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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1.研究動機 

張載是宋明理學「氣學」一派的代表，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周敦頤、二程、

邵雍並列1，作為理學的創始人或奠基者。張載在繼承中國古代「氣一元論」的基礎上提出了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2的「太虛即氣」的本體論，其思想集中體現在《正蒙》一書中。「氣」

作為張載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和《正蒙》中的論述重點，其意涵歷來為學者討論和爭議。本

文將集中分析《正蒙》一書中論及「氣」和「氣論」哲學重要概念的語句，綜合各家之見，

嘗試釐清「氣」概念的意涵，以及在張載「氣論」哲學體系建構中的作用。	  

2.文獻回顧 

a.研究專著 

20世紀早期，涉及張載哲學思想及其中「氣」意涵的研究多為哲學史著作，因張載虛與

氣的關係是其形上學建構的基礎，研究多以探討太虛與氣關係為基礎展開論述，大體有「唯

氣論」「太虛神體說」「虛氣不二說」三種比較有影響力的詮釋進路。	  

「唯氣說」：30年代初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列出「張橫渠及二程」為一章，其中提到

氣即是太虛，30年代後期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以張載哲學為唯氣論，強調了「氣」為物

質，馮友蘭 80年代重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提出類似看法。	  

「太虛神體說」：牟宗三 1968年《心體與性體》中提出「氣以太虛﹣﹣清通之神﹣﹣為

體」3，將清通虛體之神和人之「性」結合，太虛非氣而是「太虛神體」為代表，	  圍繞此「虛

﹣氣」關係核心概念展開論述。	  

「虛氣不二說」：唐君毅 1968年《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1973年《中國哲學原論

﹣﹣導論篇》，1975年《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都涉及，在<張橫渠之心性論及其形上學

之依據>一文中認為「氣之功能，即能自虛以涵其他之實之功能，而此虛即在氣之內部」4，

提出「虛氣不二」說，反對以「唯氣論」「唯物論」解讀張載。	  

	  	  	  	  	  	  	  	  	  	  	  	  	  	  	  	  	  	  	  	  	  	  	  	  	  	  	  	  	  	  	  	  	  	  	  	  	  	  	  	  	  	  	  	  	  	  	  	  	  	  	  	  	  	  	  	  
1	  見[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六，[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53﹣63。	  
2	   [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 7。	  
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臺北：正中書局，1968年），頁 443。	  
4	  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也有論及「虛」「氣」關係，參見唐君毅：《中
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
和唐君毅：<張橫渠之心性論及其形上學之依據>，載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哲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0
年），頁 2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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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到 20世紀末，關於宋明理學、張載或關學的研究專著相繼問世，對於張載

哲學體系中「氣」的意涵的有比較全面和詳細的論述，並涉及「氣」和「神」、「化」、「太和」

等概念的詳細討論，大部份哲學通史或斷代史和前一時期一樣，章節安排為包括本體論、自

然哲學、辯證法、認識論、人生哲學等組成的基本框架。	  

哲學史類著作有：勞思光 1984年《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卷上）》中<宋明理學初期理論

代表人物﹣張載>一章，先論《西銘》要旨，後述《正蒙》理論，以「太和、太虛、氣」、「神

與化」，「性與心」「學與知」為中心展開論述，並在書中提出「基源問題研究法」的理論架構；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1995年），從易學整體發展的脈絡分析評價了張載易學中

的氣論哲學，涉及到張載哲學中「氣」「氣之生即是道是易」、「一物兩體」、「窮神知化」等哲

學論點。	  

張載是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對理學發展影響重大，故也有不少將張載的哲學思想

放到理學的大背景之下論述的，代表著作有：有蔡仁厚《宋明理學．北宋篇：心體與性體義

旨述引》（1977年）。陳來《宋明理學》（1992年），嚴文儒和吳宣德：《中國理學（二）》（2002

年），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2002年）用代表性概念涵括張載哲學體系，如「氣」、「太虛

即氣」、「兩一與神化」、「見聞之知與德行之知」、「性與心」。除此以外，亦有在中國古代氣論

思想研究的架構下，論及張載氣論的著作如：楊儒賓 1993年的《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

體觀》。	  

關於張載關學的研究著作有：姜國柱 1982年《張載的哲學思想》，陳俊民 1986年的《張

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朱建民 1989年的《張載思想研究》，程宜山 1989年《張載哲學的

