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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氣論思想之界定 

 

「氣」最早為天地之間所產生的自然現象而言。許慎《說文‧气部》云：「气，

雲气也。」段玉裁注云：「气、氣古今字。自以氣為雲气字，乃又作餼為廩氣字

矣。气本雲气，引伸為凡气之偁。」1氣是一種有形無形的存在，在中國哲學上

具有獨特的特質，有別以心學、理學等而論，是為中國哲學範疇系統中重要的範

疇之一。中國哲學範疇中，關於「氣」的特點，張立文歸納出：(一)、氣為客觀

存在的物質，本身沒有形質，但無所不入、無所不包，貫通於一切天地萬物之中；

(二)、氣本身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充塞宇宙中，構成一切事物的基礎，兼納物質

及精神現象；(三)氣具有滲透性，例如，氣能滲透到其他事物成分中，使自身變

為「陰氣」、「陽氣」、「雨氣」……等。2氣是貫通天人，時間，空間，既是形上

也包含形下。人是由小宇宙構成，而天地是由無數個小宇宙所構成的大宇宙，氣

之觀念很早就已存在。3氣是絪縕、聚散、振蕩不已，陰陽二氣凝結成萬物具有

創生作用。氣論從哲學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新的路線，萬物是氣化凝結成具

體有形的形體，氣具有生生義、自然義、創造義、道德義。 

劉又銘認為，所謂氣本論，狹義地說，就是「理在氣中」，「離氣則無道亦無

理」的以氣為本的基本主張和立場；廣義地說，則是進一步包括在上述立場下的

心性論與修養功夫論內在的思想。4因此萬物之理蘊藏在在氣化生生之道中，故

理氣是一而非二。真理蘊藏在人倫日用中，而人倫日用中的展現就是道德的表現。 

「氣」的思想概念，全體而言，可以視為組成人和自然生命、物質運動的能

量。但根據不同時代、不同領域，「氣」所表現的狀況和所引發的作用未必相同。

5因此，氣所蘊涵的概念及流變需要仔細地去探究，因其在思想史上佔有很大的

                                                 
1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0。 

2
 張立文著：《氣》(臺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5-17。 

3
 關於氣的哲學發展，劉長林將其分成四個階段：一、春秋和春秋以前：氣概念逐漸形成。二、

戰國：氣概念臻於成熟。三、兩漢：建立起系統的氣學理論。四、宋、明、清：氣概念向更高

層昇華。收入於楊儒賓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說「氣」〉。(臺北：巨流圖書

公司，1993 年) ，頁 109-117。故可知，氣學發展到漢代時期，已成為了一套系統，且漢代論

氣之思想家相當多。 
4
 劉又銘著：《理在氣中》(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0 年)，頁 3。 

5
 (日) 小野澤精一等人合著：《氣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原序，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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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及影響力。 

「氣」具有本體義、生生義、道德義，萬物各具其主體性，萬物的生成各異，

因其所稟陰陽二五比例不同之氣種。氣從有形到無形，涵攝上下，內外是一，「氣

學」基本觀念是元氣與形氣本質是一，一氣貫穿天、地、人三者之間，順著時間

空間螺旋式的前進，循環不已。「氣」不僅具有材質義，更具有本體義，客觀機

率決定一切。氣也具有生生義，生生之必然性引申出其道德義來。萬物各具其主

體性，肯定所有氣化所生之下的萬物，皆有其存在本身的價值義。6現在研究氣

學之路，可將氣質之性以分解義與圓融義加以詮釋，關於心、理、氣之間的關係，

現在研究氣學者多分為三條路線，一則是純粹氣本論者、二為理氣是一、三為心

理氣是一。純粹氣本論者，將氣之本體義位階提高。理氣是一論者，認為氣之本

體除了有本體義、真實義外，又賦予其道德義。而持心理氣是一的學者，除了認

為氣質之性有真實義、道德義、整體義外，又賦予良心有感通義、主宰義的功能。

大陸學者都以唯氣論來說氣之本體，視為自然客觀存在的現象，比較缺乏心體意

義的探討。但我們知道，氣化生生萬物，不僅具有本體義、真實義外，也同時具

有道德義和創生義。而氣學的探討在日本也掀起一番的研究熱潮。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漢代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各家思想蓬勃發展，王充是漢代思想家中最為特出

