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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人一直致力于探求世界的运行规律，苏轼作为宋代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对其宇宙观的探讨有着重要

意义。苏轼在继承老子、《易经》思想的基础之上，建构了由“道”到物的宇宙演变范式：道(太极)–
水(而后五行)–天地(乾坤)–万物。其中“水”参与了由“道”到“物”的重要环节，通过水生万物的

方式合理化由“道”到“物”的过程。同时苏轼宇宙观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使得其哲学侧重点落在了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上，为解决个体人生的失意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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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laws of the world’s operation, and Su 
Shi, as a highly influential philosopher in the Song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xploring his 
view of the universe. Inheriting the ideas of Laozi and the I Ching, Su Shi constructed a paradigm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from Tao to things: Tao (Taiji)-water (and then the five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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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heaven and earth (Qiankun)-all things. Among them, “water” participates in the important 
link from “Tao” to “things”, and rationalises the evolution from “Tao” to “things” by means of wa-
ter-born all things. The process from “Tao” to “things” is rationalised by the way water produces 
all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Su Shi’s cosmological view of the laws of nature makes his philosophi-
cal focus on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solving the disap-
pointments of individual life. 

 
Keywords 
Sushi, Cosmology, Tao, Water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苏轼作为宋代哲学分支—蜀学的领袖人物，在哲学史上有着一席之地。他自己也曾说过，正是因为

一生中写了《易》《书》《论语》这三部哲学著作才不觉虚过，可见其对其哲学的重视，然而学界对于

其文学领域的重视程度却远高于哲学。目前来看，对苏轼哲学领域的研究数量较少，且对于该领域的研

究主要将其身份定位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从儒释道对其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程度、儒释道在

苏轼不同人生阶段的侧重、苏轼对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进程推动展开，另有一些从生态哲学的角度出发，

研究苏轼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其宇宙观的角度窥探苏轼哲学的研究相对更稀缺，因而本文从其宇

宙观出发管窥其哲学体系建构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其中“水”概念内涵的探究对于了解“水”在哲学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也有着重要意义。 

2. 苏轼哲学成就辨明 

苏轼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说》《易传》《书传》三部学术作品中，他曾自叹言：“抚视《易》

《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1], p. 1741)由此可见他对于这三本著述的珍视。苏轼自黄州

始作《易传》《论语说》，至海南又作《书传》并完成三书的最后修订定稿，将这几本著述奉为贴身至

宝，可在元丰三年(公元 1100 年)接到调令渡海北归时，他在《东坡志林·卷一》中说：“自海康适合浦 ，
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 ……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2], p. 206)。然而不

幸的是最终《东坡书传》与《论语说》均已亡佚，仅剩《东坡易传》得以完存流传至今，因而古今学者

欲探求苏轼的哲学思想必经此书。 
苏轼被后世称为北宋哲学“蜀学”一派的领军人物，更有学者认为“蜀学”乃苏东坡思想之成，可

见苏轼哲学思想颇具研究价值。《东坡易传》一书并非全由苏轼本人全部完成。其弟苏辙后为其写的墓

志铭：“先君晚岁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2], p. 239)其侄孙

苏籀在《栾城遗言》中回忆：“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嘱二子述其志。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

为之，题曰轼撰。”([3], p. 354)苏洵晚年对《易经》颇有心得，于是着笔注解《易传》，然并未完成就

提前去世。临终时他托付文学造诣深厚的二子继续代书。苏轼在“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之后，悲苦的际

遇使他开始更深入的人生思考，他自述：“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

《易》。”([2], p. 206)所以《东坡易传》总体成书大概历经苏轼在黄州与儋州两个阶段，在黄州期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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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成稿，儋州流放的时期苏东坡最终进行核订与成稿。 
本文以《东坡易传》为文献研究的重点，意欲探求苏轼宇宙观以及其哲学思想的创新之处。 

3. 宇宙观：阴阳交，始为水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大体分为两说，即《老子》的以“道”为本和《易经》的

以“太极”为本。宋代哲人对于宇宙本源的讨论皆以此为基础，但讨论涉及的具体问题存在诸多差异，

如张载提出“太虚元气说”，认为“道”即是“气”之动；程颐将“道”与“天理”并举；王安石将认

为“道”体用为一，认为“道”是元气和冲气的二元统一，其中元气为体，而冲气为用。另外，这些哲

人对于万物终极为“道”的观点达成共识，然而都力图通过新范畴来解释宇宙起源和发展，苏轼的宇宙

观亦有此共性。他的宇宙观以一句话概括便是“道”为最高范畴，水为其中最原始的物质。 

3.1. “道”论：阴阳相交，而后生物 

古人对于同一概念的使用赋予的内涵往往存在差异，张载、程颐、王安石、苏轼等人虽都认为“道”

为万物本源，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然而其落脚点却是极不同的。因此，对苏轼哲学思想的

认识不应当局限于这些常用概念本身，而应当建立在他的终极关怀上，关注他对宇宙生成的具体论述。 
宋代哲人都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这点在苏轼这里同样成立。在他的哲学体系中，“道”具有

