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家与道教是分属不同的概念系统。道家是
以老庄思想为源头的哲学派系，道教则是指以老庄
为始祖和崇奉对象的宗教团体[1]。道家“综罗百代，
广博精微”，所以“仅用老庄是不足以概括的”[2]。道
家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宇宙起源的探讨
是道家学说的逻辑起点和话语体系的核心。通过
对传世文献的研究解读，可以初步梳理出道家宇宙
生成观的发展脉络，即肇始于老庄的“道”论，衍化
为庄子的“气”论、文子等的“浑一”论、“太一”论，继
之以王弼的“无”论，发展为成玄英的“气论”，终结
于宋元以降的三教融合。

一、先秦萌芽——以道为源

众所周知，道家哲学的主要思想是以老子和庄
子为代表。道家萌芽于先秦时期，当时只称老子学
派和庄子学派，不称道家，但这两个学派都是把

“道”作为他们哲学体系的核心和认识宇宙自然的
起点，即“道”为自然万物的本源。《老子·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认为“道”能生万物，至

高至上，所以“道”具有物质之天的宇宙生成论意
义。后来庄子进一步发展“道”论，《庄子·齐物论》
明确提出“道通为一”，认为天地万物，包括“我”均
归于“道”，无所逃逸，“道”是世界的本源。自此，

“道”就成了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和话语体系
的逻辑起点。在老庄学派中，“浑一”“有”“无”“齐”

“阴阳”“理”等思想都是围绕“道”展开的，后来西汉
司马谈据此才正式整合称之为“道家”。可以说如
果没有老、庄“道”论作为宇宙认识论的基础，就不
会有“道家”这一学派的出现。

庄子是道家学派兴起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老
子哲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庄子的学说“无所不
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史记·老庄韩申列传》），
《庄子·至乐》云：

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
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
气。杂乎芒苗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
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嗫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
不通乎命，故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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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庄子在继承老子的宇宙观基础上，发展创
造了独特的宇宙气化论，其演变过程为：道→气→
万物。可见，在庄子看来世界的本源不是气，而是
道，“气”只是由道生成万物的一个重要媒介。世本
无“气”，而由“道”生之，气由聚散变化而产生生命，
进而生成万物，人由生而死，就如同四季交替一般，
是天道规律。

同时期除庄子外，文子作为老子的弟子，也是
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
老子学说，成为先秦与汉代黄老思想发展阶段上的
重要桥梁。他在《文子》一书中说：

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
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
为人，粗气为虫，刚柔相成，万物乃生。

文子提出“浑一”说，认为天地源于混沌而一的
幽冥状态。文子认为宇宙生成的过程就是万物分
化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天地”“阴阳”和“四时”等概
念，其演变过程为：浑一（混沌）→天地、阴阳、四时
→清澄→万物。文子发展了老子的哲学，在宇宙起
源上，他提出了可感名状的“浑一”说，他认为“浑
一”是宇宙的本源，比起老子虚无的不可名状的

“道”更具有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文子认为万物源
于“浑一”，正所谓“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
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万物生矣”[3]60，“阴阳
交接，乃能成和”[3]451，从文子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老
子的“三”就是文子所谓阴阳二气交合所生之“和”，
因“和”而万物生成。如果将宇宙的发展认为是“道
生一，一生二”，那么“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就
应当是“阴阳→和→万物”的过程。显然，文子发展
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观。

庄子创造了独特的宇宙气化论，认为“气”是道
生万物的重要媒介；文子则更侧重于万物分化与和
合过程，解决生成的物质转化问题。他们都是在继
承老子宇宙观的基础上，各自进行了新的阐释与发
展。由此可知，道家最早的宇宙观是源于《老子》第
四十二章的“道”，但是老子本人没有明确指出道如
何生成万物，只是以抽象的数字来阐释观点。而道家
另一篇重要著作《太一生水》则进一步以具体物质形
态论生成宇宙万物，着重强调了“水”的重要性。

