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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易学与黄老思想研究综述 

 
王艳芬 1 

 
摘要 

汉代易学是中国易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象数易学体系，后世影响

深远。对此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学者们鲜有关注到汉代易学与黄老思想的联系，进而更少

有人考索汉代易学，包括易学家、易学作品等其中的黄老思想成分，以及汉代易学与黄老思

想交融的具体情况乃至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其实汉代的重要思想家如董仲舒等人受易学、

黄老思想影响匪浅，本文将集中梳理这部分内容，以呈现汉代思想史的别样风貌。 
 
关键词: 汉易；黄老；董仲舒；杨雄；综述 
 
 
 

现在的黄老道家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关于

《周易》经传与黄老道家及其思想的研究还有

待深耕。目前比较系统地介绍这一主题的有陈

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
《道家易学建构（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0），再者就是见于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

究》辑刊里收录的相关文章。个人研究方面，

赵建永在梳理汤用彤手稿时，也注意到了这个

话题。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周

易》经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儒家类文献，对这

产生怀疑的学者除了较为典型的宋代欧阳修和

清代崔述，近现代以来有顾颉刚、钱穆等疑古

学派、古史辨派学者，还有八九十年代的陈鼓

应、李镜池等人，他们接续疑古学派的观点，

进一步提出“道家主干说”并将《周易》经传

划归为道家文献，这在学界引起了许多反思和

争论；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周易》经传

是儒家文献”的惯性思维，一些学者在研究中

虽然也注意到了思想史中的人物或文献具有黄

老思想倾向，但是重视度不够，更多地直接将

其归入儒家思想中，这样就可能和材料的历史

原貌失之交臂。这显示出了，对于《周易》经

传和黄老道家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由于，目前关于黄老道家、易学、及其相

关人物和思想的研究，儒道关系、融合的研究，

非常之多，下面只介绍与文章研究主题最贴近

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状况。 
 

Ⅰ. 汉初易学与黄老思想研究概貌 
 

1．《文子》 
在介绍汉代的情况前，作为思想源头和先

声，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文子》易学的状况。

目前，关于《文子》与易学的研究少之又少，

可能由于《文子》书中引易内容少等原因，此

问题未能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现就已有的研

究成果进行介绍。 
曾勇指出，《文子》的道气论、中和、尚

变思想都渗透着易学思想。2但是，曾勇这篇文

章的论证方式是，简单罗列《周易》经传的内

容，然后再罗列《文子》中有类似概念和思想

相近的部分，必要的过渡说明不足，分析力度

研究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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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可以在再现有的基础上深入一些。这也是

当前一些思想比较研究作品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周国凤也说，《文子》是先秦黄老思想作品，

与《易传》有很多相似思想，比如时变、崇尚

阳刚、崇尚简易、见微知著和研几慎积。3可以

说，这篇文章多多少少也有上面提到的问题。

以上这两篇文章，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文子》

与易学的期刊论文，它们首先都承认《文子》

是黄老道家作品，然后基本观点和陈鼓应的差

不多，论证方法采用文本的相似概念等的对比，

论证的说服力略显不足，内容相对单薄，可以

看作一种观点的提出，而不能作为客观证实的

可靠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前人的研究，也确

实能提醒我们，《文子》中含有易学思想，尤

其是《易传》的思想，同时这种思想也和黄老

之学密切联系着。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子》

中的这种思想也不是突然之间就出现的，而是

有其源头与承继，需要结合思想史加以探赜。 
 

2.《淮南子》 
从易学史上看，张涛认为《淮南子》是汉

代易学史发展上的重要环节。它接受先秦道家

之说，同时继承、发展《易传》，提出了自己

的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理论，以“道”为最

高范畴。《淮南子》继承《易传》天地人一体

观的思维方式，追求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

的整体和谐。《淮南子》的作者具备忧患意识，

告诫人们要发挥《易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积极进取的精神，居安思危，同时希望能够弘

扬《周易》的变革精神，改革社会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易传》天人之论中的

神秘主义因素。《淮南子》的易学思想与陆贾、

贾谊、韩婴等人的易学思想一起构成西汉前期

易学的总体格局。4从后来的研究也可以看出，

《淮南子》的易学思想方向，也奠定了后来思

想家们思索的基本框架与面向。 
高新民指出，《淮南子》中有不少易学思

想，如自然宇宙论和“太一”、元气概念，天

地人三才之道，推天道以明人事，崇尚变化、

肯定社会变革。5可以看出，这些尚且没超出陈

鼓应提出的观点范围。 
在以《老子》思想解读《周易》方面，《淮

南子》开启了汉代以《老子》解读《周易》的

传统。张涛指出，《淮南子》的易学是西汉前

期道家学派解读《周易》的代表成果。西汉中

后期，严遵、扬雄继承了《淮南子》易学，他

们的易学思想代表了以道家黄老之说解读《周

易》的方向。6 
《淮南子》内容庞杂，对儒、道、墨、法、

阴阳诸家思想兼收并蓄，但其主要的思想宗旨

倾向于道家，是汉初黄老新道家的代表作。这

显然与《易传》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思想是

一致的。可以说，《淮南子》的著述体例就是

以《易传》思想为指导，在综合百家、博采众

长的基础上，凸显道家思想的结果，体现出融

合易学与道家思想的鲜明特色。比如，“道”