的一家，他博學多聞，不僅將前人思想加以吸收融合、分析評論，最後更是發展

出自己的一套思想邏輯。在漢代中唯有他獨樹一幟，不畏政權，反對天人感應的

思潮。其思想同時融合了各家思潮，卻又不受任何學派的窒囿，沉潛後獨自發展

出自己一套的邏輯思想觀念，因為他勇敢抨擊當時迷信的觀點，為思想開出新的

一套思維方式。宋恕在《六齋卑議》中就稱讚他為：「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

精處古今無。」後人對其書其人在當時已有很高的評價。他理性自然的天道觀，

深深影響到後來魏晉哲學的發展，胡適先生說：「中國哲學的思想不經這一番破

壞的批評，決不能有漢末與魏晉的大解放。」在他的哲學觀點上，是以驗實事、

疾虛妄、求真實、理性客觀的思路去探討事物背後本身存在的意義。在漢代各家

中，他具有承先啟後，及突破當時社會思潮一個重要轉變的關鍵點。其試圖擺脫

                                                 
6
 王俊彥：《王廷相與明代氣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自序，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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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思潮觀念的束縛，建立一套氣化宇宙的新理論。他認為萬物皆稟氣而生，天

道的運行皆是自然無為的展現；而人的命運皆由客觀機率所決定的，並且反對兩

漢盛行的人格天、天人感應、讖緯符命等思想，因而架構出屬於自己的一套理論

來。 

  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大多以唯心論和形上思想，來討論人性的價值義和存在

義，很少以「氣」為本體的方向來討論。到了近代，研究氣論的人愈來愈多，不

再認為「氣」是沒有主體義的。氣化流行就是一種道德意識的展現，萬事萬物皆

由氣化而成真實具體的存在。「氣」不但具有道德義、生生義，更為宇宙生成之

本體。其貫通天、地、人三者之間，包羅萬有，形上形下皆為一體。 

王充是漢代理性主義的代表，在思想本質上以理性判斷為主，試圖擺脫神格

化的色彩，是漢代思想家中最特出的一家。近代研究王充的學者相當多，但很少

人以氣論為思考方向切入去探討，所以我在他的原典中試圖以「氣」為方向來深

入討論「心性論」、「本體論」、「知識論」等各個範疇。因此本論文對王充的思想，

以「氣論」為主的思考方式切入，討論原典中所表現的哲學意涵，並完整地呈現

出他的思想特色。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研究範圍 

以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以及（漢）王充《論衡》(《四部叢

刊》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二書相互對照。黃暉所撰的《論衡校釋》集結

各家對王充的褒貶以及校刊考證，故為今本編撰王充《論衡》最詳盡的，故筆者

以黃暉所撰的《論衡校釋》為底本。 

 

 

二、前人研究成果 

 

(一) 書籍 

 

今人研究王充的書籍相當地豐富，關於研究王充的專書就有數十本之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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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要了解王充之思想，必定要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及風氣。故對於陰

陽五行之學說，必定要有一定的了解，以及一些談論氣論思想的書籍，用來探討

王充氣之哲學義涵。關於今籍方面筆者其分為三類，一是以對王充研究的專書為

主，例如王充思想體系及哲學意涵，與其所處的時代環境。第二類則是在漢朝大

時代下所流行的思潮和其朝代發展的過程。第三類則是今人研究有關氣論思想的

專書，以輔助筆者對氣論思想發展的釐清。 

關於研究王充的專書有陳叔良所撰的《王充思想體系》
7、李維武著《王充

與中國文化》
8
、鍾肇鵬、周桂鈿合著《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桓譚、王充評傳》

9、周桂鈿撰《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10、林麗雪撰《王充》11……等。

本論文除了對各家研究王充的專書作分析研究之外，另外對於影響他哲學思想背

景的專書，一些對當時漢代歷史背景及當時哲學的探討，作為了解王充思想的輔

助資料。例如徐復觀撰《兩漢思想史》
12、周桂鈿撰《中國歷代思想史（二）秦

漢卷》13、任繼愈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14、鄺芷人撰《陰陽五行及其體

係》15……等。皆是有助於了解當時王充所處的時代背景，進一步了解王充思想

的特色。另外現今研究氣學思想的書籍也漸漸在增加當中，為了更深入地去了解

氣學所代表的哲學意義，及對於氣論思想的發展脈絡，當代研究氣學的專書是不

可或缺的，例如張立文撰《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16、王俊彥撰《王廷相

與明代氣學》17、劉又銘著：《理在氣中》18……等。等對「氣」之定義及源流發

展的說法，以提供筆者做為研究論文的參考資料。 

 

 

(二) 期刊論文 

 

                                                 
7 陳叔良撰《王充思想體系》(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 年) 
8 李維武著《王充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 鍾肇鵬、周桂鈿合著《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桓譚、王充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0