1933年10月于湖北省荆门市纪山镇郭店出土
的战国楚简共有18篇先秦文献，其中有四篇是道家
文献，除了《老子》甲、乙、丙外，还有一篇《太一生
水》。其语有云：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
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
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
复相辅也，是以成沧热。沧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
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

也。湿燥者，沧热之所生也。沧热者，四时之所生
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
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
也。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已为万
物母；一缺一盈，以已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
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道。

《太一生水》篇是对《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引申
和解说[4]。“太一”即“大一”，也即老子的“道生一”之

“一”，《太一生水》篇特别强调了“太一”与“水”之间
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水”的作用，它认为宇宙的生
成顺序是：太一生水，太一和水生天，太一和天生地
→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寒热→燥湿→岁。
就宇宙观角度来看，如果将老子的“道→一→二→
三→万物”看作是宇宙生成的单向轨迹，是一种被
动的演化过程。那么《太一生水》讲述的是水与多
种能量的相互转化作用，是一种辩证的统一的相辅
循环过程。从哲学角度而言，《老子》以抽象数字论
宇宙生成，认为“道”为天地万物本原，是讲“无”的
哲学；《太一生水》则以具体物质形态论宇宙生成，
认为“太一”是天地万物本原，是讲“有”的哲学[5]。
《太一生水》篇的面世，说明早在2300年前的中国，已
有较为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6]。道家的“浑一”“太一”
论，因为符合生命的发展规律，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
规律，故而为儒家所吸收，如《礼记·礼运》云：“夫礼必
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其
思想认识与文子及《太一》并无太大的差异。

二、两汉魏晋——道论发展

西汉初立，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统治者
提出了休养生息的国策，这为老庄学说在民间发展
获得了优越的生存土壤。汉武帝时期，司马谈第一
次正式提出“道家”概念。因为先秦时期的荀子、韩
非子等人只是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别的学者
进行批评，以彰显自己的学术主流地位，并不能有
意识地进行学术流派分类[7]。司马谈《谈六家要旨》
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
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
易操，事少而功多。”他认为“道家”是汲取其余五家
之长形成的“道”，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道”，是更
符合“古之道术”的大道，因此命名为“道家”。此
后，“道”也就由各家通名变为老庄一派的专名。梁
启超认为：“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
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
谈始也。”[8]司马谈创造性地将诸子分为“名、道、法、
儒、墨、阴阳”六家，自此开启了对诸子“家”的派别
称谓，也奠定了后世学术分类和学术批评的基础。

西汉道家主要是阐述老庄思想。河上公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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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无名天地之始”曰：“无名者谓道，道无形，故不
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气布化，出于虚无，为天地
本始也。”河上公阐述“道”的内涵，进一步强化宇宙
万物由均由虚无的“道”而来。《淮南子》踵其后，其
《天文训》云：“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
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也是申发阐述“道”生万
物的观念。所不同的是，河上公和《淮南子》对“道”

“一”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认为道能生
“一”，后者认为道即是“一”。河上公认为：“道生
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阴阳也。二生
三，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三生万
物。天地人共生万物也。”[9]演变过程为：道（本
源）→元气→阴、阳→和、清、浊→天、地、人→万
物。在宇宙发生观上提出了和、清、浊“三气”生万
物的学说观点，和、清、浊是万物生成的最直接的中
介物。西汉严遵则认同“道生一”的观点。严遵在
他的《老子旨归》中说道：“道虚之虚，故能生
一。……为道纲纪”、“一以虚，故能生二。……谓
之神明”、“二以（元）〔无〕之无，故能生三。……一
清一浊，与和俱行。”演变过程为：道→道德→神明
→和，严遵以老子为基础，在宇宙生成观上，捏合了
文子、《太一》、河上公的“神明”“和”“清浊”的思想。

