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第 期 总 期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学 报

只工 】 丈 翔 】阴召 】】〕 岌兀月 义 少《玉

方心智 《东西均》哲学范畴述要
田海舰

【提 要 】方以智 《东西均》是一部有体系的哲学著作。太极、所以、心、无极与有极、混沌与开辟、
圆…等范畴�唯物与唯心并存�辫证法与形而上学屏杂�科学与迷信兼有。他的哲学范畴以儒学为主�改
铸老庄�援引佛道�三教兼容。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这些哲学范畴�对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方以智哲学
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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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 《东西均 》深研 《易 》理�改铸老庄�批判
程朱�是一部有体系的哲学著作。系统梳理和深人探讨
《东西均 》一书中太极、所以、心、无极与有极、混沌
与开辟、圆 等哲学范畴�对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方
以智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 、太极
“太极 ” 是 《东西均》的最高哲学范畴。 《三征 》篇从

本体到方法做了全面阐述 “太极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
万物�终之始之�而实泯天地万物�不分先后、终始者也
生两而四、八�盖一时具足者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
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一有一画�
即有三百八十四。皆变易�皆不易�皆动皆静�即贯寂、
感而超动、静。此三百八十四实有者之中�皆有虚无者存
焉。孔子辟天荒而创其号曰 ‘太极’。 ‘太极’者�犹言
‘太无’也。‘太无�者�言不落有、无也。后天卦艾已布�
是曰 ‘有极’先天卦艾未阐�是曰 ‘无极 ’。二极相待�
而绝待之 ‘太极 ’�是曰 ‘中天 ’。 ‘中天’即在先、后天
中�而先天即在后天中�则三而一也。’�①

方以智的 “太极 ” 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没有时间的
先后�没有空间上的整体与部分。从它是天地万物的根
据角度讲�它先天地万物 从它实际上是时空中的具体

存在角度而言�它后天地万物 它既是物之始�又是物
之终 说它即天�是定其主宰一切�所谓因其 “无所不
主曰天 ” 讲它即性�指其为天地万物生性所本�所谓因
其 “生之所本曰性 ” 说它即命�指其为一切所察�所谓

因其 “无所不察曰命 ” 谓 “太极 ” 即心�是心�是定其
作用虚灵不测�所谓 “虚灵曰心 ”。它既是抽象的、无具
体相状的�又是具体的、实在的 它与万物同时具有

它是超动静、寂感的 它亦可说是 “太无 ”�不落有无之
对待 它同万物是一般与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它

的方法论是三而一�一而三�一三兼举�不一不异。
“太极 ” 是天地万物产生前的常有�它生成万物、

主宰万物�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票�而又寓于万物之
中。它自身虚灵莫测�超越有无体用。它不是生物之
气�而是主气的所以然者 又非阴阳�而是不落阴阳的
阴阳之统 它不是象数�而是超越于图书象数之上又贯
串于图书象数之中的独立无待的绝对本体 “太极非阴、
阳�而阴阳即太极 ” ② 它非 “器物 ”�而是 “物物而不
物于物 ” 的道。气、物、阴阳、生生�它们或虚或实�
要么以 “有 ” 称之�要么以 “无 ” 称之 而 “太极 ” 既
不能以 “无 ” 来名�亦不能以 “有 ” 来称�而是不落有
无的非有非无�它是个 “无名公 ”�是绝对的 “本体 ”。

方以智称 “太极 ” 为 “绝待者 ”�当其处于体用未
显、动静未发、阴阳未判的 “至一 ” 状态时就叫 “至
善 ”。他说 “至善岂有对待乎 言本体者�犹言本色
也。本色者�素也。染画加彩�彩不加者�其地也。留
其素而已。谓本体为善�犹本色为素也。”③ 本体相对于

