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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張載思想的特色 

 

 

    張載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建立起北宋儒學的形上理論，與發揚儒學道統的

精粹。首先，有關張載對於開啟儒學形上理論的說明，儒家向來不談空泛的形上

理論，因為自孔孟以來，學術思想的重心一直都是以內聖外王作為其理論的價值

核心，並且以關懷現實世界的社會秩序為主。但是自從佛學東傳，與道家思想格

義融會之後，整個中國社會隨即瀰漫起玄談的風氣，導致社會價值觀念的偏頗，

有志之士者如唐代韓愈即提出「文起八代之衰，道繼天下之溺」之語立標，以儒

學作為匡正天下之道的準則；其次，還有李翱的「復性書」以積極恢復儒學內聖

的道德實踐，作為成聖的依據。然而，空泛的理論思維，在當時已然成為一種無

可遏止的普遍意識，收效的成果不大。直到北宋五子的產生，先由周敦頤以「無

極而太極」之說立名，從道教陳摶的〈太極圖〉中吸取其精華，1開展了儒學的

形上觀；接著，張載則以「太虛即氣」說，使用了「氣」概念，作為描述萬物的

根源，並且說明因著一氣透過聚散、相感的作用下，所呈顯出的具體的萬事萬物，

用以作為論述「太和」為道體的存在性徵的說明，如其言： 

 

 

      

 

 

浮沉、升降、動靜、相感、姻緼、勝負等語即是說明在一氣流行之中，所有事物

的發生過程與相交感應的次序與理則，通過此交相感應的過程所顯呈的現象，共

構出一太和世界的道體存在象徵。 

                                                      
1
  見《宋元學案》卷 12〈濂溪學案〉中有一文〈附朱陸太極圖說辯〉中云：「朱子發謂濂溪得

〈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孜。」見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

中華書局，2007 年 1 月，3 刷），頁 501。 
2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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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再以「太虛」為本體，說明道體的抽象性的性徵，為儒學建立起一套

形上觀，如其言： 

 

 

      爾

 

 

此種以「虛氣相即」作為談道體的抽象性徵與存在性徵，是張載於存有論上最大

的特色一，同時亦以體相用三者是一之說，論證了「太虛即氣」之說，所謂「體」

即是太虛本體，「用」則是指氣化的作用，如聚散、感應、變化等等，「相」則

是通過氣化作用之後，而形成所有萬物與有識有知之客感客形之物，於是，通過

體、相、用的論述，揭示出了宇宙現象界中，形上形下是一的共體結構。復次，

關於宇宙論方面，張載繼承了《易傳》的太極陰陽說，提出了氣化宇宙論的說明，

以陰陽二氣作為對萬物發生歷程的說明，如其言： 

 

 

      

 

 

強調透過陰陽二氣在相互屈伸相感之下，而生人物之萬殊，建立了說明萬物發生

的歷程，更是一種有別於《易》學體系下以「

」的原始說明，張載僅僅單就以陰陽二氣之相互交感，就

將整體存在界的現象解釋的如實完整。 

 

                                                      
3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7。 

4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66。 

5
 （魏）王弼 撰（晉）韓康伯 注（唐）孔穎達 疏：《周易正義》卷 7，（台北：台灣藝文印書

館，1997 年，8 月），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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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針對發揚儒學道統的精粹所作的理論說明，即是張載繼承《論語》、

《孟子》、《中庸》、《大學》四書的義理，並且將其義理哲學化、理論化、系

統化，以「太虛即氣」為一本的基礎上，言天人合一與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理論，

如其言： 

 

 

      

      

結合了形上、形下的各種範疇，從「義命對揚」上談人性生命道德則理的理論說

明；亦有從以「仁智雙彰」中，呈顯出為往聖繼絕學的態度；更從「動靜變化」

之間，說明出「萬物生生不測之謂神」的靈妙作用，然後歸結於「性與天道」實

本為一的說明。其次，張載又在人性論上言變化氣質的功夫，此變化氣質之說，

即是對孟子善養浩然之氣的繼承。因為，在張載的「氣」概念之下，是具有相當

多不同層次位階的定義與概念，如其言： 

 

      

