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有無與場

圖非本國主{主

「有』與「無」是中華文化重要的思維課

題，也是思維源頭。道德經第一章即說『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傲。』亦即，道無形

體，但產生了天地;故『無dJ '是天地形成的

本始，在天地形成之前是什麼都沒有的 IF 有

dJ '是化生萬物的根源，一有了天地，萬物即

開始化生了。道是永遠沒有形體的常無，所以

常處於無，可以明白無的道理，誨的是觀察宇

宙間變化莫測的奧妙境界;天地是永遠有形體

的常有，所以常處於有，可以明白有的起源，

為的是觀察天地間事物紛耘的開始跡象【慈惠

堂】。所以，此處的「無』是宇宙始生之 F無

dJ '此處的「有」是萬物始生之「有」。

道德經第三章繼續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己。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

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前後相隨。」這是說，天下人都知道美

之所以為美，醜的觀念就跟著產生;都知道善

之所以為善，不善的觀念也就產生了。整個宇

宙是包含善惡與美醜的。沒有「有』就沒有『

無dJ ' IF 有無 J 是相對待而生的:沒有「難』

就沒有「易dJ " IF 難易』是相對待而成的;沒

有「長』就沒有「短dJ ' IF 長短」是相對待而

明顯的;沒有「高」就沒有『下dJ IF 高下』

是相對待而呈現的:沒有「音」就沒有「聲』

「音聲』是相對待而和諧的;沒有「前』就

沒有「後dJ ' IF 前後』是相對待而順隨的【慈

惠堂】 c 因而﹒此處的『有』是事物續生之「

有dJ此處的「無」是事物續生之『無」。

道德經第十一章另說『三十輻，共一殼，

當其無，有車之用。誕壇以為器，當其無，有

器之用。鑿戶墉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是在談論「

無」的用處。三十根車幅匯集到一個車載當中

，有了車殼中空的地方，才有車軸的作用;否

則車軸便無處安插，車輪也不能轉動了。揉合

陶土成為器血，有了器血中空的地方，才有器

血盛物的作用;否則器血便失去了用處，連一

點東西也不能容納了。建造房屋開鑿門窗，四

壁有了門窗中空的地方，才有房屋可容人進出

、讓空氣流通、及採光的作用;否則房屋也就

毫無居住用處可言了。如果明白這種道理，就

知道器物實體的有，帶給人們條件與便利，但

需要器物空處的無，來發揮它的作用;所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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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最有用的所在，還是在於虛空的『無」【慈

惠堂】。此處的「有』仍是事物續生之「有」

;此處的「無』乃是事物續生之「無」。

道德經第四十章又說「反者道之動;弱者

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是

認為，大道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宇宙

本體和根源，而且犬道的運行本是反復循環的

，通常無所謂正與反的分別，等到有正反相隨

時，大道已是又由靜而動了 O 這是大道的運用

如水一樣，全是以柔弱謙下為主導。宇宙萬物

也都是由這個大道而生息無已。若往宇宙萬物

的第一根源追棚，宇宙萬物的化生是化生於有

，天下萬物生於有形體的天地;有最後則是化

生於無，有形體的天地則是生於無形的道。因

而，從人類認識能力的觀點來看 IF 無」是道

體的最後根源【慈惠堂】。所以，此處的『無

」已回歸到宇宙始生之「無dJ此處的 r 有」

已回歸到萬物始生之「有』。

易經繫辭上傳亦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

綸(含蓋，遍真日)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韓康伯注

認為『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孔穎達疏亦

認為「用易道仰觀俯察，知無形之幽，有形之

明 o dJ是故幽為無形不可見者，明為有形可見

者【呂紹綱， pp288~289】。由此可知，中華文

化思維中的「有」與「無dJ '是以人類認知上

的「可見』與「不可見」作為界說，因而所謂

的「無』並非絕對的「無dJ而是相對的『無

」。當然，也只有在此相對的 T無」之下，上

述有生於無(始生時)及有無相生(續生時)

兩者才能有其合理性。易經繫辭上傳再說『故

神無方(方所) ，而易無體(形質) G dJ這是

說，神與易沒有一定的方所、形體，它們無所

不在，卻又看不見究竟在哪裡。外加「易與天

地準dJ IF 易能彌綸天地之道d!所以易經本

質上亦是主張始生時『有 J 生於『無dJ續生

時「有(陽)無(陰〉相生」。

因為「有』係其後再以陰陽兩儀為主力，

開展成一個開放演化互動卦變的系統，亦即「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 ·dJ【林國雄1993 ' 1994a
, 1995c 】 IF 有」另又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為