① 方以智 《东西均 》�李学勤校点本�上海中华书局 年

版�第 页。以下引该书�只注明书名和页码。
② 《东西均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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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自然而然 ” 它 自己就是 自己的根据。但 “所以 ”
又不同于太极�太极只是 “抽象的普遍 ”�而 “所以 ”
则是自身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普遍抽象。① 总的来说�太
极重在言本体�“所以 ” 重在言根据。 “所以 ” 指现实的
功用�而太极则不能发生现实的功用�它表示逻辑关
系。也可以说� “所以 ” 是太极的使命的担负者�它是
太极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桥梁。② 没有这一桥梁�太极就
无法实现其作为天地万物之 “所以然 ” 的本质。有学者
将 “所以 ” 规定为独立于天地万物之外、不以天地万物
为转移的造物主�③ 亦有学者将 “所以 ” 解释为本原物
质气和客观规律两种涵义�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二二月、 口

太极虽是本体�但犹落第二义�若从天地本无一
法�亦无本体�破一切相、破一切名言的立场而言�一
切唯心所转�故太极亦可说是心�即他所讲 “公心 ”。

在 《东西均》那里�“心 ” 主要有两层意思 其一指

“独心 ”�其二指 “公心 ”。 “概以质言�有公心 有独

心��。 “独心 ” 是 “肉心 ” 同 “人心 ” 的统一体。此 “肉
心 ” 指作为思维器官的心�它本身为气物但又具认识物
的功能�如 “心之官则息 思 �用其知也 ”。⑤ “人心 ”
有二义�一指 “思 ”�即主观认识�如 “强侄之曰 心以

无知之知为体。曰 ‘无知’者�祛妄觉也 曰 ‘无知之
知’者�祛廓断也 ”�⑥ 二指作为认识而言有知、识、
意、觉之别。知包括人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识指已获得
的认识�意指感性认识�觉指理性认识。而 “肉心 ” 因
是先天票赋的�又称为 “缘心 ” “人心 ” 因为指主体人
自觉的思维活动�又称为 “治心 ”�则 “独心 ” 又成了
“缘心 ”与 “治心 ” 的统一体。“独心则人身兼形、神者 ”。⑦

“独心 ” 乃主体意义上的 “独性 ”�它是概括人作为
认识主体而不同于客体的共相概念。正如 “独性 ” 不管
如何特殊仍受 “公性 ” 的制约一样�方以智又在 “独心 ”
内设立了一个 “公心 ”。 《三征 》篇强调 “离物无心�离
心无物 ”�进而认为太极就是心�“太极者……即心也。’咽
心成了与太极一样的绝对本体�是气的所以然� “本一气
耳�缘气生生�所以为气�呼之日心 ”�又说 “世无非
物�物因心生 ”。⑨ 心是最根本的�是世界的究竟本原。
“通言之�则偏满者性�即偏满者心�未有天地�先有
此心。”⑩ 这里的 “心 ” 非 “独心 ”�而是 “公心 ”。他说
��’心大于天地、一切因心生者�谓此所以然者也。谓之
‘心’者�公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俱在此公心中 ”。⑧ 所谓
公心也就是绝对的心�但它仍然是自心�所以他又说
“苟非彻见自心�安能信此心之即天地万物乎 ”⑩

关于公心与独心的关系�方以智指出 “公心则先

天之心而寓于独心者也。”⑩ “公心 ” 先天就存在�后天
寓于 “独心 ”�公心是不生不灭的�而独心是有生灭的�
这叫做 “不生灭心�在生灭心中。” “公心 ” 是一种决定
主体 “生生而灵 ” 的抽象精神� “医以心藏神、肾藏精、
肝藏意、肺藏魂�而神为性、精为命�皆气贯人而生者
也�此后天托形而分者也。生生而灵者�先天之心寓之
矣。” 公心不受后天影响�所谓 “圣人知私心横行之弊�
而表其空空之公心以天之 ”。⑩