论是《老子》思想与《易传》思想的一个重要

的契合点。《淮南子》也是将“道”作为最高

哲学范畴，并且在以“道”为基础构建的天人

关系上，接受了《庄子》思想（《本经训》《览

冥训》《天文训》），也受到了《易传》天人

观念的启发。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推天道以

明人事，正是《易传》的主导思想。《淮南子》

还将以人为中心的天人观应用到治国理念中，

体现出一种民本或者人本思想（《泰族训》），

强调圣人在上的统理作用，讲究“君人南面之

术”，这显然是带有黄老道家的思想倾向的。

在《易传》《老子》都以自然之道为事物固有

本性和规律，为宇宙基本原理上，《淮南子》

继承了前者这种崇尚自然、顺天而动的天人观

（《泰族训》《精神训》《诠言训》）。《淮

南子》天人理论的归宿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

和谐，并推衍出社会应当效法的理想蓝图（《泰

族训》），和由《周易》同人卦“和同于人”

“与人同心”的精神治构想出的安定社会图景

（《缪称训》），这些都和乎于道家和《易传》

的价值追求。另外，《淮南子》有其独特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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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要略》），即能以道家的哲学体会《易

传》的精神。7 
针对具体文本、文字的分析，人们多得出

《淮南子》所引《周易》的内容为孔子所传。

如，经过梁韦弦考证，《淮南子》一书引用《周

易》凡十三处，论《易》文字两处。引用《周

易》十三处，多在《缪称训》《齐俗训》《氾

论训》《诠言训》《人间训》《泰族训》，都

是讲义理的，有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

其中十二条见于传本《周易》，《人间训》之

“孔子读《易》，至《损》、《益》”一段文字，

不见传本《周易》经传，但马王堆帛书《易传》

的《要》篇中有大义略同的文字，是讲损益之

道乃祸福之门的。接着，《淮南子》中评论《易》

之学的文字有两处，分别在《泰族训》和《要

略》中。归结起来，这些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

《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

显的。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

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

义”的证据，也就是，孔子易学或者说儒家《易

传》之前的易学主要是用于占筮的易学，但我

们没有理由断定那就是像汉人卦气说那样的东

西。另外，《淮南子》诸篇引《周易》经文的

文字，与传本《周易》经文一致，引《序卦》

处文字略有不同，引孔子论损益两卦文字一段，

类似文字又见《说苑》与《孔子家语》，内容

与帛书《要》篇有关内容大义相近，而这些文

字差异很大。这可能说明，传世本《周易》在

当时已是通行定本，而帛书《易传》却可能版

本诸多。8 
刘大钧认为，《淮南子》中引《易》或与

易学相关的内容，应本之于《淮南道训》，而

《淮南道训》又源自田何今文《易》，田何今

文《易》又为孔子所传，同时马王堆帛书《周

易》经传也为孔子所传，两者同源，所以应该

是有相同或者共通之处的。再经过比较相关章

节，刘大钧提出《淮南子》中引《易》论《易》

的文字，确实是由孔子所传的帛书《周易》经

传流传而来的。9当然，帛书《周易》经传是否

为孔子所传及其性质如何，是有待讨论的。 
总结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发现

一些问题。诚然，前人对于《淮南子》的研究

已经比较深入，但是由于对待《周易》经传的

思想倾向意见不同，对于《淮南子》中易学的

思想性质的判断也就会有所不同，而要重新审

视《易传》与黄老道家的关系，就必然会涉及

关于《周易》经传文献、思想的重新评价，相

应地对于《淮南子》的重新审视也跟随其后，

而后面内容提到的董仲舒、严遵、扬雄等的情

况也与此相类。 
 

3.董仲舒 
关于董仲舒思想，目前从“黄老易学思想”

方面研究的比较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

“董仲舒的易学与黄老思想”这个话题，一是

董子的黄老思想，二是董子的易学思想，目前

这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一些。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认为董子是儒家

代表，但是根据我们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

一些侧重思想史和历史方面的学者指出，董子

所处的秦汉时代，即便是儒生，也带有方术士

的色彩，他们大多兼习黄老，思想比较驳杂，

甚至难以分门别派，另外，董仲舒没有易学作

品，但一些学者认为他思想中含有易学的思想，

并已撰文说明了。照这样的情况看，如今对于

董子的研究还不够完满，继续深入梳理文献，

或许会有更多发现。 
 

（1）董子的黄老学造诣 
经过对于这部分的研究，学者们意识到了

董仲舒思想中含有不少黄老之学内容，但是受

到研究方向所限等原因，没有注意到易学对董

子的影响，不能从易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材料、

文献。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从儒学的视角分析

董学的黄老思想，因此得出的结论都是服务于

儒家思想的，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研究中较为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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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目前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禁