汉末以降，天下大乱，魏晋名士多崇尚归隐田
园，寄情山水，老庄所提倡的“无为”“逍遥”等观念
为士林带来了强大的心灵寄托。他们通过对《老
子》哲学思想的解读，做出了不同阐释，具有独特的
思想价值。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时阐发了自己对

“道”的认识，他提出有两种“道”，一种是：“一谓道
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气也。”[10]505演变过程为：
道→神明→和气。另一种是：“一者元气也。生二
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设位，阴阳通
流，万物乃生。”[10]505演变过程为：元气→乾坤→和
气。在宇宙生成观上认同《淮南子》严遵的观点。
东汉张道陵《老子想尔注》云：“一者道也……一散
形为气。”认为“一”就是“道”，“一”与“道”有同等地
位，“一”散为“气”，“一”通于天地阴阳，自在无碍。
三国魏王弼则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
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
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
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
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物，冲气一焉。”
王弼认为，宇宙的演变过程为：道（无）→一（无）→
二→三（万物），这体现了王弼的贵“无”论思想，他
将“道”理解为本体世界的“无”，认为“无”是世界之
本原。张道陵和王弼的宇宙生成观均回归老子的
本源。王弼《老子注》是一部系统阐述玄学理论的
著作，它的诞生标志着《老子》的哲学解读由宇宙论
向本体重玄论转移。随着该时期诸多名士思想理

念的碰撞，魏晋玄学开始产生并迅速发展，这极大
地丰富了道家的哲学思想主张。

三、隋唐五代——重玄成就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以成玄英为代表的重玄派
异军突起，成玄英、唐玄宗、李荣和杜光庭等学者作
为该时期道家哲学研究的佼佼者，他们继承了魏晋
士人玄谈的审美情趣，代表了唐代重玄思想的最高
水平。成玄英在注《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
物之母”时说：“指此无名，为物之本。道本无名，是
知不可言说明矣。有名万物母，有名述也。重玄之
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唐玄宗注《老
子》“道生一，……三生万物”云：“一者冲气也，言道
动出冲和妙气，于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阳气。阳气
不能独生，又生阴气，积冲气之一，故云一生二。积
阳气之二，故云二生三也。阴阳含孕，冲气调和，然
后万物阜成，故云三生万物。”成玄英疏：“一，元气
也。二，阴阳也。三，天地人也。万物，一切有识无
情也。言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
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
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囗
有三才，次生万物，欲明道能善贷，次第列之。”唐人
重玄派认为：道→一（元气）→二（阴、阳）→三（天、
地、人）→万物（《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重玄派贵“气”论，其宇宙生成观主张万物的发生和
活动均由“气”而来。唐玄宗认为：道（虚极的神
宗）→一（冲气）→二（冲气、阳气）→三（冲气、阳气
和阴气）（《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一卷之六》）。唐
人李荣对“一”与“二”的解释与河上公和淮南子的
解释很是相近，他认为：道（虚）→一（元气）→二
（阴、阳）→三（天、地、人）（《道德真经注》）。五代时
的杜光庭认为：道→一（始气为天）→二（玄气为
地）→三（元气为人）（《道德真经广圣义》）。重玄派
在继承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融合佛教中观哲学，援
《庄》释《老》，同时对养生思想进行了创建，旨在阐
明重玄之道，在宇宙生成观上，认为万物均由“气”
而生。只不过，不同的学者对“气”的命名不同而
已。由于唐代开明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宗教政策，
为道家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四、宋元明清——汇融同源

北宋时期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辙、陈景元等学
者对道家进行了思想鼎革，在注释方式和思想上有
很大的创新。王安石的《老子注》是以“儒”解“老”
的代表作品，在老子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主
张：“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
运行于天地之间。”又进一步阐释说：“一阴一阳之
谓道，而阴阳之中有冲气，冲气生于道。”可见，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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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认为“元气”为“道”。此外，王安石把天地形成之
前宇宙变化过程分为“太初”、“太始”、“太极”三个
阶段。元代，完整保存的《老子》注本就有吴澄、杜
道建等十三家。其中吴澄的《道德真经注》是以

