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4, 12(4), 682-687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4105   

文章引用: 刘佳宁. 从《周易∙系辞》到《诗经∙大雅》看“生生”的伦理意义[J]. 国学, 2024, 12(4): 682-687.  
DOI: 10.12677/cnc.2024.124105 

 
 

从《周易·系辞》到《诗经·大雅》看“生生”

的伦理意义 

刘佳宁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6月27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31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9日 

 
 

 
摘  要 

《周易·系辞》可以说是易之神髓、道之弥纶、序之内蕴，而《周易·系辞》中最具特色的概括性文字

就是“生生之谓易”。《诗经·大雅》被誉为“诗歌之正声”，多为高尚雅正之文字，有道德教化之意。

《大雅》虽多为政治之诗，但其中蕴含着前孔子时代朴素的生命伦理意识，这点无疑与《周易》之“生

生”是相合的。从伦理学角度看，对于“生生”概念的探析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当代生命伦理的建

构。 
 
关键词 

“生生”，易，诗，关系，伦理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Sheng Sheng”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to “The Book of 
Songs·Daya” 

Jianing Liu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n. 27th, 2024; accepted: Jul. 31st, 2024; published: Aug. 9th, 2024 

 
 

 
Abstract 
“The Book of Changes” can be said to be the essence of Yi, the milun of Tao and the connotation of 
order, and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generalizing text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Yi”. “The Book of Songs∙Daya” is known as “the right voice of poetry”, mostly noble and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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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t words, with moral enlightenment. Although Daya is mostly a political poem, it contains the 
simple life ethics consciousness in the pre-Confucius era, which is undoubtedly consistent with the 
“Sheng Sheng” of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heng Sheng” is helpful to the harmon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
temporary bio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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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其儒学解释与伦理性质来看，“生生”有着过程的内涵，人在“生生”中交往与发展。具象到社

会生活，“生生”在关系中开展，它在既有关系中不断更新绵延。“生生”在《周易》研究中算是较热

的论题，众多学者对于“生生”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与讨论，以方东美、熊十力为代表的 20 世纪现代新

儒家学者认为，“生生”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具有上升至天道的性质，将“生生”与“易”上升至宇

宙本体论的高度。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认识论、知识论等形而下的角度对于“生生”这一概念做出了

解读，他们对于康德道德哲学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将“生生”上升至“道德本体”与“先天之善”的高

度，人类由“生生”指引开展道德行为。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以上学者对于“生生”与“善”关系的思

索，为研究“生生”的伦理意义提供了新的道德哲学的研究路径。《诗经》与《周易》同属儒家经典范

畴，“生生”这一概念除了在《周易》中体现了代表天道性质的形而上之意味，它涉及天伦与人伦关系

的部分，在《诗经》中也展示了伦理教化的形而下之可能。“生生”的概念立足点在哪儿？“生生”的

伦理关系从何展现？“生生”的伦理意义居于何处？儒家为何也将“生生”认为是大德并传承千年？这

些答案要到五经中去找。 

2. 何为“生生” 

许慎的《说文解字·生部》是这样形容的“生”字，“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

生。”[1]这是一个会意字，它最初的甲骨文形态是草木从土地中萌生的样子。从造字法来看，横为地面，

上为草，萌芽冒出地面的时候就是“生”，植物之生长发展的样态就与“生”有关，故同属“生”部。

后面随着文字使用时的解读与发展，“生”除了表示草木植物，也有人或者动物的繁衍生息之意。《说

文解字》中将“生”之形与“笙”之音相结合，“物生，故谓之笙。”[1]从造字法、声韵着眼将生命的

意义附加给“生”，此外，《说文解字》对此还进行了补充与说明“笙，是正月之音。这时万物生长，

所以叫它笙。”[1]婴儿啼哭之“声”就是管弦丝竹之“笙”，正月之时，万物生长，音之谓“笙”，“生”

是一切的始点。先秦其他文本中也对“生”有一定的记载，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就给“生”赋予

降生、诞生之意，“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这里的“生”就表示婴儿降生的

含义。生是生命的文字，而“生生”则是对万物萌生、生机活力的进一步解读。无论是字之本义还是其

后续的引申之义都蕴含着自然哲学、生命伦理的内容。 
《周易》在文字发展的基础上，从学理层面丰富了“生”之一字的伦理意义。《系辞》作为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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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全篇的总结性文字，可以说是《周易》之精髓。《系辞》从阴阳变化之理层面用“生生之谓易”[2]
叙述了“生生”之道。《周易正义》有言“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