产生思考，即一位思想家或一份文献材料，如

果其中主要含有两种或更多思想倾向的内容，

那么怎么判定哪种为主、哪种为辅，也就是说

董学中既含有儒学思想又含有黄老之学，那么

究竟是谁服务于谁、谁统摄谁，两者的主导与

从属关系是怎样的，前人的研究论述还略显不

足。可能也是由于考虑到了董仲舒思想成分的

复杂性，部分学者就把他列入不可分派别的思

想家行列。下面详细来介绍。 
一些学者把董仲舒列为儒家学者，以此为

出发点，研究董子的黄老思想。 
张国华对此的研究较早，他的观点大约可

以说是奠定了儒家学者研究董仲舒的基调，后

来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他观点的展开和深化。

张国华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和构建方法、

宇宙生成图式、社会政治思想，都与《黄帝四

经》密切关联，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董仲

舒思想的主要部分都有黄老思想，他的儒学是

全面吸收了黄老思想后形成的新儒学。具体来

看，张国华列举了董仲舒思想中的黄老道家因

素，有：宇宙图式中的“道”与“天”、“一”

与“无”、天地、阴阳、四时；社会政治上，

以《黄帝四经》“无为”论说“大道”，用《四

经》“阴阳”论述尊卑有别，以阴阳、四时为

本讲刑德、生杀。10 
后张国华又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角度，提出董仲舒自《天人三策》提出的“纯

任儒教”治国，到《春秋繁露》中的“天地”

“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以及

“无为而治”“生杀兼备”“阳尊阴卑”的政

治理论，全面吸收了黄老之学，以此构建了新

的儒学思想体系，并最终取代黄老之学，达成

“独尊”。11李定生认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变易与“更化”思想明显受到齐国黄老学的影

响，他还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这是对儒学

的改造。12梁宗华认为，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

学体系呈现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结构，其中道家

黄老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黄老道家的道

论、精气说、自然无为、阴阳刑德、权谋术数、

爱气养生等都对董学影响深刻。13和前面观点

比，梁宗华又补充了养生论上的内容。之后一

些学者的研究基本没有超出前面几位的研究范

围，而在内容材料上更详细地挖掘和举例，如

花琦 14、周宁 15、王壮壮 16、白延辉 17。 
一些学者将董子列为兼容百家、难以划派

的思想家之列，如张涛，下面会有介绍。 
目前，关于董仲舒黄老思想研究的专著尚

少，也不甚成体系，多散见于董仲舒其他研究

作品中。可见，这也是尚待发掘的一片领域。 
 

（2）董子与汉代易学 
在董子与汉代易学的研究中，注意到董子

思想和易学有联系的学者，一般都是有易学专

门研究经验的学者，而他们提出的董学中的易

学思想，往往和董子的黄老思想内容重合。在

研究董学中的黄老思想时，学者介绍的内容又

和董学中的易学思想较为相合。站在易学视角

研究董仲舒的学者，对比站在儒家视角研究董

仲舒的学者，前者往往能发现董仲舒思想驳杂

的一面，提出不能单纯地将董仲舒作为儒者研

究的观点。这也许能够更客观地呈现董仲舒思

想的成色。当然，如果站在黄老和易学双重角

度下审视，就能发现董学的黄老色彩与易学有

着密切联系。 
根据张涛的研究，董仲舒没有易学作品，

但他的思想形成却是借鉴、取用过易学成果的，

而且他还影响了汉代象数易学。董子借鉴过易

学成果形成和完善自己的学问，体现在他的天

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春秋公羊学，阴阳五行说，

社会历史观上的变易、不易思想，社会和谐论

中体现的《周易》经传的中正说，重德、选贤

养贤思想，灾异理论上。而董子对汉代象数易

学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天人感应及三纲五常理

论被融入象数易学家的卦气图式中而得到进一

步发展，而其灾异理论也密切影响着以卦气说

为核心、以阴阳灾异为重要内容的象数易学，

董仲舒是孟、京易学的不祧之祖。董学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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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象数易学的观念背景、思想基础和理论依