系統分析》，龔杰 1990年的《張載評傳》。其中對於「氣」意涵的分析，基本依照《正蒙》一

書編排的順序，大部份關於「氣」論的內涵論述主要按照「天道」﹣「人道」﹣「認識修養」

的順序展開。	  

20世紀初，出現更多張載研究的專著，如姜國柱 2001年《張載關學》。同時，也出現一

些採用不同研究方法論著，如丁為祥 2000年《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嘗試以

「整體重構法」重現張載的思維世界。2004年胡元玲的《張載易學與道學：以<橫渠易說>及

<正蒙>》從強調文獻學與義理結合分析，易學入手分析張載思想體系，陳政揚 2007年《張載

思想的哲學詮釋》系統分析了以往關於「虛氣關係」的討論，楊立華 2008年《氣本與神化﹣

﹣張載哲學述論》探側重討牟宗三「太虛神體」說的詮釋缺失。	  

近期著作還有 2011年方蕙玲：《中國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十一編第 26冊﹣張載思想之

研究》；李曉春 2012年《張載哲學與古代思想方式研究》從古代思維本體論和宇宙論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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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析張載哲學體系；2013年謝榮華：《中國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十七編第 19冊﹣張載

哲學新探》，通過比較各家註釋，再分析張載哲學的意涵，討論「氣」論亦採用集中「氣」和

其他核心概念的方法。	  

b.期刊和學術論文 

以「正蒙」、「氣」作為關鍵詞、主題或篇名，通過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期刊人

文社科精品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四個國內數據庫以及「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 CETD」、「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兩個台灣

數據庫搜索，選取自 1956年起至今 76篇期刊或學位論文綜述。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涉及

張載《正蒙》中「氣」意涵的研究論文共分以下十類：	  

1.關於張載是唯心主義者還是唯物主義者之爭：早期有張岱年：<對『張橫渠是一個唯心

主義者』一文的答復>（1956年），周清泉：<張載哲學思想是唯物的嗎？>（1983年），近期

仍有此類論文面世，如張雷：<淺談張載氣學的唯物主義思想>（2007）。	  

2.探討「太虛」和「氣」關係：如陳政揚<張載「太虛即氣」說辨析>、蔡家和<張載「太

虛即氣」義理之再探﹣﹣以《正蒙》為例>，張浩<張載「氣本論」之辯——兼論「太虛」的

內在涵義>，李曉春<試論張載「太虛與氣」>關系的思想，白婧：<張載虛氣觀的天人視角>，

張金蘭：<虛氣關系辯證——以張載哲學「問題意識」為視角>	  

3.探討張載哲學思想整體建構：王帆：<張載哲學體系>，林王英：<氣與感——張載哲學

研究>，白欲曉：<從《橫渠易說》到《正蒙》——張載哲學本體理論的建構與發展>，陳俊民：

<張載邏輯範疇體系論>。	  

4.關於張載哲學命题、哲學思想主題化研究：如劉永京：<張載天人學說研究>，曾樂山：

<張載的自然觀剖析>，王凱：<張載倫理思想體系探析>，徐儀明：<張載的天論與氣論>，鄧

秀梅：<論張載的「參兩通一」原則>，吳靜：<張載「氣以載性」思想探析>。	  

5.對篇章內容、主題思想的解讀：舒默：<讀《張子張子正蒙註．太和篇》>、邸利平：<

張載《正蒙》「太和所謂道」章疏解>。	  

6.對張載哲學體系和「氣」相關重要概念的探討：李增：<張載「氣」之研究>，寧新昌：

<張載「性」說辨析>，馬序：<論張載的「神」>，丁為祥：<張載「太虛」三解>，施炎平：

<張載「性」、「氣」範疇芻議>，張新國：<張載哲學的「象」觀念析論>，張忠尉：<張載「太

虛」涵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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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從古代哲學、理學體系、或元氣論、氣論哲學發展入手分析：李志林：<試論張載元氣