之‘易’也。”[2]大道的源头从《周易》始，而“生生”是道得以存续的伦理始基，也是阴阳调和运转、

宇宙间万物兴亡盛衰的根本。那么从字源学的角度看“易”，因为它是与阴阳相生相关，所以从造字之

处就含有“生生”之意。《说文解字》“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

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1]从象形为蜥蜴可知，易有变化之能，顺应了《周易》之变易

思想，而日月为易则取自刚柔相济，是阴阳变化之道的形而上呈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

相推而明生焉。”[2] 
上述提到规律层面的阴阳变化，实际上是从天地自然的角度对生之德进行了描述，“屈伸相感而利

生，感以诚也。”[2]自然的生生之德向下发展，才会由形而上的天道沉降到形而下的人道、实践领域。

《周易·系辞上》形容“易”与“德”之间的关系时提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2]正是因为“易”具有革新的特点，才能变化不息，与此句相照应的是《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德曰

生。”[2]由上述的“生生”之规律才能演化出后续“生生”之序、“生生”之礼，这就关系中的“生生”。 
关系中的“生生”从何而来呢？《系辞下》中是这样阐述的“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

物化生。”[2]这是将男女比作阴阳二气，此处正式地将夫妻关系这种伦理关系纳入了“生生”的范畴，

“阴”、“阳”对应着女性与男性，唯有阴阳交合才可以使万物生生不息。由“生生”推出阴阳，而伦

理关系又对应着阴阳和合，《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伦”字的，“倫(伦)辈也。从人，侖声。一曰，道

也。”[1]段玉裁对此解释为，“军发车百两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等第)曰辈。”[1]同时，他也提出“粗

言之曰道，精言之曰理。侖，理也。”[1]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伦理关系的肇始，而人伦关系中的夫

妇伦理让“生生”之力得以绵延。《周易》在《序卦下》中对这样的“生生”之序进行了阐释，“有天

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

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2]形而上可至自然界的法则，而形而下可至社会中的伦常关

系，规律运转、伦理恒常，这就是生生之位不易的体现。 
“生生”可以说是对周易伦理精神亦或者是对先秦伦理精神的精当概括。“生生”是对万物生长、

生命力量与人类生存的阐述说明。“生”既是天地的大德，又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包含着时间和变化，

也蕴含着人伦关系与人道准则。牟宗三先生在《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宇

宙条理与天人同情可以说是自然事实方面的合一，而天人合一可说是由事实之合一为基础而至价值界

也。”[3]“生生”之道不仅体现在《周易》中，在《诗经》的伦理体系建构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 文本中的“生生” 

《周易》将“生生”抽象为“阴”与“阳”，但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之德是更为复杂、更加具象

化的。既然提到了伦理关系自上而下的展开，就离不开对具体伦理关系中的“生生”分析。如果说《周

易》有推天道以明人事之功，那么《诗经》就是在流转的人事起伏中展示着传统的生命伦理。《诗经》

虽是一部诗歌总集，但其中蕴含的生命伦理、自然伦理的精髓为原始儒家生命伦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

要的思想基础。《毛诗序》对《诗经》的伦理作用是这样评价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

移风俗。”在《诗经》这里“生生”是对形而上之天道的内化，将天道与人道联结。 
《诗经》中“天道”在“生”的思想，要具体到诗句本身才能探得精髓，《诗经·大雅·荡》提出：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4]这是天人关系、天人之道的又一展现方式。《诗经》

的形容给“天命”加诸了好生之德的性质。据此可推，个人生命的完善与彰显是在“生生”的关系中实

现的，人如果能够践履“生生”之道，就是以天人和谐共“生”的德性品质来诠释“生生”之伦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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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杰先生曾指出，《诗经》蕴含着前孔子时期伦理思想的精华。《诗经》作为诗歌总集，涵盖甚

广，风土人情、人文政治、伦理习俗都为其所囊括。除了上述，天人关系中的“生生”，《诗经》中也

有感念祖宗“生生”之德的记述。《诗经·大雅·生民》有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4]，《毛诗序》解释道：“《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

以配天焉。”[4]《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4]《毛诗序》解读为“《绵》，

文王之兴，本由太王。”[4]方玉润《诗经原始》：“《绵》，追述周德之兴始自迁岐，民附也。”[4]这
两首诗的内容中都蕴含着对于祖宗“生生”之德的敬崇，而《诗经》中对于这种代际关系描绘的诗篇为