据。18 
李英华对此有更加专门的研究。他更进一

步，认为易学是董仲舒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内

容，并分析了董子的“元”论和“人文宇宙观”
19。和李英华主张类似，王帆进一步从“阳尊

阴卑”的阴阳观、感应论、三才之道与法天及

“与时偕行”的思想、“见微知著”的发展规

律论、“神道设教”与灾异谴告说几个方面进

行了分析和证明 20。和张涛观点类似的，认为

董子的春秋学与易学汇通、易学深刻影响了董

子春秋学的有张实龙 21、谢金良 22。从主要易

学角度，研究董子阴阳观、“天人合一”思想

的，有刘明武 23、白奚 24、白效咏 25等。 
 

Ⅱ. 两汉易学与黄老思想研究现状 
 

“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秦代、

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

期五个阶段。《易传》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

和重要源头，易学研究和运用是秦汉思想发展

的重要载体，易学思想则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

潮、主旋律。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

易学思想史的衍扩和伸展。”26“中国思想文

化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也主

要表现在易学思想方面。”27易学与秦汉思想

文化的关系，张涛对此的研究颇为系统和深入，

这得益于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涛就指出，易学

界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范围太窄、研究对象太少，

所以应该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受《周易》及易

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文化现象上来。

易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周易》和易学启示、

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曾经研究易

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

张，而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是有所师承的易学家，

不管这些著作是否是专门的易学著作。这样才

能更准确地把握易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解读

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现象，推动易学发

展。28这个主张和方法是很值得采纳的，也是

本文组织汉代时期易学与黄老思想研究材料的

重要思路。 
张涛对这段思想史先有一个概说，即认为

易学思想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旋律，《易传》

和易学的观念、思维模式对秦汉思想的启示和

影响，大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宇宙观，《易传》

太极生两仪，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的思想，对

秦汉时期关于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理论影响

甚著，如董仲舒、王充、郑玄和魏晋本体论者。

历史发展观，秦汉时期的易学家、思想家不少

都继承、发挥了《易传》阴阳变易、革故鼎新

等辩证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历史观中，承认人

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进化的。同时，受《易

传》天尊地卑、乾坤定位等不易之义和循环往

复思想的影响，易学家、思想家们强调变不易

实，宗法等级制度是永远不可变革的，变革的

只是某些具体制度，而且这种变革带有明显的

循环色彩，像董仲舒的三统、三正之说，司马

迁的忠、敬、文终始之变等。人生理想观，《易

传》倡导“与天地合其德”（《周易·乾·文言》），

将天人合一视为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强调人

效法天道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影响到了

《淮南子》、司马迁、王充、张衡等，他们主

张天道自然无为、人道有为、自强刚健。社会

政治观，《易传》含有忧患意识、重视德、尚

贤养贤，对西汉思想家和政治理念影响较多。

治学风格和特色，秦汉时思想文化出现三次大

规模综合融汇，一是稷下道家或说黄老之学德

形成，一是《吕氏春秋》问世，最成功的一次

是《易传》的问世。司马迁称《易传》是百虑

一致，殊途同归，融合道、儒、墨、阴阳等诸

子思想等，这使它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

重要源头。这样，在秦汉很难照先秦诸子百家

的标准从中找出纯而又纯的儒家、道家、法家

或其他什么家、什么派，如董仲舒、扬雄等，

都不是孔门所谓的儒学。假若我们非要将其归

入某家某派的话，那么不妨将他们与《易传》

的作者一样归入易学家之列。因为他们几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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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外地都受到《易传》和易学的启示、影响，

将《易传》等易学著作当作最为重要的资鉴和

依据，用以构建自己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29 
对于这段思想史，黄河也有自己的看法，

即从学界对于《易传》的学派归属的争论，可

以看出《易》《老》在思想内涵上存在先天的

契合。而两汉时期始终存在着兼治《易》《老》

的学术风气，这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合，并

对魏晋玄学和道教易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

为以儒道精神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

础。30 
 
1.严遵 

目前，对严遵和《老子指归》思想的研究，

多集中于宇宙论、养生论、社会政治思想、易

道关系、与道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

下属的一些概念和思想等，对其易学的研究较

少，对其黄老思想的研究也比较少，对于易与

黄老思想融合的领域研究就少之又少。所以这

里尽量介绍和研究相关的易学思想部分。 
严遵以卜筮为业，著有《老子指归》并且

熟悉《周易》。张涛认为，严遵《老子指归》

在宇宙观、社会政治观等方面对《周易》的框

架结构、思想内容吸纳、取鉴甚多。如《指归》

的总序在形式上模仿《序卦》，即先讲某章如

何如何，然后说故授（受）之以某章云云，对

宇宙生成及其过程作了详尽的论述。这一宇宙

生成图式，主要是在吸收、改造《老子》“道生

一”之说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他的“太极之

原，天地之先”云云，颇类似于《易传》的太极

生两仪之说。再，严遵“神明”一词源于《庄子》，

并借鉴、吸收了《管子》中《内业》等篇的观

点，但与《易传》的“神明”内涵似乎不太相同，

但又不能否认其之间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

严遵“有生于无”的观点，对后来的王弼多有

启发。严遵从宇宙生成的角度讲有与无，同时

含有本体论的意思。王弼着重从本末关系上讲

有与无，同时亦含有宇宙生成论的意思。严遵

之说是汉代道家思潮转变为魏晋玄学的重要中

间环节，是从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的中介。接

着，严遵的理论有着丰富的辩证思想，这既承

自《老子》，也是受启于《易传》的结果，如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突出人的主体意

识和能动精神。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严遵对

《周易》也取资颇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中

正、太和观念为典型的整体和谐思想。31 
在张涛研究的基础上，丘乐媛撰文指出，

严遵很直接地把《易传》思想中可能涉及到的

关系都归结为圣人与百姓的关系，或称为从道

（君主）的“无为”到万物（百姓）的“自然”

如何过渡问题。例如：“性命”思想中的“万

物资始，各正性命”，严遵就把万物与乾元的

关系转化为圣主与百姓的关系。又如：感通思

想中的阴阳、刚柔、声音这些自然万物之感应，

他借用了《系辞》中的“无思”、“无为”以

“通天下之故”的思想，指出了“无为”与“感

通”之间的深刻联系，统一指向了主与天下之

关系。严遵所着意的是无为思想在政治世界中

的施展。32 
黄河指出，严遵的学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老》《易》兼治。黄河提到，汤用彤先生曾