根本性的意义，是宇宙的根本，也是阴阳二气矛盾斗争的统一体。他在解释《周易》中“一阴一阳谓之

道”说道：“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委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

象立而阴阳隐夹。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

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道之难言也，故借阴

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

([2], p. 351)这段话首先划清了物与阴阳的界限，凡可见者是物非阴阳。然而阴阳并非可有可无，它是物

得以自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解释“阴阳”与“道”非二物，因为“道”之恍惚不可捉摸的特性使得

这种由“道”而“物”的充分必要条件难以讲明，所以借“阴阳”来“喻道之似”。如此看来对于“道”

与“阴阳”有两点是可以明晰的：一是“道”为物自生之根本，是“阴阳”的统一体；二是“阴阳未交

而物未生”是一种向世人介绍“道”的方便之法，是以“喻道之似”来解决“道之难言”的问题，而并

非将“道”与“阴阳”二分。 
说明了“道”与“阴阳”的关系，苏轼讲述了阴阳相交而生物的过程。“阴阳之相化，天一为水。

六者其壮，而一者其稚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于复。故水者，物之终始也。”([4], p. 1200)又说“阴

阳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气而后生”([4], p. 3035)水作为五行

之首，是阴阳相交最先产生的物质。五行又是万物的基础，天下万物无所不用五行，五行为天地万物的

转化提供了渠道和媒介。五行而后天地，他说“缊，蓄也，阴阳相缊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

故为易之缊。乾坤之于易，犹日之于岁也，除日而求岁，岂可得哉！故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易不可

见，则乾为独阳，坤为独阴，生生之功息矣。”([5], p. 182)阴阳相蓄而后才能生成万物，对于“乾坤”

和“易”的关系，苏轼认为“乾坤”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生生之祖”；“乾坤”与“易”就像是太阳与

年岁之间的关系，太阳的不停运转产生了年岁，“乾坤”通过“易”的方式产生了万事万物。 
阴阳交而生五行，五行生乾坤，乾坤相缊万物生，物转相生，生生不已。讲明了道生万物的过程，

这种规律性的运转是否在阴阳未始交之时就不存在，即阴阳未始交的状态下就不存在“易”？答案是否

定的。他在解释“生生之谓易”中说：“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德无丧，无吉无凶。方

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物转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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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2], p. 357)首先确定了在阴阳未交物未生

的阶段，“易”同样存在；其次，这里进一步厘清“道”与“易”两者的关系，“道”为宇宙之根本，

然而这种根本性的存在是超绝言象的，是恍惚、难以名状的，由“道”到“物”之后，人们能把握到他

的运行规律却不见“道”。事实上，“易”不仅是万物产生之后的运动规律，这种规律与“道”是一体

的，只不过廓然无一物之际无法觉察。如此，物未生阶段“易存乎其间而人莫见”，物已生阶段“道行

乎其间而人不知”。至此，苏轼对于宇宙演变的过程已经基本清晰了。 

3.2. “水”：道生万物，其始为水 

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水”的概念，通过加入了“水”的阶段以明晰“道”与“万物”之间的演变关

系，赋予了“水几于道”基础上的宇宙演变阶段性产物的新内容。水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老子思想中对于“水”的概念十分注重，“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恶，故几于道。”

([6], p. 89)，“无为而无不为”([6], p. 209)，“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 p. 154)。水为至善

之物，虽看似柔弱实则胜刚强，虽无所为却也因此能够无所不为，因此水在《老子》中对“道”性的诠

释是老子智慧的具象化。可以说，苏轼对于“水”的创新究其根源是老子。 
苏轼通过“水”的加入直观化“道”与“物”的关系。他说：“‘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

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

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7], p. 291)阴阳未交之时，只是看似廓然无一物，实

则有“道”其中。而用水来说明“道”是最直观的，因为水的特性与“道”最为相似，即“水几于道”，

以“水”再次明确了“道”的物质性特征。借用与之相似的戴震的说法便是：“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

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行质，是谓形而上者，非形而下明矣。”([8], p. 321)即还

未生成各种事物的阴阳五行之气是形而上的，五行之气未形成之前同样是形而上的，而各种各样的事物

是形而下的。依照他的说法，所谓的“道”与“物”、“有”与“无”是相对于定质常形论断的；“道”

是无定质无常形的，“物”是有定质有常形的。于此，苏轼继续使用“水”的概念讲明无定质无常形到

有定质有常形的变化。 
通过“水”的加入讲明由“道”到“物”的演变过程。在通过“水”讲明道在阴阳未交之时的状态，

苏轼进一步分解了阴阳相交之后由“道”到“物”的过程。首先“道”的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阴”与

“阳”，阴阳不断运动变化，他说“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无为大始，有为成物。

([2], p. 345)其中提到“渐”的运动方式，所谓“渐”，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朝其对立面转化。他还

说过“水，至阴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后生者，阴不得阳、则终不得蒸而成也。火，至阳也，必待地二加

之而后生者，阳不得阴，则无所傅而见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阴阳之相加......苟不相加，则虽有阴阳之