“理”解老，用“冲虚”作为老子“道”生万物的中介
物，它反映了宋元时期儒、老交融的特征。吴澄主
张：“道自无中生出冲虚之一气，冲虚一气生阳生阴，
分而为二，阴阳二气合冲虚一气为三，故曰生三，非二
与一之外别有三也。万物皆以三者而三，故其生也，
后负阴，前抱阳，而充气在中以为和。”他认为：道
（无）→一（冲虚）→二（阴、阳）→三（阴、阳、冲虚）。

自宋代以后，中国思想家开始把中心致力于心
性本体论，于是心性问题开始成为哲学的研究重
镇，也对道家的宇宙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清时
期的道家著作大都保存完整，这也为后人研究明清
时期《老子》传本提供了更多、更完善的资源。其中
有通过对本源之道的探讨来显示性命之道的，如明
代的憨山大师主张以“佛”解道，他认为：“故云冲气
以为和，是则物物皆以冲虚为本也。”在憨山大师看
来，道家之道也是人人所具备的，“万物负阴而抱阳”，
万物也就有形体，这种形体就是道赋予万物的。薛蕙
《老子集解》：“道生一，自无而有一。一生二，分阴分
阳。二生三，阴阳交而生和。三生万物，和气聚而生
万物。”薛蕙认为性命与道具有同一性，而道体则是虚
无的，从无生有。此外，还有魏源主张“义理”解道，王
夫之主张以“儒”解道等。虽各家阐释“道”的形式、主
张乃至理念都不尽相同，但是“道体虚无”和“以道为
本”是该时认知之共识。宋以降，学人在道家宇宙
生成观上将儒释道三教融汇起来。

现当代学者主要将道家宇宙生成论中的“一二
三”解释为不同的“气”。如冯友兰认为：一（气）→
二（阴气、阳气）→三（和气）（《中国哲学史新编》）。
汤一介认为：一（元气）→二（阴气、阳气）→三（天、
地、人）（《老子宇宙观的唯物主义本质》）。陈鼓应
认为：一（道）→二（对立两面）→三（和气）（《老子注
释及评价》）。高亨认为：一（天地未分之元素）→二
（天、地）→三（阴气、阳气、和气）（《老子正诂》）。在
道家宇宙生成论的研究上，重阐释而不立新说，在
阐述先贤的宇宙生成观上均打上了具有时代特征
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烙印。

五、结语

道家的宇宙生成观多歧解异说，莫衷一是。然
殊途同归，这些理论的源头都是老子的“道生万物”
观。区别在于，历代各家各派对于“何为道源”以及

“道生万物”过程的理解各有独自的见解。其中“贵
理”论的主要思想可概括为：“道即谓理，理化万物，
各据其理”。以韩非子为例，他主张：“道者，万物之

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理之者也。”[11]在韩
非子看来，道就是理之集合，是天理。而道、理相连
即谓事物发展演变之规则。韩非子以“义理”解老
是为了用《老子》更好地阐释自己的宇宙哲学理念
——理生万物。“贵无”论的思想主要可概括为“无
中生有，以有为生，以无为本”，这是受到早期道家

“虚无为本”理念的影响。以王弼为例，他主张天下
之物皆可“归一”，何由致一？由于无也[12]。在王弼
看来，万物之所以能归一，是因为本于“无”，由无生
一、生二、生三乃至生万物。他将老子的宇宙生成
观转化成了本体论的研究，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诠
释，使“道”具备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双重特性。“贵
气”论可概括为“道为本源，气为媒介，道生气而生
万物”，这是受到早期道家“精气说”理念的影响。
以王安石为例，他主张：“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
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13]以“元气、
冲气”释体用，以体用来释道。