指出:“世之非毁弼《易》者，一非其援老氏入

《易》。然汉代自严遵以来，兼治《老》、《易》

之人固多矣。”33首先，《老子》和《易传》

都有一套宇宙生成图式，严遵的宇宙生成论主

要是在《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四十二章）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四十章）的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

建立起来的。严遵构建了一个自然生道德，

道德生神明，神明生和，和生气，气生万物

的宇宙生成图式，其中，自然既是老子的道，

而道德等同于一。严遵还用《易传》的语言和

《易传》以“乾元”为万物基始的观点阐释了《老

子》中“一”的概念。第二，严遵善于运用《周

易》的语言和思想阐发《老子》的概念和学说。

他对“道”“虚”“无”和“有生于无”的论

述，较之老、庄有了较大的发展，具有较高的

思辨性。魏晋玄学，特别是何晏、王弼的“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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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皆始于无”的“贵无论”正是在严遵和《易

纬》的思辨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4 
严遵是援引易学进入老学的代表。在这个

研究视角上，马鹏翔指出，《周易》在汉代被

看作群经之首，严遵精通《老子》和《周易》，

其所著《老子指归》中部分地方援易解老，如

《老子指归·说二经目》中对《老子》的整体框

架、章次安排进行解说时就充分吸收融合了《系

辞》的思想，如“天地之数”观念，且以阳数配

天、阴数配地。35在《得一篇》中解释《老子》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中，含有《老子》

“无为自化”和《易传》“天覆地载”思想，尤其

是明确化用了《周易·乾·彖》：“大哉乾元，万

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在《以

正治国篇》中，他还特别借鉴了《易传》“一阴

一阳之谓道”，同时吸收其“刚柔相推，变在其

中”之说，及中正、太和观念来解释《老子》。

另外，《老子指归》中的阴阳理论主要是来自

《易传》。36 
学位论文上，有吕洁《严君平〈老子指归〉

道论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冯

静的《严遵〈老子指归〉自然观研究》（西藏

民族学院，2014）、严一钦《从严遵〈老子指

归〉看严遵和扬雄的思想共性》（福建师范大

学，2015）、袁永飞《〈老子指归〉的哲学研

究》（武汉大学，2018），但是却没有着意研

究其易学以及黄老之学的思想。其中，陈一鸣

《严遵〈老子指归〉思想研究》（河北大学，

2020），在论述黄老与易学方面，观点基本与

上文所介绍的相同。 
 
2.扬雄 

对扬雄思想的黄老成分的分析，早在 1996
年，魏启鹏就关注到了《太玄》与黄老帛书的

关系。他指出，黄老帛书提出的一些重要观念，

如三光、四时、刑德、阴阳、五行等，都在《太

玄》中更完整、系统详密地表达和运用出来了。
37 

之后，雷健坤在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上进

行了研究，比较有参考性。雷健坤针对当时学

界把扬雄视为儒家人物的状况，提出其思想本

质是信奉黄老道家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尚玄与崇道精神相通。扬雄用“玄”的

概念弥补了黄老学派把“道”发展“精气论”

的自然主义天道观的理论不足。第二，扬雄少

欲节俭的主张与黄老“虚无为本”相契合。第三，

扬雄尚因循讲损益深合黄老“与时迁移，应物变

化”之旨。第四，他表面强调礼教仁义，实际承

袭黄老“刑德并举、礼法兼治”的主张。第五，

扬雄表面强调礼教仁义实际承袭黄老“刑德并

举、礼法兼治”的主张。38 
在综合考虑扬雄思想中的易、老因素以及

对于严遵思想的承袭上，张涛做了不少研究 39。

张涛指出，扬雄的《太玄》模拟《周易》的形

式而创作，同时根据老子之说将“玄”作为最

高范畴，又结合元气说对《易传》太极说进行

改造和发展；本于《易传》之旨，扬雄试图构

筑一个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图式，并采

用三分法进行了述说；对《周易》阴阳变化、

物极则反、自强不息以及中正、太和等思想观

念也多有继承和发挥；对《易传》革故鼎新和

黄老之学因循观念加以综合创新而提出了因革

相成的思想。《太玄》也是当时更命思潮在易

学领域的反映，并与王莽代汉改制有一定的关

联。严遵、扬雄的易学思想为后来的王充、张

衡特别是王弼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 40 
像是张涛等人的研究，梳理了从严遵到扬

雄，再到王充、王弼的思想线索，考察了他们

思想中的承继和改造。而这条思路对于了解这

一时期《易传》和黄老道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十

分重要。 
张涛指出了值得注意的一条线索。东汉前

中期，班固也曾借助《易传》、《易纬》及严

遵之说，提出了一个以“太极之原”为本原的宇

宙生成、万物起源和社会演进理论，将太极说

与阴阳五行说巧妙地结合起来，以论证刘汉皇

朝的合理性、神圣性，同时也反映出对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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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理想的追求。《易传》的变通思想和“一阴一

阳之谓道”的观念亦在其《汉书》及辞赋作品中

有所反映。同时，王充则在桓谭自然主义倾向

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借鉴道家黄老学派的

解《易》之说，建立起较为系统的自然主义宇

宙观。他认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是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并提出了汉盛于周、