儒家对于孝道的伦理建构提供了文本依据。钱穆先生对于孝的伦理性是这样评价的，“中国社会的伦理，

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悌。”[5]家庭关系源自“生生”，后续的孝道

也是自“生生”始。 
当然，家庭伦理中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伦理关系，就是“夫妇”伦理。“夫妇”伦理在儒家的“五

伦”关系中是居于首位的，而上文《周易》所提之阴阳交合也体现了“夫妇伦理”的重要性。《诗经·大

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

王。”[4]这是对文王降生的叙述，正是因为夫妇二人承担了“生生”的职责，遵循 “夫妇”伦理，文王

秉天命而行，才会有小邦周的崛起。《毛诗序》评价这首诗为：“《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

王也。”[4]也从侧面论证了天伦与人伦的相生相契。此外，在《诗经》的生命伦理系统中，除了有人类

社会之传承，还有自然生命之不息。《诗经·大雅·桑柔》“瞻彼中林，甡甡其鹿。”[4]用树林中繁多

的麋鹿来类比有德行的圣人，何其多的野鹿表达淳朴又原始的生命秩序。这首诗实则是政治讽喻诗，它

将“生”与“德”紧紧相连。甡甡，众多也，指众多草木并立的样子，由两个“生”字会意。据《说文

解字》记载：“甡，众生并立之皃。从二生。所臻切。”[1]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据字形为义也。

二‘生’，故曰众；分左右，故曰并。”“许君以字从‘生’也，故主草木言。”[1]“甡甡”二字体现

了《诗经》的生育观与自然观，《诗经》对于“生生”的解读，开辟了文以载道的伦理向度。 
《诗经》与《周易》中的“生生”概念具有一些共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二者的共性首先体现

在循环与变化之中，《诗经》和《周易》都注重生命的循环与变化，反映出生命和自然界的不断变动与延

续。在生命力与生存意义方面，《诗经》和《周易》都强调生命力的重要性和生存意义。《诗经》中许多

篇章赞美自然界的生机勃勃，《周易》则探讨了宇宙的动态变化和生命的意义。而相生相养方面，《诗经》

和《周易》都描绘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和相生相养的特点。《诗经》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相互依存，

《周易》的八卦系统则表达了事物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的思想。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诗经》是中

国最早的文学史诗，其注重通过歌颂和赞美的方式表达“生生”概念。《周易》则是一部哲学经典，借助

道德、宇宙和人类生存的问题，探讨了“生生”概念的内涵。此外，《诗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其

“生生”概念更多地融入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观念。《周易》则更注重对于宇宙的思考和人类生

存的意义，其“生生”概念更偏向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在表达方式上，《诗经》通过富有节奏感的文学

创作形式传达“生生”概念，《周易》则通过八卦图、卦辞等符号和文本进行表达。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形

式使得“生生”概念在《诗经》和《周易》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和理论形式。 
综上所述，《诗经》与《周易》中的“生生”概念在一些方面存在共性，但在文本性质、哲学诠释

和表达方式上存在一些区别。两者共同揭示了古代中国人对生生概念的思考与理解，是古代文化和哲学

的瑰宝。 

4. “生生”的当代价值 

“生生”的伦理学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关注生命的互相滋养和延续的伦理观。它强调了人与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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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以及不同生命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亲和关系。它融贯于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与互助中，

生生伦理观认为每个生命都是与其他生命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互助的，相互滋养和支

持的。它强调了合作与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它也彰显了尊重与关怀的重要性，它认为每个生命都应当

被视为有尊严和价值的，并且应该受到尊重、照顾和保护。当然，这更是一种责任意识，生生伦理观认

为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及其对他人和自然界的影响负有责任。它要求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决策的后果，

并在选择中考虑到生命的互相关联与共生关系。在当今社会，生生的概念外延又得以扩大，生生伦理观

呼吁反对对其他生命的剥削和伤害，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当对待、以及人类

之间的不平等对待。它强调了平等、正义和可持续的共处。“生生”追求生命的平衡与和谐，旨在使个

人与群体、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统一。它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和尊重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其实，单纯分析人这一个体，作为纯粹动物性存在，它的生活是无特殊意义的，并不能与其他动物