此 “公心 ” 是一种识度�一种见解�是衡量万物的
尺度和根据�所谓 “心以为量 ”。世界可归之于一心�
方法总由心造�心是万物如此如彼的根据。 “一个世界�
十世古今�总是一个心�无二无别。华严寂场�万劫不
曾动丝毫�则又何处容得内之、外之�精之、粗之�浅
之、深之乎 所谓十八空�即真空也�即并空亦空也�
似乎汪洋�而不知空至此乃真实极矣。”⑩

任何事物都可由心的识度和观法而有不同的表现�
太极亦是如此。他说 “邀邀言之�则可曰 ‘太极 ’�可
曰 ‘太一 ’�可 日 ‘太无 ’�可 曰 ‘妙有 ’�可曰 ‘虚
满 ’�可曰 ‘实父 ’�可日 ‘时中’�可曰 ‘环中’�可曰
‘神气 ’�可曰 ‘烟温 ’�可曰 ‘混成 ’�可日 ‘玄同’。以
其无所不享�则谓之为 ‘命’ 以其无所不生�则谓之为
‘心 ’�以其无所不主�则谓之谓 ‘天 ’。……从此而因事
表理�因呼立名�因名立字�则千百亿名、千百亿化身
皆法身也�岂有二哉 ”⑩ 对同一本体不同侧重的表述�
皆因心而起。所谓 “世无非物�物因心生。”⑩ 他所谓心
重在识度�这是心最重要的涵义。

方以智所谓的心�与陆王 “心即理 ” 之心不同�与
禅宗 “明心见性 ” 之心不同�它很大程度上以华严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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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心为归趋。他曾赞曰 “华严一乘�即别是圆�无一
尘非宝光�无一毛非海印乎 此为究竟当然本然之大

道�余皆权乘�或权之权也。”①他对华严宗的吸收�其
一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一毛即海印 ” 的思想 另

一是一切法惟心现、大小随心回转、由心回转的思想。
方以智以一心之识度作为万物变换形式的根据�将

心比做甄陶万物的陶钧。 《东西均 》的书名就是要表达
这一思想。在他看来�万物皆泥�人为陶者�心为运
钧�众器不同�皆由心造。世无非钧者�一有经营�即
成匠者�各以其心�陶甄万物。虽有精粗�究不外陶
者。这就是方以智的哲学观�也是他的本体论 所谓哲

学�就是要甄陶万物�对万物做出诊释�而诊释的根据
就是识度�就是观法�就是心。② 所谓现象世界�都是
心派生的�都是 “随我立法。” 而对它们� “惟有一笑 ”
而己�最后�方以智陷人了绝对的虚无。

心、理、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理可统气�而理气
又皆归于一心。他说 “无真、妄之真真即统理、气之至
理 ”、 “主理臣气而天其心�乃正示也 ”、 “形本气也�言
‘气 ’而气有清、浊�恐人执之�不如言 ‘虚 ’ 虚无所
指�不如言 ‘理’ 理求其切于人�则何如直言 ‘心宗 ’
乎 ”③ 归根到底�心是最根本的�“因言气理�而质论、
通论之�皆归一心 ”。④ 心、理、气又是可分而不可分、
不可分而可分的关系。 “理也�气也�心也�俱可忘言�
俱无不可言�又何拣择乎 ”⑤ “气也、理也、太极也、自
然也、心宗也�一也�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 “明至
无可明�养至无可养�穷至无可穷�则又何心、何气、
何理乎 又何不可心之、气之、理之也乎 ”⑥ 为此�他
反对离气言理�扫物尊心。“夫乌知一之本千万�听其千
万之本一乎 标理者执理�已胶 标心者执心�亦胶 ”。⑦

极 ” 为一整体�既不偏于有�也不偏于无者�则称为太极。
。“ 太极’无对���⑧ 它既非 “先天�’、又非 “后天���它阴阳
未分�故曰 “中天 ”。中天作为万物之本原演为先天�续由
先天演为后天�形成一个三层次的 “中天形成系统 ”。⑨