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直接继承和发挥了《易

传》变化日新思想。受启于《易传》的中正、

太和观念，他力倡百姓安而阴阳和，向往天人

之间的整体和谐。王充之后，张衡本于《易传》，

吸收道家黄老学派的易学思想，出了以元气为

本原的自然主义的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理论，

并提出了整体和谐、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思

想，但同时也采纳了《易纬》一些神秘主义的

说法，还提倡学习占筮之术。王充、张衡易学

思想的出现，是当时易学领域象数易学逐渐衰

微，非官方的费氏易学日趋兴盛的一种反映。41

东汉后期，王符、荀悦、仲长统都曾吸收、借

鉴《易传》的变通思想，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革

思想和历史发展观。42可以说，如果陈鼓应提

出的“革故鼎新”“变革”思想属于黄老思想

的话，那么上面提到的有关思想都可能与黄老

学有关，值得重新审视。 
还需注意的是，在“玄”概念的流传上，

即汉末到魏晋玄学中，张涛指出，扬雄的“玄”

与魏晋玄学的“玄”在内涵上非常接近，如《太

玄·玄莹》中的“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则制众，无则治有”43，

和王弼《周易略例·明彖》的“夫众不能治众，

治众者，至寡者也”一段很相似。44思想流传

上，周立升也持相同观点。45 
黄河指出，《太玄》在思想内容上则汇通

《易》《老》，自成体系。“玄”这个取自《老

子》概念又具备了《易传》三才之道的内涵。

扬雄说“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

并自比为“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

（《汉书·扬雄传》），这显然是受到《易传》

的启发。而扬雄的“玄”与魏晋玄学的“玄”

在内涵上已经非常接近。扬雄思想中辩证思维

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太玄·玄摛》《太玄·玄

告》）。同时，扬雄的损益祸福观念同样是受

到《易传》和《老子》共同影响的结果。《太

玄》的宇宙观虽然立足于《易传》的三才之道，

但以更接近《老子》的三分法代之。46 
学位论文上，有田小中《〈太玄〉易学思

想研究》（山东大学，2009）。 
 
3.桓谭 

为了思想线索的连贯性，这里介绍一下桓

谭的思想。诚如甄跃达总结研究现状时所言，

“当前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对桓谭的生卒年

问题、唯物主义思想、思想属性和某些专门思

想的研究上，而较少从道家思想的角度认识桓

谭的思想。”47 
桓谭是两汉之际的一位思想家，属于古文

经学派，他反图谶、反神学、反对儒家“天命

论”。桓谭与扬雄的关系是，桓谭十分欣赏扬

雄，称赞他“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

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48预言数百年后，扬

雄所著《玄经》一定还能流传。 
人物关系上，根据苏诚鉴的考据，刘歆、

扬雄、桓谭与王莽有共同的仕宦经历和学术趣

向，都参与了王莽新政。年龄上，扬雄最年长，

然后王莽、刘歆次之，桓谭最年轻，前三人当

属桓谭的父辈。由于扬雄与桓谭的政治地位和

志趣更接近，两人是忘年交。古文经是他们政

治事业的思想基础，古文经重视《左传》，王

莽、刘歆和桓谭都推崇《左传》。49 
对于桓谭的身份，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

为他是儒家学者，有的认为他是反对儒家的，

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宿县安大中文系桓谭

作品选注小组就研究了桓谭思想，虽然文章带

有时代政治经济的特征，但是大体观点也可以

参考，文章称桓谭是反对谶纬迷信的先驱和尊

法反儒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并较详细地列举了

这方面的材料。50而桓谭是不是儒家，无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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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略过不提，下面主要梳理他和扬雄、王充

等思想上的承继情况，兼论其易学思想。 
对扬雄思想的继承上，郭茵认为，《新论·祛

蔽》篇中有“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这是继

承扬雄的天是“无为之为”的思想，对神学目的

论的批判。51 
对王充思想的影响上，陈玉璟指出桓谭思

想中，有关天的本质、批判图谶和形神关系的

内容被王充所继承。52 
对于桓谭道家思想的研究也不受关注，甄

跃达从独辟蹊径，从这个研究方向指出，桓谭

吸收道家自然主义的哲学思想，批判天人感应

理论。桓谭受扬雄《太玄》影响，认为本体是

规律性的，受《淮南子》自然主义天人感应影

响大，认为人是由天地精气所生，并能与天相

通，对“精气”的认识比《淮南子》有进步，

受黄老养性思想影响而讲求避祸保身。53 
目前关于桓谭易学的研究不多，张涛的《桓

谭易学思想初探》54比较有代表性，而原因可

能是像张涛说过的那样，由于桓谭没有专门的

易学作品，容易被学者忽视掉。 
张涛认为，桓谭的易学思想是与其对道家

黄老之说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的，而这也凸

显出汉代道家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他对《周

易》思想不是一味地吸收，他批判《周易》的

宗教巫术形式和谶纬神学以及天人感应、灾异

谴告说。他吸收了《周易》的忧患意识、尚贤

养贤思想和《易传》的太和、中正思想，追求

社会和谐、天人整体和谐，并运用到政治领域。

桓谭的易学呈现出兼容并包的风格，这符合《易

传》的特点。思想史上，桓谭将道家思想进一

步引入易学，上承《淮南子》、严遵、扬雄，

下启王充、张衡、王符等，对汉末三国的易学

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启示和影响。55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在汉代，自《淮南子》