於是，通過以上論述，不論是有形具體的形氣，或是無形不可見但存有之物，皆

是一種氣的表現，就連人性主體精神的樣態，張載亦將視為之氣。此外，張載的

人性論另一個主要的特色，就是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兩個層

面，張載認為「天地之性」是根源於至靜無感的太虛，並且是每個人所普遍具有

                                                      
6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63。 

7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20。 

8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20。 

9
 （北宋）張載：《張載集．正蒙》，（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頁 20。 



                                                          張載《正蒙》氣論思想之研究 

 

 143 

的本然善性，而「氣質之性」則是經過氣化凝聚而後成的有形之性，然而雖以兩

性劃分出性的分解說，然而其在本質上仍是同屬一性的。所以，筆者認為，張載

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張載能夠將前人對於參贊宇宙天地萬物之間的種種變

化，累積成以「氣」作為最高存有者的本體義的活動而言之，並且將所有萬物歸

攝在一氣流行絪縕的作用之下，發展出屬於張載氣學特色的一套哲學系統，從而

在批判中創新與開拓。 

 

 

 

 

第二節    張載思想的評價 

 

 

首先，據黃宗羲於〈橫渠學案序錄〉中所云： 

 

 

      

可見黃宗羲對於張載的「太虛即氣」說，認為並沒有太多不妥之處，張載創立的

關學，雖然未及洛、閩之學興盛，然而張載對於道體的體悟，卻亦是發前人未有

之創功。然而，針對張載「太虛」一義的本體論建構，程頤確有不同的說法，如

其言： 

 

 

      「

11』」 

 

                                                      
10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 月，3 刷），頁 662。 
11

 （北宋）程顥 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3，（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

2 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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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以為程頤僅是於字面上解讀了張載言「太虛」之義，在張載的思想中，

太虛其實等同一程頤所言之「理」，只是張載使用了「太虛」一義，作為本體的

稱謂，其在概念的認知上，與程頤所言之「理」是相同的，只是兩者所使用的語

彙不同而已，朱熹在這一點上面就看的比較清楚，如其言： 

 

 

      

12

朱熹此說，完全明白了張載「

」之說，因為從天之名、道之名、性之名、

心之名，其本體皆是「太虛」，由太虛本體透過氣化的作用，一步一步透過氣化

作用而形成各種不同狀態的顯現，張載區分出此四者，只是就現象面分解地說，

有天、道、性、心的不同狀態的範疇而已，故朱熹言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就是

因為朱熹理解出了張載氣論思想之要旨。此外，又言「太虛」為〈太極圖說〉中

最上一層的理體，氣化之道即是透過二五（陰陽與五行）相生之後，所形成的具

體的萬事萬物，所以筆者認為，朱熹的確是有明白到張載對於「太虛」一義概念

的使用，只是因為朱熹前期的思想還是受到程頤一路的思維，所以對張載於宇宙

論的論述有些許不明之處，而略有些批評之處。另外，雖然在宇宙本體論中，程

頤並不是很贊同張載立「太虛」一語以明道，但是，在倫理學的觀點之上，其兄

程顥卻對張載相當的認同，如其言： 

 

 

                                                      
12

 （南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第 60，（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6 刷），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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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程顥對張載道德倫理學的讚同，並且稱許其為自孔孟以來的第一人。至於，

程頤為什麼會對張載的宇宙論有所批評？據丁為祥所言︰「自《正蒙》問世以來，

最先對其進行研究的自然是二程，但由於二程的側重在於通過自家體貼的天理以

為理學確立形上本體，因而天理觀念也就同時成為其對張載進行批評的依據的張

本。
15」於是通過側重的本體論述不同，就會導致理論確立時，所建構的價值觀

產生差別。但是，儘管在宇宙本體論的理論建構不同，二程對於張載在現實社會

人倫道德價值的建立還是認同的，都是以關懷社會家國天下為己任，並且通過效

法聖人的行為當作為人處世的準則，否則，若非如此，二程是不會對張載的〈西

銘〉一文，給予如此極大的讚揚，言其為據前聖所未發，自孟子後蓋未見之。 

 

 

 

 

 

 

 

 

 

 

 

                                                      
13

 （北宋）程顥 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 2 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2 版），頁 39。 
14

 ﹙北宋﹚張載︰《張載集》〈宋史張載傳〉，﹙台北︰台北漢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初版﹚，頁 386。 
15

 丁為祥：《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初版﹚，

頁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