論自然觀的頁獻>，楊國榮：<張載與理學>，程宜山：<試論張載對元氣學史的貢獻>，陳戰國：

<略論張載哲學的是非功過>，曠娟：<張載氣論對宋明理學的貢獻>，曠娟：<張載氣論對宋明

理學的貢獻>。	  

8.比較張載和其他古代哲學家思想異同：曾翠萍、劉興豪：<論王夫之對張載氣本論的集

成和發展>、孫景山：<探析張載建構之氣與二程建構之理>，郭曉東：<從「性」「氣」關係看

張載、二程工夫論之異同>，許立莉：<張載與王夫之人性論思想比較研究>。	  

9.評價前人研究成果，詮釋方法的研究：許寧和徐路軍：<張載哲學本體論的現代詮釋——

以張岱年、牟宗三的研究為例>，杜保瑞：<牟宗三以道體收攝性體心體的張載詮釋之方法論

反省>，呂偉：<論牟宗三對張載氣學思想的解讀>，馬精：<牟宗三對張載哲學思想的詮釋>。	  

10.新興哲學、交叉學科的研究方向：如黃萌：<氣、性、天人之道與信息﹣﹣關於張載

思想的信息哲學詮釋>（2015年），張閏洙、潘暢和：<張載氣學地現象學解讀>（2007年）。	  

通過文獻综述發現，將「氣論」作為張載哲學體系建構的核心是所有論文的共識，而在

論述「氣論」或「氣」的內涵方面，大部份專著均採用和《正蒙》一書一致的「天﹣人﹣合

一」的結構，本文可效仿此種基本論述架構；而不同研究專著中，具體的重要概念的詮釋方

面還存在一定歧義和不詳盡之處，研究論文當中對於具體哲學命題和核心概念的闡釋可以作

為參考。	  

3.研究方法與預期成果 

本文結合不同註本對《正蒙》一書的註釋，集中分析文本中「氣」的內涵，寫作採用分

析「氣」與其他核心概念的方法，結合原始文獻、註本和前人詮釋，分析詮釋「氣」的概念

在天道、心性論中不同的內涵和特點，及「氣」貫通天道人性和批判二教之處。	   	  

中華書局 1978年版《張載集》已經收入現存大部份張載的著作，本文以此為原文主要資

料來源，2012年林樂昌的《正蒙合校集釋》匯合了南宋以來的十九種舊註加以集釋，本文以

此為註釋主要來源。	  

預期成果：	  

1.「氣」在天道論和心性論層次的內涵；	  

2.「氣」貫通天道人性及對佛道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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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與天人之際 

據張載弟子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和《宋史．道學列傳（張載傳）》載，宋神宗熙寧二

年（1069年）張載受禦史中丞呂公著舉薦見召，不久因和王安石新政意見不合，又遇上其弟

張戩因言開罪於王安石而「謁告西歸」5，歸居橫渠鎮七年間：「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讀，仰而思，有得則識識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精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

須臾忘也。」熙寧九年（1076年）秋，張載因「感異異夢」自覺命數將盡，於是「忽以書屬門

人，乃集所立立言，謂之正蒙。」《正蒙》為張載逝世後，弟子蘇昞依照理解，「輒就其編，會歸

義例例，略略效《論論語》、《孟子》，篇次章句句，以類類相從，為十七篇。」	  

《正蒙》雖非系統嚴整的論著，但篇辭章句皆自張載所出，編訂基本按照張載思想的哲

學邏輯順序，十七篇大體可分為五個部份，《太和》、《叄兩》、《天道》、《神化》、《動物》關於

天道，《誠明》論人「性命」，《作者》、《三十》、《有德》、《有司》、《大易》、《樂器》、《王禘》

七篇解釋儒家經典，《乾稱》總結全書6，依理學構築體系，從「天道」到「人道」最後統一

於「天人合一」。「氣」的意涵集中體現在張載以「氣」為中心概念的的天道論中，心性論的

層次也有涉及。	  

1.「氣」與「天道」： 

	   王植於《正蒙》第一篇<太和>註中開宗明義：「此篇凡二十二節：前十一節發明『太虛』

之妙，兼體用言之；後十一節明『一神神』、『兩兩化』之義，皆太虛之用也。」7在構成與存在的

層面上，《正蒙》中以「太虛」等重要概念說明氣未發之「體」；在運動與變化的層面，《正蒙》

以「道」、「理理」、「神神」、「化」、「象」、「兩兩一」、「太和」的概念來說明和描述氣流行之「用」，

以下分述之。	  

（1）「太虛」： 

	   《正蒙．太和篇》云：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8	  

「太虛不不能無氣，氣不不能不不聚而為萬物，萬物不不能不不散而為太虛。」9	  

	  	  	  	  	  	  	  	  	  	  	  	  	  	  	  	  	  	  	  	  	  	  	  	  	  	  	  	  	  	  	  	  	  	  	  	  	  	  	  	  	  	  	  	  	  	  	  	  	  	  	  	  	  	  	  	  
5	  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載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 383，下同。	  
6	  程宜山：《張載哲學的系統分析》（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年），頁 9。	  
7	  見[清]王植撰：《正蒙初義》十七卷，清雍正元年刻本（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校），載林樂昌：《正蒙
合校集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頁 5，下同。	  
8	   [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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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10	  

氣是宇宙一切存有和過程的基本實體11，「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以「太虛」形容氣未發

之時的本體，即氣散無法為人直接感知的實際存有狀態。氣聚則生成萬物，散則返歸太虛，

有形「萬物」與無形「太虛」皆是一氣之聚散。萬物和太虛的關係就如同浮在水中的冰塊和

水的關係，冰溶解的過程，作為冰塊之存有消失不見，但其實際轉化為水，萬物的消散並非

消失，只是以氣散的形式還歸於太虛，故張載又說：	  

「氣聚則離離明得施而有形，氣不不聚則離離明不不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不謂之客？