关于中天、先天、后天三者的关系�方以智明确指
出 “ ‘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而先天即在后天中�则
三而一矣。”⑩ 这就表明�阴阳未分的中天自然存在于阴
阳已分的先天中�存在于后天万物中。由阴阳混成的先
天亦存在于由阴阳凝成的后天万物中。中天、先天、后
天是三而一的关系。

方以智在本体论上主张先有数、后有象、再有器�
太极的逻辑展开必然要循先象数、后事物的秩序�太极
先寓于象数�未阐之象数为无极�已布之象数为有极�
而太极就是贯于 “有极 ”、 “无极 ” 的绝待者。

五 、混沌与开辟

四 、无极 与有极

在宇宙本源问题上�受老子 “有物混成 ”、 “有无相
生 ”、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思想的影响�根据自己特
有的 “公因反因说 ”�方以智进一步提出 “混沌生于有�
开辟生于无。混沌非终无�开辟非始有。有、无不可分�而
强分之曰 未生以前�有在无中�既分以后�无在有中 ”。⑥

这段令人费解的话中�先天未阐之象数的物质形态
被称为混沌�它指 “先天地 ”、 “元气 ” 或 “虚无 ”。混
沌为阴阳未分、浑然一体之元气�所谓 “阴阳未分�则
混沌为生 ”�⑩ 其特性为无善无恶、超越 “善恶 ” 的 “至
善 ”。至善不外乎是无的代名词� “善之浑然即无�无之
粹然即善。”⑩ 这个 “无 ” 不能凭感官直接把握�是 “不
可见 ”、 “不可睹 ” 的 “隐 ” 或 “密 ” 也就是现象背后
的本质�不妨称为 “妙无 ” 作为现象之本质�无又是
实在的�不妨称之为 “妙有 ”。如此非有非无、亦有亦
无的有无之统�只能是 “太极 ”。故曰 “太极者�犹言

方以智采用程颐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说阐发其
太极观�以太极、无极和有极的三极说�论证了太极即
在有极中的本体论命题。 “无极 ” 与 “有极 ” 这对范畴
是方以智关于 “先天 ” 与 “后天 ” 的哲学表述。

“后天卦交已布�是曰 ‘有极 ’ 先天卦艾未阐�是
曰 ‘无极 ’。而绝待之太极�是日中天。” 后天即天地万
物�其特征是卦交已布�此时�组卦之艾布列组合为八
卦�天地万物已经形成。由于天地万物是有形的�时空
范围是有限的�故曰 “有极 ”。而先天是从中天衍生出的
阴阳已分之气 其特征是 “卦交未阐 ”�此时组卦之艾尚
未组成八卦�卦有艾无卦�只有阴阳二气。虽然先天是
‘阴阳已分 ” 但从形态 上看仍是无形的�故曰 “无极 ”。
“无极 ” 同 ‘“有极 ” 是 “相待 ” 的�而贯通 “无极 ” 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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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无 ’也 ‘太无 ’者�言不落有、无也。’�① “不落有、
无之妙无、妙有 ”。②

在他看来�一切后天已布之象数的物质形态被称为
“开辟 ”�开辟指 “后天地 ”、 “实有 ”�所谓 “有生来无
非物也��③ 混沌 即无 生于有�开辟 即有 生于

无。 “先天地 ” 生出有�后天地始于无。 “先天地 ” 状
态�有在无中 “后天地 ” 状态�无在有中。有无不可
分。这就是说�天地产生于混沌�混沌又产生于另一种
形态的天地�混沌不是元气的终止�天地也不是有形天
体的开始�“一切皆混沌之所生也 ”。④

对此�有学者评价说 “方以智围绕混沌与天地�
提出了一个形式完整的天体演化假说�初步触及到时间
无限性问题 ”� “在时间无限性方面�他的天外有天思
想�动摇了空间有限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抵 ”。⑤