 周桂鈿撰：《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林麗雪撰：《王充》(臺北：東大出版社，1991 年) 
12 徐復觀撰《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1976 年) 
13 周桂鈿撰《中國歷代思想史（二）秦漢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4 任繼愈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5 鄺芷人撰《陰陽五行及其體係》(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16 張立文撰《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臺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 年) 
17 王俊彥撰《王廷相與明代氣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8

 劉又銘著：《理在氣中》(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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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以來，討論王充《論衡》中所呈現的意涵和思想者，相關之單篇論文甚

多，例如：劉謹銘撰〈王充天道論是否合於黃老義之評議〉19、王真諦撰〈牟宗

三對王充性命論理解之評析〉20、劉謹銘撰〈馮友蘭對王充理解之商榷〉21、劉謹

銘撰〈王充思想是否符合科學標準之評議〉22、李建興撰〈試論王充的人性有善

有惡說〉
23、陳麗華撰〈王充性命觀初探〉24、劉謹銘撰〈王充重知識輕人倫道德

嗎？──徐復觀論點之商榷〉25、王真諦撰〈王充對鬼神存在的破與立〉26、紀兆

航撰〈論《論衡．本性篇》中王充之本性論〉
27、劉謹銘撰〈王充哲學的當代詮

釋及其反思〉
28
、劉謹銘撰〈從「問孔」「刺孟」論王充批判經典的原旨〉

29
、劉

謹銘撰〈從儒家義理層次回應王充的〈問孔〉與〈刺孟〉〉30、王真諦撰〈從王充

的〈問孔〉和〈刺孟〉探究孔孟可問可刺者究竟為何〉
31、吳瑞銀撰〈王充《論

衡》所論及之人才問題析探〉32、陳啟聖撰〈「必然性／或然性」與「自然命定論

／宿命論」──從當代對王充的批評談起〉33等多篇相關論文。從上述資料可得

知，當代學者多方面從各個角度，去探討王充思想所呈現出的哲學義涵，試圖為

其找出歷史的定位，並如實地還原其思想主旨。 

 

 

(三) 學位論文 

                                                 
19

 劉謹銘：〈王充天道論是否合於黃老義之評議〉，《玄奘人文學報》第 7 期 ( 2007 年 7 月)，頁

1-41。 
20

 王真諦：〈牟宗三對王充性命論理解之評析〉，《鵝湖》第 10 期 ( 2007 年 4 月)，頁 24-34。 
21

 劉謹銘：〈馮友蘭對王充理解之商榷〉，《思與言》第 2 期 ( 2003 年 6 月)，頁 169-201。 
22

 劉謹銘：〈王充思想是否符合科學標準之評議〉，《漢學研究》第 1 期 ( 2003 年 6 月)，頁 391-411。 
23

 李建興：〈試論王充的人性有善有惡說〉，《蘭陽學報》第 2 期 ( 2003 年 6 月)，頁 293-297。 
24

 陳麗華：〈王充性命觀初探〉，《空大人文學報》第 12 期 ( 2003 年 12 月)，頁 277-287。 
25

 劉謹銘：〈王充重知識輕人倫道德嗎？──徐復觀論點之商榷〉，《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 5 期 

( 2006 年 9 月)，頁 166-187。 
26

 王真諦：〈王充對鬼神存在的破與立〉，《宗教哲學》第 39 期 ( 2007 年 3 月)，頁 183-196。 
27

 紀兆航：〈論《論衡．本性篇》中王充之本性論〉，《國文天地》第 10 期 ( 2006 年 3 月)，頁

33-37。 
28

 劉謹銘：〈王充哲學的當代詮釋及其反思〉，《揭諦》第 10 期 ( 2006 年 3 月)，頁 153-191。 
29

 劉謹銘：〈從「問孔」「刺孟」論王充批判經典的原旨〉，《鵝湖》第 7 期 ( 2004 年 1 月)，頁

39-45。 
30

 劉謹銘：〈從儒家義理層次回應王充的〈問孔〉與〈刺孟〉〉，《東方人文學誌》第 1 期 ( 2004

年 3 月)，頁 21-37。 
31

 王真諦：〈從王充的〈問孔〉和〈刺孟〉探究孔孟可問可刺者究竟為何〉，《哲學與文化》第 1

期 ( 2007 年 1 月)，頁 165-180。 
32

 吳瑞銀：〈王充《論衡》所論及之人才問題析探〉，《東方人文學誌》第 1 期 ( 2004 年 3 月)，

頁 1-20。 
33

 陳啟聖：〈「必然性／或然性」與「自然命定論／宿命論」--從當代對王充的批評談起〉，《鵝湖》

第 7 期 ( 2003 年 1 月)，頁 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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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術論文方面，已經有學者發現王充在漢代哲學中的重要地位，有多篇