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12	  

「離離明得施」即「氣聚則目得而見見」13，不聚只是不得而見，並非消滅。高攀龍解釋這段

話「離離，目也。可見見者為明，不不可見見者為幽。然可見見者特客形，不不可見見者非遽無，幽之，因

已在此；方其不不形也，明之，故已在此。聚為散之因，散為聚之故。聖人仰觀俯察而知幽明

之故，不不立立有無之見見也。幽明之故，以聚散而已。」14「太虛」作為一個永恆存有的無限概念，

在此聚散過程中不為之損益，萬物品類只是此過程中「有去有來來」的有限、暫時「客形」，「太

虛」與「萬物」的存在統一於「氣」。	  

（2）「太和」、「兩一」、「神化」 

張載認為氣是處於恒常的運動變化之中15，並描述氣運動的過程如下：	  

「氣坱然太虛，升降降飛揚，未嘗止息，易易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	  

「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16	  

太虛中皆為氣，「坱然」指氣充滿盛動的樣子17，「虛實、動靜之機」的「機」形容氣具有

運動不息的內在動力，<叄兩>篇中張載指出「機」的存在表現為「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

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18「機」即氣自身能動的內在根源。	  

	  	  	  	  	  	  	  	  	  	  	  	  	  	  	  	  	  	  	  	  	  	  	  	  	  	  	  	  	  	  	  	  	  	  	  	  	  	  	  	  	  	  	  	  	  	  	  	  	  	  	  	  	  	  	  	  	  	  	  	  	  	  	  	  	  	  	  	  	  	  	  	  	  	  	  	  	  	  	  	  	  	  	  	  	  	  	  	  	  	  	  	  	  	  	  	  	  	  	  	  	  	  	  	  	  	  	  	  	  	  	  	  	  	  	  	  	  	  	  	  	  	  	  	  	  	  	  	  	  	  	  	  	  	  	  	  	  	  	  	  	  	  	  	  	  	  	  	  	  	  	  	  	  	  	  	  	  	  	  	  	  	  	  	  	  	  	  	  	  	  	  	  	  	  	  	  	  	  	  	  	  	  	  	  	  
9	  同註 8。	  
10	  同註 8，頁 8。	  
11	  黃秀璣：《張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頁 37。	  
12	  同註 10。	  
13	  朱熹：《正蒙解說匯錄》（蘭據《語類》卷九九，一之錄，同註 7，頁 47。	  
14	  同註 7，頁 49。	  
15	  張岱年：<宋元明清哲學史提綱>，載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四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頁 298。	  
16	  同註 10。	  
17	   [清]王夫之撰：《張子正蒙註》九卷，嶽麓書社 2010年修訂本（以中華書局本校），同註 7。	  
18	  同註 8，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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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運動變化的過程全體被稱為「道」：「由氣化，有道之名」，又可用「太和」一詞形容：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沈、升降降、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

之始……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不可象為神神。不不如野馬、絪縕，不不足謂之太和。」19	  

高攀龍解釋這段話：	  

「『太和』，陰陽會合沖合之氣也……『浮沉、升降降』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理，

是其體也。『絪縕』，交密之狀狀。二氣摩蕩、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來，是其用也。……

『野馬』出《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降，如野馬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來不不息，言太和之

盛大流流行行，充塞塞無閒。太和，即陰陽也；陰陽，即易易也；易易，即道也。故知此，謂之知

道；見見此，謂之見見易易。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20	  

「太和」即陰陽二氣的至和，充斥廣袤虛空陰陽未分的「氣」運動不息的形容。因為是

最高意義上的「和」，所以稱之為「太和」。21「太和」側重於強調氣的運動狀態，即二氣沖合

「陰陽兩兩端循環不不已」的演化總規律。「太和」和「太虛」一詞內涵不同而外延相同。換言之，

運動著的「太虛」的全體以「太和」指稱。	  

張載以天為最廣泛、最高存有（「天大無外」）而又有「由太虛，有天之名」的說明。故

「天」、「太虛」、「太和」都是「氣」在最高層次宇宙論的概念22，張載又進一步以「神化」形

容氣之運動本有的內在本性和根源：	  

「神神化者，天之良良能也。」23	  

「氣有陰陽，推行行有漸為化，合一不不測為神神。」24	  

「神神，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25	  

「神化」所指的氣運動的不同方面可用急辭緩辭區分：「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

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即「化」可詳言其功用之實：「以比類類廣引而擬之」26，「神」

直指其本體，「一言而盡之」，有象而無具體形跡可形容，所以為「不測」。即「神化」分別指

的是物質世界運動變化的法則和變化過程，「神」為「氣」運動性能和源泉，「化」為運動過

	  	  	  	  	  	  	  	  	  	  	  	  	  	  	  	  	  	  	  	  	  	  	  	  	  	  	  	  	  	  	  	  	  	  	  	  	  	  	  	  	  	  	  	  	  	  	  	  	  	  	  	  	  	  	  	  
19	  同註 8。	  
20	   [明]高攀龍集註、徐必達發明：《正蒙釋》四卷，明萬曆刻本（以清康熙四十七年無錫刻本校補），同註 7，11
﹣12頁。	  
21	  同註 6，頁 16	  
22	  張豈之、朱漢民：《中國思想學說史：宋元卷（上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168。	  
23	  同註 8，頁 17。	  
24	  同註 8，頁 16。	  
25	  同註 8，頁 15。	  
26	  同註 22，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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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形式。27	  除「合一不不測」之「神」，氣運動的過程也有「神而有常」的定則，即「理」：「天