六 、 圆 �
对待之两端的矛盾统一是一个层次�在它之上还有

一生出此对待之两端而又主宰、泯灭此对待之两端的绝
对的一�形成另一层次�这两个层次的关系用圆…三点
表示。方以智设定了一个超绝万物的本体— 太极�用
上一点表示。太极不是具体物�也不是构成具体物的基
元— 气。它是一种既在万物中又超绝万物、不离万物
又不杂于万物的本体。正是如此�举一即可明三�一在
二中�二以一统�三身、三智、三谛皆是如此。

“…” 出自佛家�唐宗密禅师在 《禅源诸诊集都序》中
说 “今之所述�岂欲别为一体�集而会之�务在伊圆三
点。三点各别�即不成伊 三宗各乘�焉能作佛 ” 意谓禅
宗之 “息妄修心宗 ”、 “泯绝无寄宗 ”、 “直显心性宗 ” 三宗
教义是圆应通贯的�如伊圆三点 “…”�并非矛盾乖离�否
则谈何作佛 自此之后� “…” 图在禅宗和明儒中屡被称
引。受佛教影响�方以智把 “… ” 之本义规定为三点圆融
无碍�一切差别和对立均被泯灭。他说 “一因二而两即
参。倍两旋四�中五弥纶。向上兼堕�上无上下�犹中无
中、边也。’�⑥ 意思是说圆 “… ” 之二上下旋转�其向上
即兼下堕�如同中五四破�既无中又无四边一样� “轮
之贯之�不舍昼夜�无住无息�无二无别。”⑦

由此�他提出太极的演化模式 “大一分为天地�奇生
偶而两中参�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圆…之上�统左
右而交轮之�旋四无四、中五无五矣。’�⑧ 圆…之上一点称
大一�亦即太极�其用为二�即下两点�太极分为天地
阴阳 �一分为二�两即藏三。大一自身展开便为…�上
一点统下左右两点�使之相交相轮�下二点围绕上一点旋
转居上位。上两点出于下两点�故说 “旋四无四�中五无
五。” 用图象表示则为 太一或太极 一 “二” 天地或阴

阳 “…” 中五或 “ ” 四方之旋轮 “咫 ”
中五无五 。故太极演化的基本模式是 “ ·”分为 “二”
则 “… 韶 ” 均为 “ ·”。他又从逆向角度考察万物归太
极 “中五即大一也�一也。五止有四�四止有三�三止有
二�二止有一�此琉璃图书也。未有天地�先有琉璃。’�⑨
意思是说�《河》《洛》中五即是…图之上一点。这一点又
藏于四中。四五互藏�故 “五止有四 ”�但旋四用三�其一
不用�故 “四止有三 ”。三又藏于二中�此即 “三止有二 ”。
而二又自大一所分�故 “二止有一 ”。

他进一步解释说 “圆…三点�举一明三�即是两
端用中�一以贯之。盖千万不出于奇、偶之二者�而奇
一偶二即参两之原也。上一点为无对待、不落四句之太
极�下二点为相对待、交轮太极之两仪。三身、三智、
三谛、三句�皆不外此。总来中统内外、平统高卑、不
息统良震、无着统理事�即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
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之故。无对待在对待中�设象
如此�而上一点实贯二者而如环�非纵非横而可纵可
横�中五四破�叠十用九。九即五�五即一�乃无实无
虚�无可无不可�冥应双超者也。”⑩ 这一段话集中表现
了绝待之太极与对待之万物不离不杂的关系。他认为�
由 “ ·” 即可了解 “… ”�上一点居下二点之中位�统
率下两点 一切变化根源于奇偶的对立�奇一偶二又合
而为三�即 “参两之原 ” 上一点即超乎阴阳的无待�
它贯于下二点中�使其上下轮转、纵横无定向�从而构
成 “中五之象 ” 其四散�则为 《河图 》阴阳老少之象�
此即 “中五四破 ” 《河图》之数去其中宫之十�用九即
可转成 《洛书》�此称 “叠十用九 ”。但 《洛书》九宫仍
统率于中五�中五又是一之展开�故去 “九即五�五即
一 ”。此一即太极�它总包一切图书象数�但又未展开
为中五之数�故云 “无实无虚�无可无不可。” 在这种
意义上亦可说是 “冥应双超 ”。⑩