资，而无五行之用。”([9], p. 265)其中提到“加”的运动方式。所谓“加”就是事物矛盾发展到一定程

度发生的矛盾转化。综合以上内容阴阳的运动方式是“渐”而“加”。“阴阳”通过“渐而加”的方式

产生五行，五行当中首先产生的是“水”，而后是“火”、“木”、“金”、“土”。五行产生之后，

便有了产生世界万物最基本的物质，而后能够产生天地等万物，如此，从无定质无常形的“道”到有定

质有常形的万物至此便清晰明了。 
另外，通过苏轼宇宙观可以看出其“道”论与老子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其中的“道”与阴阳二气、

万物本为一体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其创新之处在于“水”的概念的变迁。相比老子以“水”的特性

描述“道”的性质，苏轼则进一步明确了水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是最先产生于“道”的“物”，是

“道与物接”、“物中有道”的体现。天下万物“无所不用五行”，五行是世间万物的基础，而水在五

行中是第一位的，于此基础上在产生剩余的“火”“木”“金”“土”。“水”直接参与了由“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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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其中一个环节，通过水生万物的方式合理化由“道”到“物”的过程。苏轼宇宙观中对“水”

的把握从老子以“水”喻“道”进一步发展至将“水”直接作为“道”衍生万物的重要一环，他不再追

问《易经》中“太极”是什么的问题，将其过渡到老子的“道”，将世界廓然无一物的宇宙本体既称之

为“道”，也称之为“太极”，其宇宙观的重点放在了“道”之规律，即“道”为体，“易”为用上。

这种对于“道”规律性的把握侧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渗透在了苏轼的人生之中，也成为苏轼哲学

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宋代的重要支撑。 

4. 从苏轼宇宙观管窥其哲学价值 

4.1. 从宇宙观到“天人合一” 

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出发点不同，哲学体系的落脚点也会有所差异。就以宋代来说，二程的理学重

义理，其目标是为纲常伦理的社会规则寻找依据；王安石重视天道的变易为变法寻找依据。反观苏轼，

其一生三起三落，他寻找的是个体自身乃至人类层面的自得自洽之法，他要为个体失意人生寻得依靠。

因而，苏轼对于宇宙观的研究最终必然会过渡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 
苏轼认为“道”是无具体形态然客观存在的实体，有着难以名状的特点，因而借助阴阳来表达，即

“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二气与“道”并非二物，阴阳二气由“道”生发，在二气未交之际，世间廓

然无一物独有一个“道”；在二气相交之时，生五行而后万物。“道”不仅仅是万物得以生的根本性存

在，同时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他认为“道”生万物又潜行于万物以作规范，所谓“知周乎万物

而道济天下，故不过。”([10], p. 172)在苏轼看来，万物当循道而行，而人也应当循道而行，即“道之大

全”的特性。“道”之“全”意为 “道”无所不包，既是宇宙运转的自然之道，也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

的道理。“性之至者亦曰命”([10], p. 258)，人之“性”由“道”而生，人的生命顺应“道”至其最高境

界就能做到“性”“命”的高度统一。苏轼哲学思想里将“道”、“性”与“命”三者进行超越性的统

一，在其宇宙观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范式。人作为万物最为精妙的存在，是阴阳相交所生，对

于自然的把握、“道”的充分继承才能做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苏轼从其“道”论出发论天下万物，对

人乃至世间万物充满着人文关怀，也从其宇宙观出发揭示了他对于“天人合一”的和谐愿景。 

4.2. 从“水”到“自然之理” 

战国时期的《管子·水地篇》就曾说过“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 美恶、贤不肖、

愚 俊之所产也。”([11], p. 211)西方哲学史中也曾有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因

而，在中外哲学史范畴，“水”这一物质都曾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存在，蕴含着哲学最基本也最深奥的

道理。而在苏轼宇宙观中，“水”之重要程度只会更甚，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是最先产生于“道”

的“物”，是阴阳相交之下“道”的具像化呈现，是“道与物接”、“物中有道”的体现，从这个层面

“水”的不囿于一物让其具备了成为一切的可能，即可谓上通于“道”，下达于物。也正是因为“水之

无形，随物赋形”，让它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道”，但却是“道”最直接的显现。苏轼的哲学思想从宇

宙观出发，讨论宇宙的生成、存在，在对“水”与“道”共性的把握下反哺自己的人生。苏轼认为“今

夫水在天地之间，下则为江湖井泉，上则为雨露霜雪，皆同 一 味之甘。是以变化往来，有逝而无竭。”

([12], p. 15)水之变，可为雨露霜雪、江湖井泉，而这些都是“同一味之甘”。“水”在苏轼的哲学体系

中承担了关键作用，同时在苏轼的人生中也成就了他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违自然之理的生态哲学之道，

顺兴而为而又无为而为。 

5. 结语 

苏轼不仅是宋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其蜀学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探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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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哲学体系的底层逻辑，不仅对于把握其哲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个体人生也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文章主要阐释了苏轼宇宙观中“道(太极)–水(而后五行)–天地(乾坤)–万物”的演变范式，同

时分析了其中“水”概念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苏轼宇宙观的具体论述为了解苏轼哲学思想起到

承接作用，彰显了其独特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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