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理也順而不不妄」28。「神神」「化」「道」「理理」皆是張載用來

形容「氣化」過程的相關概念，用來區分氣運動的不同表現和原理，即張載自己所說「語其

推行行故曰『道』，語其不不測故曰『神神』，語其生生故曰『易易』，其實一物，指事而異異名爾。」29	  

「神」在《正蒙》中也用來形容陰陽二氣的「良能」之表現：「鬼神神者，二氣之良良能也。」

30朱熹稱讚張載此語「伊川謂：鬼神神者，造化之跡。卻不不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良能。蓋程說說說得固

好，但只是渾淪淪；在這裡裡張說說說分明，便便見見有二氣自然能如此，屈伸往來來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問：伸是神神，曲是鬼否？曰：氣之方來來皆屬陽，是神神；氣之反皆屬陰，是鬼。」31《動物篇》

張載也指出「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神。以其伸也：

反之為鬼。以其歸也。」32神即「伸」義，氣表現為伸、來的性質為「神」，表現為屈、往的

性質為「鬼」。除此之外，不可象之「神」可以是氣在某種狀態的表現，如「凡氣清則通，昏

則壅，清極則神神。」33一句中「神」一字的意涵。「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不可象為神神」34，

氣在極清狀態所表現出來不是名言可以形容的35，故命名曰「神」。	  

作為世界根源的「神化」在具體存在的層面上的內容為「一物兩體」矛盾統一，即宇宙

萬物由陰陽二氣聚合構成，因此每一存在內部都存在著陰陽二端36。宇宙法則和具體表現張載

都以「兩一」稱之：	  

「一物兩兩體，氣也；一故神神（自註：兩兩在故不不測），兩兩故化（自註：推行行於一）。此

天之所以叄也。」37	  

「兩兩不不立立則一不不可見見，一不不可見見則兩兩之用息。兩兩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

清濁也，其究一而已。」38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

地變化，二端而已。」39	  

「一物兩體」指的一物中存有相反相成的兩部份，就如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

	  	  	  	  	  	  	  	  	  	  	  	  	  	  	  	  	  	  	  	  	  	  	  	  	  	  	  	  	  	  	  	  	  	  	  	  	  	  	  	  	  	  	  	  	  	  	  	  	  	  	  	  	  	  	  	  
27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 315	  。	  
28	  同註 8，頁 7。	  
29	  同註 8，頁 65。	  
30	  同註 8，頁 9。	  
31	  同註 7，頁 67。	  
32	  同註 7，頁 19。	  
33	  同註 8，頁 7。	  
34	  同註 8，頁 9。	  
35	  朱建民：《張載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頁 27。	  
36	  曾振宇：<張載氣論哲學論綱>，《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 2期，頁 25。	  
37	  同註 8，頁 10。	  
38	  同註 8，頁 9。	  
39	  同註 8，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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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降相求，絪縕相揉」40之運動。但陰陽之分並非絕對和本質的，而是相對的，由一氣在作用

之表現上顯出分別41。因為一中有兩，故以「神」來形容氣變化的不可測。42作為統一整體的

「一」必定包括矛盾的兩部份「二」（所以其變化神秘莫測），而對立的兩者如「虛實、動靜、

聚散、清濁」43不可獨立存在，互相依存整合統一於「一」，所以張載形容最高存有的「天」

為涵有「一」、「二」之「叄」。氣是包含對矛盾對立的統一體，對立是產生變化的根源，作為

同一根源的統一體才會「一故神神」、「本一故能合」44，兩個對立面交互作用才會即「二端故有

感」、「兩兩故化」。自身包涵的矛盾對立統一是「氣」運動根源的具體內容。45在天地的層次，

「一物」、「兩體」即「太和」與「陰陽」。	  

張載進一步用「感」來描繪這個對立統一乃至陰陽化生萬物的運動過程，以及物體內部、

之間的聯繫：	  

「感而後有通，不不有兩兩則無一。」46	  

「氣本之虛則湛一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47	  

「物無孤立立之理理。非同異異、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

非同異異、	  有無相感，則不不見見其成。不不見見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利生焉。」48	  

「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神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數，故神神之應也無數數。」49	  

2、「氣」與「人性」 

	   張岱年指出「中國哲學中本體論、認識論與道德的統一表現於兩個方面：一、以為宇宙

最高本體即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或基本根源；二、強調求知方法與修養方法的一致」50，張載哲