华严宗的 “三谛 ” 说亦可作如是解。他说 “中谛统
真、俗二谛�……俗谛立一切法之二�即真谛泯一切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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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中谛统一切法之一即二、二即一也。’�①他用此 “三
一之宗��去理解 “贯、泯、随���所谓 “三即一�一即三�
非三非一�恒三恒一。’�② “三 ‘一’者�一一也 ”。③他说
“贯、泯、随之征乎交、轮、几也�所以反覆圆…图书也�
是全均所露浊之本。’叨贯、泯、随� “三 ‘一 ’者�一一
也 ”�亦为 “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⑤

圆…是一个总的思维模式�贯穿于其哲学的一切方
面�其实质是万物皆相反相因�是对立统一关系而万物
有一本体�这个本体与万物亦是相反相因的对立统一关
系�只不过 “进一层耳 ”。这样每一对立统一体又多了一
层与太极总体的关系�从而处于宇宙总体网络之中�而
太极即为这个网络的最后末梢。他指出 “无对待谓之大
因。然今所谓无对待之法�与所谓一切对待之法�亦相
对反因者也�但进一层耳 实以统并�便为进也。有天、
地对待之天�有不可对待之天 有阴、阳对待之阳�有
不落阴、阳之阳 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
善。故日 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真一统万、
一�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 ‘统 ’也者� ‘贯 ’
也�谓之 ‘超 ’可也�谓之 ‘化’可也�谓之 ‘塞’可也�
谓之 ‘无’可也。无对待在对待中�然不可不亲见此无对
待者也。翻之日 有不落有、无之无�岂无不落有、无之
有乎 曰 先统后、后亦先�体统用、用即体矣。’�⑥

方以智 《东西均 》哲学诸范畴�唯物与唯心并存�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屡杂�科学与迷信兼有。他曾正确指
出 “有天地后有人�人始有心�而未谓有天地先有此
心 ”�但同时又认为 “心大于天地�一切因心生者�谓
此所以然者也。’�⑦他一方面说 “舍物无心 ”�一方面又
说 “舍心无物 ” 一方面肯定 “气生血肉而有清浊�气
息心灵而有性情。本一气耳�缘气生生 ”�一方面又说
“所以为气�呼之曰 ‘心 ”�⑧他甚至认为宇宙的本质
“可曰 ‘太极 ’�可曰 ‘太一 ’ 可曰 ‘太无 ’�可曰 ‘妙
有 ’�可曰 ‘虚满 ’ 可曰 ‘实父 ’�可曰 ‘时中 ’�可曰
‘环中 ’�可曰 ‘神气 ’ 可曰 ‘烟温 ’ 可日 ‘混成 ’�

可曰 ‘玄同’。’�⑨这是其提出的 “且劈古今薪�冷灶 自
烧煮 ” 《愚者智禅师语录 》卷一 和 “坐集千占之智�
折中其间 ” 《通雅 》卷首之一 的消极一面。他的哲学
范畴以儒学为主�改铸老庄�援引佛道�三教兼容。
“他的思想突破了理学泛道德论的影响�直接从天地万
物的根本原理着手。他的思想充满了哲学智慧的瑰丽�
但也充满了经亡国惨祸而不得已堕人空门的悲凉。” “他
深受佛家道家的熏染�晚年又不得已而出家。三教学养
和他的特殊时代成就了他的博大�但也成就了他的幻灭
和吊诡。’�⑩质而言之�在方 以智 《东西均 》哲学范畴
中�象数学、佛学、庄学都鲜明地存在着�而巨不可分
割地组成一个整体�给他杰出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神秘色
彩。这不能不说是方以智哲学的致命缺陷。尽管如此�
他的哲学以深刻而完备的理论思维形式�反映了明清之
际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
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

本文作者 河北大学马列部教授、中特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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