区分。但是只要它与“德”发生联系，用德性武装自己，人的特殊生命意义就达成了确立，这种德性就

是从“生生”的绵延中得来的。“《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2]“易”可上升至天地之道

的高度，道的“生生”轮转之中是生命的繁衍不息、能量充盈、循环不绝。这种生命流转之“德”其实

已经深刻于人类之心灵，正如康德的不应该自杀的原则(完全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对生命之德的感恩与恪

守。 
蒙培元先生在《人与自然》中提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

神。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谈论“生”的

哲学就是谈论实践的哲学，“生”是研究中国伦理绕不过去的命题。《列子》中有“生物者不生，化物

者不化。”的描述，孟子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

想，这些关于“生”的思考都对当时社会的伦理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塑造。如果说《周易·系辞》表达了

阴阳互动的创化法则与模式，那么《诗经·大雅》就用诗性的语言引导着人们的行动符合天道的模式。

在以“五经”为圭臬的儒家经典指导下，“生生”的思想造就了早期国人的生育观，例如：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等。在这样的生育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

环境下，构建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家庭伦理关系。然而行至新世纪，生产方式以及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

这直接地影响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塑造，那么以“生生”思想在当今社会如何焕发出新的伦理之光呢？ 
“生生”的动态性在此刻便发挥了作用。生生有序，成位其中。“位”与“中”在《周易》中都有

变动不居之意，前文提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2]是从天道自然的角度讨论“生”与“德”的关系，而

说到“生”的变动性，值得注意的便是《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宝曰位。”[2]而守住生机与位份的关

键就是“中”，由“中”可得礼也，人道才可修得仁与义。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关系之互通。在伦理关

系中人们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形成，高速发展的技术以

及膨胀爆炸的信息让固有的伦理思想受到了挑战。 
“生生”之德在当代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生态观中，一方面体现在婚恋观中。生态观是对环境大

平衡之“生生”的描摹勾勒，讲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谐。只有因时而变、得中得位，才能在时代的浪

潮中稳居不变。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握物之生的最好时机、保育万物。而婚恋观中的时中体现在当代青

年男女把握时机，当行则行，在恰当的年纪做好相关的规划，完成人生的任务。只有夫妇承担了“生生”

的任务，人类才能繁衍，后续才会有基于“生生”基础上的孝悌尊卑等“礼”，新型的伦理关系才会于

新的环境中开花结果。 
此外，诗歌的教化功能也会对“生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钱穆先生提到：“故求通上下之情，

制礼作乐以治国而安民者，其大纲要旨备于《诗》。”[6]《诗经》成书于中国伦理思想萌芽、发轫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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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时期，一切关于人伦的思想都在萌生，它在道德教化方面有着以情动人之能，这时候就要发挥《诗

经》的教化功用引导青年男女塑造正向、正能量的婚恋观。今天所说的伦理观念，很大程度是与情感关

系相联结的，“生生”在当今的社会肯定也是由情而生、由情而起的，《诗经·大雅》虽为政治诗，但

是也描摹了周文王后妃之德，用经典来教化、引导青年男女有助于以史为鉴、学史明理。此外，《诗经》

中也有一些描摹爱情的诗篇，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桃夭》、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击鼓》等。这样的诗篇以其浓厚的人伦情怀感染、塑造着当代男女的婚恋观。 
综上所述，生生的伦理学观念强调尊重生命、相互依存、互助关心、保护自然，以及维护生命的平

衡与和谐。这种观念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框架，对于推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谐共生的社会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 

5. 结语 

“生生”之道，无论从哲学亦或人类学层面看，都对人之永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个人而言，

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生之道”作为涵养功夫，可以促成完整人格的形成，这就是儒家所讲的

“健康”、“善”。《周易》《诗经》这样的经典以其独特的魅力以及蕴含着早期人类生命思维的“生

生”思想将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生”这一概念是具有共时性以及历时性意义的，在形而上的

层面，《周易》将之与天道联系，继而才会有天与命、天与德、天与人等关于天人合德观念的阐发，在

形而下层面，《诗经》基于人的情性本体做出关于生命的人道阐发，展示了人性的本真状态，对生命的

态度以及“中和”的品质影响了后世儒家的德性论架构。养生即是修德，修德亦是修心。中国的社会实

际上是关系的社会也是情感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关系是流动且坚韧的。“生生”让社会关系和谐，而关

系中的“情”与“礼”也让“生生”得以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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