學體系以即「氣」之一貫性統一本體論與道德論。建立以「氣」為核心的天道本體，即是為

了通向人的性命之學51。	  

（1）「性」、「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盡性」 

在天地萬物皆由氣構成，太虛之氣的本性也為人所繼承，即「性者萬物之一源」即人的

	  	  	  	  	  	  	  	  	  	  	  	  	  	  	  	  	  	  	  	  	  	  	  	  	  	  	  	  	  	  	  	  	  	  	  	  	  	  	  	  	  	  	  	  	  	  	  	  	  	  	  	  	  	  	  	  
40	  同註 8，頁 12。	  
41	  同註 35，頁 40。	  
42	  同註 13，頁 101。	  
43	  同註 8，頁 8。	  
44	  同註 8，頁 9。	  
45	  陳來：《宋明理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 71。	  
46	  同註 8，頁 9。	  
47	  同註 8，頁 10。	  
48	  同註 8，頁 15。	  
49	  同註 8，頁 66。	  
50	  見張岱年	   <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特點>，同註 15。	  
51	  郭曉冬：<道學譜系下的張橫渠「氣」論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 5期，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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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根源於太虛，張載又說「氣之性本虛而神神，則神神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神所以體物而不不

可遺也。」的論點52，張載以貫通天人的「氣」解釋人性的來源：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53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54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知德者，屬厭而已，不不以嗜慾累累其心，不不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55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不才。氣之偏也。天本參參和不不偏。養其氣。反之本

而不不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惡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偽善矣。」56	  

張載在以「氣」貫通萬物和「太虛」構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人性的來源為太虛之氣

的本性和人具形體而後有的氣質之性57。	  

太虛之氣的「湛一」本性，即「天地之性」、張載形容為「氣之性本虛而神神，則神神與性乃

氣所固有，此鬼神神所以體物而不不可遺也。」58萬物皆由氣構成，也具有此種「虛而神」的本性，

這種「天地之性」即「天性在人」59，太虛之氣於「人性」的表現即「仁義禮禮智，人之道也，

亦可謂之性」60。	  

氣的屬性「攻取」，成形為人體現為「人飲食男女女的自然屬性」61：「口腹於飲食，鼻舌於

臭味。」除此之外，人有剛柔、氣聚而成形之時有偏，人各自所受之「氣」有不同，故具有不

同氣質之性，即不同的秉性，這些都被歸為「氣質之性」一類，張載有時也會簡稱「氣」：「德

不不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62
如果道德意識不能駕馭由「氣」決定的慾望和

脾性，則會「性命於氣」，反之則「性命於德」以道德作為生命活動的主宰。故，張載以為，

君子不應以氣質之性為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張載又指出，「氣質之性」是可以通過個人

修養加以改變的，因為「氣之不不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63，所以張載據此提出人應當「變

	  	  	  	  	  	  	  	  	  	  	  	  	  	  	  	  	  	  	  	  	  	  	  	  	  	  	  	  	  	  	  	  	  	  	  	  	  	  	  	  	  	  	  	  	  	  	  	  	  	  	  	  	  	  	  	  
52	  同註 8，頁 63。	  
53	  同註 8，頁 9。	  
54	  同註 8，頁 23。	  
55	  同註 8，頁 22。	  
56	  同註 8，頁 23。	  
57	  關於張載的人性論來源問題，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二重劃分，也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氣的屬
性」三重劃分（見陳來：《宋明理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本文採取二重劃分。	  
58	  同註 8，頁 63。	  
59	  同註 8，頁 22。	  
60	  同註 8，頁 23。	  
61	  陳來：《宋明理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 74。	  
62	  同註 8，頁 23。	  
63	  同註 8，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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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氣質」，「善返」天地之性的人性修養的進路：「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則天地之性存焉」

64，「變化氣質」以使氣質達到達到參合不偏的「天本」的境界：「反之本而不不偏，則盡性而天

矣。」65對於張載來說，必須通過「克己」、「持敬」之類「知禮禮」、「守禮禮」的工夫，才可以達

到「變化氣質」的效果，從而使人身上的「天命之性」不受氣質宰治，即「氣無由勝」，達到

「惡惡盡去則善因以成」，故曰「成性」66，意即以「成性」作為「盡性」的道德修養過程。	  

除了「知禮禮成性」的工夫論以外，《正蒙》之中，張載還提出「窮理理」即明白「性即天道」

之道理：「不不誠不不莊，可謂之盡性窮理理乎？」67「窮理理」即是「明」，「盡性」即是「誠」，張載

解釋以《中庸》而來的「自明誠」與「自誠明」作為為學的進路：「『自明誠』。由窮理理而盡性

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理也。」68張載以「誠」為天道真實無妄的實質69：「天所以長久不不

已之道。乃所謂誠。」70「至誠，天性也」71，也以「誠」也為修身進德的實踐之方：「仁人孝

子所以事天誠身。不不過不不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故「明誠」與「誠明」都是為了

最終能夠達到「性與天道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即所謂「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72	  