的論文，是從各個不同角度、面向切入，去研究探討關於王充的《論衡》中所要

呈現的意涵。例如，從考證方面去探討，如馮曉馨撰《徐復觀先生＜王充論考＞

評析》
34、關於王充對形神思想的討論，有朱麗秀的《王充形神思想研究》35。對

於王充命的思維論述及王充的「命定觀」的討論，有葉淑茵撰《王充命運論研究》

36、林鈴芳撰《孟子立命與王充命定之比較研究》37、王鴻鵬撰《王充命論研究》

38
，對於王充的命的特色加以釐定。另外就是王充最具代表性的理性邏輯思考方

式的討論，相關的論文有，黎惟東撰《王充思想研究》39、朱珮瑜撰《王充《論

衡》思維方法探析》
40。以及其自然主義的天道觀對魏晉時期的影響，和其對政

治看法及後世對其的評價等，也有相關論文的討論，例如馮曉馨撰《王充天論思

想之研究--與荀子天論思想之比較》41 、葉淑茵撰《王充對魏晉思想影響之研究

──王充在玄學史的地位之再審定》42、邵維慶撰《王充的基本思想與政論》43、

徐其寧撰《失衡的邏輯——以「吏階層」為進路論王充「疾虛妄」之思想意涵》

44
。從上面的研究資料當中，不難發現，研究王充思想的專家越來越多，但是沒

有一家學者是從王充《論衡》中，關於「氣論」思想角度的方向切入，來做探討。

因此筆者打算從此方面著手，試圖還原王充思想中關於氣學思想的哲學意義。 

 

 

三、研究方法 

 

(一) 原典之摘錄歸納 

                                                 
34

 馮曉馨：《徐復觀先生＜王充論考＞評析》(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35

 朱麗秀：《王充形神思想研究》(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碩士論文，1995 年) 
36

 葉淑茵：《王充命運論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37

 林鈴芳：《孟子立命與王充命定之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38

 王鴻鵬：《王充命論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39

 黎惟東：《王充思想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年) 
40

 朱珮瑜：《王充《論衡》思維方法探析》(東吳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41

 馮曉馨：《王充天論思想之研究──與荀子天論思想之比較》(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6 年) 
42

 葉淑茵：《王充對魏晉思想影響之研究──王充在玄學史的地位之再審定》(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43

 邵維慶：《王充的基本思想與政論》(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 
44

 徐其寧：《失衡的邏輯——以「吏階層」為進路論王充「疾虛妄」之思想意涵》(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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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將全面檢索王充原典，即《論衡》中的字句，關於氣、陰陽、心、性、

情、天、命、形、神……等主要的關鍵字句做一個爬梳，將各篇章中所呈現的哲

學範疇加以摘錄歸納、分類討論之，並以「氣論」思想為主軸，對於《論衡》中

所論述的元氣、精氣、陰陽二氣……等不同意涵，重新建立其哲學理論架構來，

並深入地探討氣化流行中，天、地、人三者的關係，加以論證，完整建構出王充

的「氣論」思想與學術之特色。 

 

 

(二) 諸家佐證 

 

與同時代各家思想的「氣論」思想論點加以佐證，可發現，王充的氣學思想

並非孤鳴獨發的，而是其來有自，有所根源的。例如：《淮南子》、董仲舒、揚雄、

桓譚……等各家同時代之思想論點，皆有相互影響，亦可觀察出氣論的發展脈

絡。歷代學者研究王充思想的不在少數，除了以傳統的以形上思想的心性義、價

值義研究之外，近代學者尤其注重以「氣」為主體的觀點加以討論，以統合心、

理、氣，形上、形下是一的概念，強調萬物各具其主體性，並展現出王充以自然

客觀機率所決定的氣化世界，做一個探討。所以除了比較王充與當代諸家的思想

外，更加入近代學者以氣為主的思想觀點加以討論。 

筆者希望藉由對王充原典的分析與歸納，進而對漢代的氣化流行思想，與王

充原典中所呈現的思想架構，做一個完整性的分析與討論。希望能清楚地將王充

原典中的「心性論」、「本體論」、「知識論」等範疇，與王充思想中以「氣」為主

體的思想，做一個完整且全面性的討論，藉此具體地呈現王充以氣為主的思想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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