开启了道、易结合的进程后，伴随着董仲舒的

影响，首先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易学思想

有相似性，同时他们融汇易学与老学的思想多

有相同，而这可能是一种思想在流传与承继中

的会发生的现象。 
 
4.王充 

目前，在关注王充的易学、黄老思想的研

究者中，大家基本都注意到了王充的黄老学或

至少是道家思想倾向，有些也意识到了王充的

易学体现了黄老的色彩，但是这些研究还是没

有专门站在易学与黄老交汇融合的共同思想的

层面上，去看待和进一步钻研王充的思想，不

能做出专门而系统的阐述。而显然地，我们在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时，是能够根据前人提供的

线索和材料，发现这种思想存在的可能性的。

当然，总体而言，关于王充易学或对其易学中

黄老倾向的研究还是很少。下面介绍当前的研

究状况。 
王充是东汉著名思想家，许多史籍和文献

记载，他的思想与扬雄、桓谭等人有承继关系，

也有学者发现他的学问还影响了之后的魏晋玄

学。王充与扬雄的关系情况，可以参考《论衡·对

作》，其中曾高度评价《太玄经》：“卓绝惊

耳，不述而作，材疑（拟）圣人。”张涛对王

充易学也进行了研究，详述了这一承继关系。 
张涛指出，王充的《论衡》多引《周易》

以证其说，并借助《周易》和易学推出自己的

思想主张，这突出表现在其天道观、人生价值

观、历史发展观等方面。本于《易传》的太和、

中正思想及汉代易学的中和理论，王充将实现

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体和谐作为自己的最高理

念。在治学宗旨和风格方面，王充的儒道兼综、

诸子百家并治，则是对《易传》百虑一致、殊

途同归之旨的继承和发挥。王充的易学思想在

一定程度上启示和影响了后来的魏晋玄学特别

是王弼易学。徐芹庭说：“《论衡》时引《易》

以证其说，亦常借《易》以发挥其义”56具体说，

王充易学思想，体现在他的自然主义天道观中，

以元气为宇宙最基本元素（《论衡·谈天》），

坚持天道自然无为（《论衡·说日》），辩证思

想，历史发展观的今胜于古想法（《论衡·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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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恢国》），历史循环论吸收了董仲舒、

司马迁的思路，这里都含有《周易》经传的思

想色彩。在政治上，即人道有为主张上，希望

实现以自然和谐为依据䣌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

体和谐（《论衡·宣汉》）（《论衡·感类》），

这与《易传》、易学的太和、中正、中和理论

沾溉，董仲舒也以此提出过自己的中和理论。

王充以《周易》为本，还有忧患意识，重德思

想（《论衡·非韩》《论衡·答佞》）。吸收黄

老之说上，徐芹庭就说过：“观其易学，多陈述

人事之事理，兼取黄老自然之说”57（《论衡·自
然》《论衡·谴告》）。而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