（2）「心」、「知」、「見聞之知」、「德性所知」 

使人性不為氣習所蔽，同於天地之性，謂之「盡性」，即張載所稱「聖人盡性，不不以見見聞

梏其心」，張載認為「盡性」需在「心」上下工夫，所謂「心能盡性，人能弘道。」73張載解釋

「心」為在對於於獨立存在的客觀事物的認知的過程中產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74又

有「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來也。」75的論述，知識也來源於「內外之合」：「人謂己

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共知也過人遠矣。」

即內界與外界的結合，主體與客體的統一。76	  

「性」從虛與氣而來，「心」從性與知覺而來，所以「心」也相當於是從構成萬物「太虛」

或「氣」中來，所以具有認知外界客觀存在的可能性，人的感官與外物接觸則為「耳目內外

	  	  	  	  	  	  	  	  	  	  	  	  	  	  	  	  	  	  	  	  	  	  	  	  	  	  	  	  	  	  	  	  	  	  	  	  	  	  	  	  	  	  	  	  	  	  	  	  	  	  	  	  	  	  	  	  
64	  同註 8，頁 23。	  
65	  同註 8，頁 23。	  
66	  同註 50，頁 86，「知禮」、「守禮」的修養論在《正蒙》中少有涉及，故此處略論。	  
67	  同註 8，頁 26。	  
68	  同註 8，頁 21。	  
69	  楊立華：《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72。	  
70	  同註 8，頁 21，下同。	  
71	  同註 8，頁 63。	  
72	  同註 8，頁 20。	  
73	  同註 8，頁 22。	  
74	  同註 8，頁 9。	  
75	  同註 8，頁 63。	  
76	  同註 15，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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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77，即依賴感官「物交而知」的「見見聞之知」，但這種「見見聞之知」是有侷限的：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不知其幾萬里里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雷霆。故有

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里之遠也；天之不不禦莫大於太虛。故必知廓廓之。莫究其極也。人病

其以耳目見見聞累累其心而不不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來而後能。」78 

人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是有侷限的和易受個人感官所蔽的，一方面，如果認知過程停滯

於於以對客觀事物知覺的內容的「象」為「心」的階段：「由象識識心」，則會混同「心」與心

中之所成之「象」的區別別：「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79，不知「心所從來來」80；若心為知覺所主宰，則會「心禦見見聞，不不弘於性。」81，「天地之性」

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所以必須應「務盡其心」、「知心所從來來」：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見之狹。聖

人盡性，不不以見見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

外。故有外之心不不足以合天心。見見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不萌

於見見聞。」82	  

	   通過「大心」「盡心」的工夫達到「能體天下之物」，「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即以「大心」

超越見聞，達到「德行行之知」、「不不以見見聞梏其心」即不受「見見聞之知」限制，能夠「窮神神知

化」83。	  

三、「氣」在體系建構中的特點與意義 

以「氣」作為宇宙本源，是中國古代一個普遍的觀念，先秦時期「氣」的概念產生并開

始成為哲學範疇；秦漢時，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理論出發，提出「元氣」的概念，王充繼承先

秦以來自然之氣的思想，第一次以氣為最高範疇建構哲學思想體系；魏晉南北朝時期，氣範

疇受到佛道二教和玄學影響，含義向生命本源、物體的實質演進；隋唐時期王通、柳宗元、

韓愈、劉禹錫試圖將氣納入儒家倫理、道德體系。84到北宋時期，張載在前代氣論思想的基礎

上，透過「苦心力索」試圖將性與天道統一於「氣」，以對抗佛道之學以虛無為宇宙本體的思

想理論。85	  

	  	  	  	  	  	  	  	  	  	  	  	  	  	  	  	  	  	  	  	  	  	  	  	  	  	  	  	  	  	  	  	  	  	  	  	  	  	  	  	  	  	  	  	  	  	  	  	  	  	  	  	  	  	  	  	  
77	  同註 8，頁 25。	  
78	  同上。	  
79	  同註 8，頁 24。	  
80	  同註 8，頁 25。	  
81	  同註 8，頁 23。	  
82	  同註 8，頁 24。	  
83	  同註 8，頁 17。	  
84	  見張立文：《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18，44，89，122。	  
85	  同註 14，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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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是在張載看來是實際存有，	  世界的所有構成部份都可歸結於此，張載強調太虛之

氣雖無形、不可見，但有象。無形，故無法直接視之，有象，故有健、順、動、止、浩然、

湛然的特點，《乾稱篇》中也稱「凡可狀狀，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86	  

「所謂氣也者，	  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

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若非氣，指何為象？時若若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惡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累者，薄乎云爾，豈豈天道神神化所同

語也哉！」87	  

「氣」為中心建構宇宙本體，故能區別於道家的「空」和佛教的「無」，《正蒙．太和》

篇云：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神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不形，能