春秋时，老子源于对自然的朴素认识，其时人
们已经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口号，说
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天”的力量，但是老子更多地
看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
刍狗”（《老子》第五章），所以老子提出“道”的观念
——人只有利用自然、道法自然才能生存发展。战国
纷乱，人们更是遭受战火荼毒，庄子看到了人在自然
面前的渺小，人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物，他受老子启
发，思考人与宇宙的关系，得出了气化论，即万物本
无，由气而生，气由道来，所以他宠辱不惊，至亲死却
鼓盆而歌，他悟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逍遥游》）的处世哲学。文子等人在百家争鸣
中要发展“道”家，就必须提出自己的新主张新观点，
于是从物质世界观出发，提出“浑一”和“太一”论，这
是早期朴素唯物史观的产物。

两汉经过“文景之治”，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国
家由弱到强。政治上，皇族强调儒家的正统地位，
整个社会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挤压了道家生
存的空间。道家要想生存发展，必须提出适应符合
时代需要的新主张，于是在宇宙起源上提出了“道德”

“神明”之说，以“阴阳”调“和”万物，社会才能平稳发
展，这种观念学说显然是勾兑了儒家“中庸”的思想因
而得以生存发展。汉魏至南北朝，纷乱四起，豪强林
立，各自为王。文人士大夫在夹缝中生存，他们一方
面不肯降低士族身价，另一方面还要苟且偷生，于是

“玄谈”成为时尚，“道”家的宇宙起源观最终难逃时代
的印记——披上了“玄谈”的外衣。

有唐一代尊崇道家，是与道家始祖老子姓“李”
有关，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聃为“圣祖”，先后册封其
为“太上玄元皇帝”“太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等称号。神化老子，崇奉道教，无不是为了证明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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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反过来，道家在南北朝玄学
的基础上重床叠屋，原本带有朴素的唯物“道”观被塑
上“玄”而又“玄”且更为神秘的金身，“重玄”的道学找
到了适合自己生长发展的肥沃土壤。

宋代以后，“理学”“心学”领时代风气之先，道
家要生存自然必须妥协，于是道家自我革命，接受
理学的内核，以“儒”解“老”，儒道渐趋合一。清朝
中叶以来，文人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切肤之痛，
于是西学东渐，科学经验被奉为圭臬，特别是唯物
史观和辩证法的传播，最终道家天生带有的虚幻神

秘的宇宙观受到了质疑。但是在尊古尚贤的传统
文化影响下，道家的宇宙观在时人的解释中还是被
打上了具有时代主流观念的唯物论的烙印。

要之，道家肇始于春秋，以宇宙生成观为话语
起点，试图阐述自然万物的产生原理，解答“我从哪
里来”的哲学疑问，形成人与自然的逻辑话语体系，
其怪异的明辨唯心思维，超常的道家玄想能力，朴
素的自然物质观，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绚烂多
姿的学术思想体系，道家宇宙生成观的学术思想无
疑是华夏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瑰丽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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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如玉孝，等：道家哲学叙事中的宇宙生成观纵论

调整的时期，各国联系更加密切,依存度日益加深，
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但当下局势中的不稳
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我们共同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付,因此我们着力于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大环境，倡导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宝贵经验。

七、结语

习近平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推动了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步伐。他提
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激发全民创新的活力和生
产实践的积极性；实行民族振兴战略提出实现中华
民族强起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倡议共建“一
带一路”，加强沿线经济文化的联动，推进文明的交

流互鉴，善于以全局的、长远的目光看待世界大局，
倡导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把握世界变换局势，增
进各国友谊，加强国际间合作，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才能将
世界各国命运联结在一起，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回顾历史，封闭与落后并存，开放与兴盛相伴，
只有实干才能创造和改变，对外开放才能使我国得
到发展和进步，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稳固对外开放的
步伐。珍惜现在，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护世界和平。展望
未来，世界的潮流是和平与发展，也是包容和互鉴，
更是共建和共享，只有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才能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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