生的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

但是能夠保持著最初的決心，就算受挫仍有持續前進的毅力，永不停止向上發

展的想法，時時警惕自己、擇善固執，內外皆求更高的進步可能，就能夠成就

一個有活力、積極進取的人生。這樣的人生如同植物一般，只要受到陽光、水、

空氣的滋養，就能夠一日一日地茁壯、成長。《周易》雖在〈屯〉揭示了草木

初生的困難，但畢竟是要破土而出，一旦度過了屯難，隨後迎接著的就是一日

一日的成長、茁壯。 

《易》透過化生的想法，讓人們可以從一般人，經過教育學習，進而成長，

然後臻至「與天地合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47，

這般大人的境界。於是乎可以做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48，在舉手

投足之際皆能夠與天地並立齊觀。除此之外，人們還能透過「茍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49，以今日之我革昨日之我，透過革新的力量「革而當，其悔乃亡」50，

由內而外做一完美的變身，成就自我，進而成就一個美好的人生。 

不僅如此，成就自我以後，還能夠進一步地為世界萬物盡一份心力，「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51，成就自我更要成就

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52，達到人我皆能自立立人的境地。《易》

之德配天配地，透過化生、發生，以及生命中的活力、生命的期許，讓人與天

地並立，繼善成性，進而能夠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53
 的最後、

最高境界。 

整部《周易》從「生」的觀點出發，就是教人以三點原則，首先是要神采

奕奕，以充滿蓬勃生氣為基礎，唯有如此，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情況，都能夠

                                                 
45

 《周易正義》，卷 1，頁 11。 
46

 《周易正義》，卷 1，頁 14。 
47

 《周易正義》，卷 1，頁 17。 
48

 《周易正義》，卷 1，頁 17。 
49

 《學庸集注》，頁 7。 
50

 《周易正義》，卷 8，頁 111。 
51

 《張子全書》，卷 14，頁 352。 
52

 宋．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論語集注》，（台北：啟明書局，2001 年），頁 85。 
53

 《學庸集注》，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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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力去面對，而不會被生活中的困境給消磨殆盡。之後教人要勇往直前，以

永不止息為進程，憑藉著這一點，縱使遇到挫折、失敗，也能夠勇敢、不畏懼

地站起來，就算受到一波波的衝擊，也能夠愈挫愈勇。最末則是教人要積極創

造，以「能生」為目的，唯有如此才能在一片平凡中找到事物的價值，也才能

夠在生活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樂趣。通過這三點，人生的過程也不會有遺憾，而

充滿無限的趣味。 

七、結論 

在《周易》的哲學裡，「生」是代表著無限的希望、無窮的可能，能活著

就能夠創造新的事物與價值，《周易》〈繫辭下〉說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

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

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54
 

這是對於〈咸．九四〉所做的評論，在《周易》〈咸〉裡是這麼說：「九四：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

光大也。」55合看此兩則可以知道，此中之德性重在能夠貞正，能貞正則能悔亡，

而貞正的表現方式即在誠心誠意，能夠一心向著某一個目標、一個價值去邁進，

不論途中會遭遇到的什麼困難，只要心正意誠，必然能夠達到目標。 

綜論以上所述，《周易》中的「生」之意涵共有三項，即（1）化生義——

宇宙的萬事萬物皆由化生而來，而化生的來源是易、是道，透過化生、創造，

使世界充滿了新奇，也使人生充滿了無比的樂趣；（2）發生義——吉凶之所發

生都是用以警惕人的行為，以求行為達到至善、無往不利，注意外在事物的變

化，瞭解到變化發生之幾，進而能夠逢凶化吉、趨吉避凶；（3）生命義——人

的一生都是在追求一個完美的生命型態，而在這過程中我們要透過不同的方

式，不斷地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以求自己的人格能夠臻至至善的境界，進而使

                                                 
54

 《周易正義》，卷 12，頁 169。 
55

 《周易正義》，卷 6，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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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每個人都能得到完成其生命價值及其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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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次數 經傳出處 引用文句 層次別 

1 〈坤．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

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

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

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化生義 

2 〈屯．彖〉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

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發生義 

3 〈觀〉爻

辭及〈象〉

傳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無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生命義 

4 〈大過〉

爻辭及

〈象〉傳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

亦可醜也。 

化生

義、生

命義 

5 〈咸．彖〉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

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化生義 

6 〈益．彖〉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

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

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化生義
56

 

7 〈升．大

象〉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

高大。 

化生義 

8 〈繫辭

上〉第一

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

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

生矣。 

發生義 

                                                 
56

 「天施地生」者，以天無不覆，故其賜予萬民者常下，如雨。地無不載，是所賞眾庶者常由

下行上，若草木。上之下有施予義，自下上長即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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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繫辭

上〉第二

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

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

象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發生義 

10 〈繫辭

上〉第四

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

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

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無方而《易》無體。 

生命義 

11 〈繫辭

上〉第五

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

業，日新之謂盛德57。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

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

陽不測之謂神。 

化生

義、發

生義、

生命義 

12 〈繫辭

上〉第六

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

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

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變四

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化生義 

13 〈繫辭

上〉第八

章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

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發生義 

14 〈繫辭

上〉第十

一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

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

化生義 

                                                 
57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此處所云「日新之謂盛德」，即是指日新乃無止盡地自我改變、創

新，明明德，故於「生生之謂易」可以有眾多的解釋空間。自化生義說，則其示無限生機，

能夠生發萬物；於發生義，則知世界流轉，諸事生發於其間，所行不可不慎；於生命義，則

要生生不息，以止於至善為終極目標，自修身以達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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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

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15 〈繫辭

下〉第一

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

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前為發

生義；

後為化

生義 

16 〈繫辭

下〉第三

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

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發生義 

17 〈繫辭

下〉第五

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

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

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

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

利生焉。」 

發生義 

18 〈繫辭

下〉第五

章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言致一也。 

化生義 

19 〈繫辭

下〉第十

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

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

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發生義 

20 〈繫辭

下〉第十

二章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

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

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

失其守者其辭屈。 

發生義 

21 〈說卦〉

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

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

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 

化生義 

22 〈說卦〉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敷、為大塗、為長子、 化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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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

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

究為健、為蕃鮮。 

23 〈序卦〉

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

必蒙，故受之以蒙。 

化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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