推本所從來來，則深於易易者也。若若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老氏「有

生於無自然之論論，不不識識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若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見之物，則物與虛不不相

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不相待而有，陷放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見病之說說說。此道

不不明，正由懵者略略知體虛空為性，不不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見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不盡，

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不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不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	  、通

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老、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不罔於恍惚夢

幻，則定以『有生放無』，為窮高極微之論論。入德之途，不不知擇術而求，多見見其蔽於詖而

陷於淫矣。」88	  

以氣的聚散聯繫可見的萬物與無形的太虛，則不存在有無之別，氣聚為有形的萬物，表

現為「有」、明、形、顯；氣散為無形的太虛，表現為「無」、幽、不形、隱。有無只是可見

與否的區別，並非產生與消滅的區別，故道家「虛能生氣」的主張會造成「體用殊絕」，佛教

之說造成「物與虛不相資，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故張載特意以幽明之分代替有無之別：	  

「氣聚則離離明得施而有形，氣不不聚則離離明不不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不謂之客？

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不云「知有無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理之察，非離離不不相睹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

不不形也，有以知明之故。」89	  

視幽隱不可見為無物，則是「知乎明，不不察乎幽，所見見一邊」，張載以此批評道家「有生

於無」的論點；針對佛教「以心為法」「以心為真」的觀點，張載還提出批評「釋氏不不知天命

	  	  	  	  	  	  	  	  	  	  	  	  	  	  	  	  	  	  	  	  	  	  	  	  	  	  	  	  	  	  	  	  	  	  	  	  	  	  	  	  	  	  	  	  	  	  	  	  	  	  	  	  	  	  	  	  
86	  同註 8，頁 63。	  
87	  同註 8，頁 16。	  
88	  同註 8，頁 8。	  
89	  同註 8，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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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不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

以其不不識識」，90「釋氏妄意天性而不不知範圍天用。反以六六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不能盡。則誣天

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溺其志於虛空之大。」91針對佛教靈魂不滅、生死輪迴的

鬼神觀，張載以「鬼神神」不過是氣之屈伸「天道不不窮，寒暑也；眾動不不窮，屈伸也，鬼神神之

實，不不越二端而已矣。」92對之。	  

「一於氣」是張載整個哲學體系的主線93，「氣之性本虛而神神，則神神與性乃氣所固」94「有

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95「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96性與天道統一於「氣」，

故人性根源於太虛之氣，人性與天道的連接建立在太虛之氣的基礎上，人和天地萬物本源都

是「太虛之氣」。氣聚有形而成天地萬物、人的形體，故統率天地萬物之性，也是人性，「天

地之塞塞，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97，吾即「作為人類類之一員的個人」，其即「乾坤、天

地」98，從這樣一種貫通天人的態度出發，宇宙一切無不與己相關，日用倫常的生命活動升至

天人一體的境界，道德行為皆作個人應實現的直接義務，故張載在<西銘>中總結儒家意義上

的人生觀為「存，吾順事；沒，吾寧寧寧也。」99王夫之稱讚張載將人性天道貫通一氣的主張：「有

宋諸諸先生洗心藏密，即人事以推本，反求於性，以正大經，立立大本。」100是矣。	  

四、總結 

張載的思想體系是在駁斥異學，特別是批判佛教的基礎上建立的儒家義理系統，其為學

的用心在扭轉學風、提攜人心，從《正蒙》，<訂頑>（《西銘》），<砭愚>（《東銘》）這些書名、

篇目名之上即可見一斑。張載以「氣」為萬物之本，《正蒙》之中「氣」的意涵在天道論的層

次，以「太和」「太虛」、「兩一」、「神化」等重要概念表現出來，在心性論的層次闡發為「心」、

「性」、「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等概念以表天人關係之對

應。於宇宙大化談起，其實落足於「人道」；關於「心性」修養的闡釋，意慾貫通大道，以人

合天，張載以「氣﹣﹣道﹣﹣性﹣﹣心﹣﹣誠」的論述脈絡，建立了儒家的宇宙本體論與修

養為學進路，以「天地之性」為最後歸依，從而達到「民胞物與」的「大我」之境界。 

	  	  	  	  	  	  	  	  	  	  	  	  	  	  	  	  	  	  	  	  	  	  	  	  	  	  	  	  	  	  	  	  	  	  	  	  	  	  	  	  	  	  	  	  	  	  	  	  	  	  	  	  	  	  	  	  
90	  同註 8，頁 26。	  
91	  同上。	  
92	  同註 8，頁 9。	  
93	  見：馮憬遠<試論張載樸素唯物主義氣本論>一文，載中國哲學史學會，浙江社會科學研究院所編：《論宋明理
學﹣﹣宋明理學討論會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136。	  
94	  同註 8，頁 63。	  
95	  同上。	  
96	  同註 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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