都含有黄老思想。此外，王充思想还来源于墨、

法、阴阳等诸家思想，他儒道兼综、诸子百家，

恰是对于《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

学术风格的继承和发挥。再者，王充与王弼思

想的联系，张涛指出，王充及其《论衡》对扬

雄及其《太玄》的认同和继承，对魏晋玄学特

别是王弼易学的影响和启示，有客观历史事实

的因素，如王弼父亲王业可能有《论衡》一书，

这成为王弼的学习资料，《论衡》与王弼作品

的相似处有，王弼反对天人感应学说和神学目

的论，不追究宇宙的起源，否定天地有起源、

宇宙有初始的宇宙发生论等等，是受王充《论

衡》的影响，否定伏羲画卦、后人重卦之说与

王充意见一致。可见王充《论衡》也是王弼玄

学的渊源之一，并与《太玄》一起构成从《易》、

《老》到正始玄学的中间环节。徐芹庭对此也

曾评论王充：“下开王弼、韩康伯之易学，不为

无功矣。”58 
黄河曾撰文，指出王充的天人观具有糅合

《老》《易》的特点，如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

（《论衡·初禀》《论衡·遣告》《论衡·自

然》），还认为《易传》中的大人之德与天地

之德也是“无为”。王充是假托于道家的学说

而自创的天道观，其目的正是为了彻底否定当

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落实到社会政治思想

上，他倡导无为而治，是由于对黄老道家思想

的推崇，但又主张尚贤、养贤，如在《论衡·艺

增》中引用《周易·丰》六二爻辞等（《论衡·非

韩》《论衡·辨崇》《论衡·答佞》《论衡·自

然》）。最后，王充一向被视为杂家。在其学

术之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对《周易》和黄老

思想的兼收并取，徐芹庭曾指出“观其易学，

多陈述人事之事理，兼取黄老自然之说”，还

强调:“后人以《老》《庄》解《易》者，王充

《论衡》亦尝开其端云”，“下开王弼、韩康伯

之易学，不为无功矣”59。《论衡》与王弼著作

多有相似之处，王弼反对天人感应学说和神学

目的论，不追究宇宙的起源，否定天地有源、

宇宙有初始的宇宙发生论等等，都是受到王充

《论衡》的影响。所以，王充《论衡》也是王

弼玄学的渊源之一，并与《太玄》一起，构成

从《易》《老》到正始玄学的中间环节。60 
一些学位论文对于王充的易学思想研究相

对系统一些。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复

旦大学，2006），这篇博士论文的视野较为广

泛，主要从《论衡》所引用传书的情况，考察

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情况，以及王充本人的思

想状貌。这篇文章的特点在于，指出了《论衡》

对《吕览》《淮南子》、扬雄、桓谭、黄老之

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思想承继，借鉴于

此，学者可以清晰地把握思想的源流，深入探

索。根据前文梳理的线索，岳宗伟梳理出的思

想线索，可能正是汉代易学与黄老道家思想交

融之思想演变的路线。 
孙中华《〈论衡〉引〈易〉考论》（福建

师范大学，2009），这篇硕士论文里概述了《论

衡》一书的引《易》情况，并进行了较全面系

统地分析。它指出《论衡》85 篇中，共引《易》

79 处，其中单引卦名者有 8 处，引用《周易》

经传文辞者有 71 处。文章考证了《论衡》所引

的《周易》卦名和经传文辞。同时，还根据《论

衡》所引《易》的文句，论述了王充的哲学、

历史、政治和文学思想，指出其哲学思想主要

体现为道家的无为思想（如《自然篇》），并

且王充以此构建自己的天道观和人道观等。通

过《论衡》引《易》，可以了解汉代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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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尚，即《易》学变成了含有天文历法，专

言灾异的学说，带有很浓厚的谶纬色彩，并与

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 
 
5.张衡 

为了呈现思想线索的完整性，这里再介绍

一下张衡的易学思想。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

也是较为稀少的，而张涛也对此撰写过文章。 
张涛研究指出，张衡在汉代易学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张衡生活于东汉，深受汉代宇宙论

思想影响，他也“谈天”。张衡的宇宙生成、

万物起源理论，吸纳了《周易》和易学的思想

因素。他吸收了《周易》的忧患意识和太和、

中正说，主张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政治理念，

要求改革现实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他还汲取

了《周易》革故鼎新的思想资源，主张采取暴

力手段取代腐败政权。61 
可以看出张衡在两汉魏晋的思想史上有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对

他进行一定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Ⅲ.结语 
 

根据以上的研究现状梳理，可以发现目前

工作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张涛对这段思

想史研究用功深入、理念开放、成果较为系统，

参考价值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三条线索。

一是秦汉以来，自《淮南子》开启以老解易的

进程后，易老不断融合，发展出董仲舒、严遵、

扬雄、王充等人的黄老易学思想，尤其是董仲

舒以后的几位思想家的思想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二是在扬雄承继了严遵的黄老易学思想后，将

“道”概念改造成“玄”概念，开启了由扬雄

到王充至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玄”学思想的

进路。从思想主体形态上看，如张涛等，认为

易学是秦汉思想的主旋律，其他思想都是围绕

此展开的，在汉代《周易》被奉为五经之首，

这一时期历史上有记载的著名思想家们几乎都

研习过易，易学也对诸多人士产生过影响，这

样看待也有合理处，但仍需结合汉代黄老之学

和独尊儒术的背景等综合分析。而魏晋玄学，

“玄”替代“道”成为讨论的重点对象，乃至

出现了“三玄”的经典，参照张涛等人的研究，

或许真的可以理清当时汉末到魏晋、王弼的历

史思想样貌，对于补充思想史的模糊处、还原

思想家的思想真实样貌，重新理解思想史等，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三是这之中能发现道家到

道教再到玄学思想发展的线索。经过对两汉易

学与黄老道家思想的梳理，能够看出其中存在

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能看出此时道家以其分支

黄老道家的形式在汉代流传。东汉时期，在逐

渐兴起的谶纬、方术和不稳定的社会政局等因

素的影响下，黄老思想流入民间，与民间宗教

融合互动，产生了黄老道等早期道教形式，开

启了道教易学的新时期，而这些也都隐隐促成

了另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即魏晋玄学。至此，

汉代思想的发展开出了两途，即道教思想和魏

晋玄学，而这两种思想的形成与黄老思想不无

关系。不该忘记的是，同黄老思想一样，易学

也是当时时代思想的底色之一，易学的影响也

贯穿了这一思想演变过程的始终。 
汉代的这段易学与黄老道家思想交融史，

有承接先秦，尤其是战国黄老道家之学，和开

启道教易学、魏晋玄学等内容的特点，是易学

和黄老道家思想演变中的重要环节，之前的学

者们多多少少由于忽视了这个要点，而不能很

好地作出解释、捋顺思想发展的脉络和逻辑，

而经过再次地整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

和辨析学者们的思想，希望本文可以为更好地

澄清问题、解决问题提供启发和新思路。 
 
 
注释* 
 
1 王艳芬，2019 年 9 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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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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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勇：《〈文子〉易学思想简论》，《湖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第 49-51 页。 
3 周国凤：《〈文子〉与〈易传〉》，《安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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