基礎構成一個封序循環生剋穩定的系統，亦即

「而生水、火、木、金、土(此為五行始生之

序，有別於續生後的相生之序) ，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林國雄1992a ' 1994b ' 1995b>

;而且兩儀、五行是動態的、以特性互動生剋

運算為主的文字符號邏輯系統(與歐美的、以

數量運算為主的數學符號邏輯系統有別) ，並

相輔相成，故形成「有」中完備的被動系統，

與「有 J 中天地人三才的主動系統【林國雄

1995a] 互為呼應。從而，若回頭往宇宙萬物

始生的總源頭追;朔，周;廉漠的太極圈說才能說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周廉溪】。此處相當於「有生於

無」之『無」的「無極』一詞，始見於道德經

第二十八章『復歸於無極dJ相當於「有生於

無」之『有」的「太極』一詞，始見於易經繫

辭上傳「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元代郝經撰太極演，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

隱，證之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呂紹綱， p805 >

，所以，若將宇宙萬物的根源追溯推論至極至

，則作為『有』而可以「掌握」之太極，與作

為『無」而難以「掌握』之無極，在始生之時

應有「有生於無」的先後關係，在續生之後亦

應有『有無相生』的互動關係 G 因而，周:廉溪

太極團說在「五行之生也，各一其'f全」之後，

能說『無極之草，二五(兩儀五行)之精，妙

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dJ 0

邵康節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也認為「無極之



前，陰合陽(但陽尚未發生作用)也。有象之

後，陽分陰也。』不過，周1廉溪太極圖說的開

端郤為 r無極而太極 dl '此乃是為了兼容始生

之時的『有生於無」及續生之後的『有無相生

」所採取的字面處理，不用『無極生太極」而

用「無極而太極 dl '俾可兼容兩種涵義。如此

，即可將『有生於無」及「有無相生」同時併

談於簡短扼要的周:廉溪太極圖說之中。

此外，筆者曾指出，近代科學「場』的觀

念提出，實是為了滿足人類理解一些因果關係

中實在連結性的心理需要。當人類不能肯定並

確認空問實在鄰接性及時間實在鄰接性的連結

，但多少仍然可以補強時，即假設有個連結場

之確實存在。猶如物理學中假設重力場和電磁

場的各別存在一樣。【林國雄1992b 】 o 這些

場可能是有形的、可見的，例如菜市場、農場

、操場、戰場、獵場、養雞場、考場、舞場;

這些場也可能是無形的、不可見的，存在於分

析者心中有待盤算的，例如道場、名利場、善

緣場、惡緣廠、道德場、抽象市場、靜電場、

重力場、電磁場、軍事指揮場。尤其後者，特

別在科學分析上能補強因果關係鄰接連結性的

心理需要。

萬有引力的學說即認為，凡宇宙間之物體

皆有相互吸引之力，故地球與其表面上的各種

物體亦恆互相吸引。只是地球的質量大，各種

物體的質量小，因此各種物體對地球之引力作

用不易表現，而地球對各種物體的引力作用則

特別顯著，從而發生各種物體常向地球表面墜

落之現象。這種重力場是看不見的，但可設定

它的存在，並用以理解一些物理現象。既然可

以如此，那麼?古何不能也假設上述「無」即 r

無極』的存在呢?

電子理論也認為，構成一切物質之各種原

子，由帶陽電與帶陰電的粒子組成，陽粒子名

叫質子，陰粒子名叫電子。物質處在平常狀態

的時候?各原子中兩種粒子的電量相等，不呈

使得用手觸摸可能有觸電的肉體感應，或借助

電氣儀表將其偵測出來。所以人類的科學進步

，不只在上述的『有」中打轉，也深入到「無

J 中打轉，更在「有無相生』之中打轉。例如

，電磁場的存在，使得任何人在家裡打開電視

機，就能看到電視台播出的生動畫面並聽到聲

音，這是『有無相生』的典型實例。而且，當

因果鏈條確實能把原因和結果合理而實在地聯

繫起來的時候，史記留侯世家就能記載『運籌

策椎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子房之功也。

」此乃在張良運籌策椎帳之中的原因與千里之

外贏得戰爭的結果之間，有著優秀的軍事指揮

場存在的緣故。

更有進者，由於資訊的可儲存性與資訊網

路的日趨普及性，在時間以及空間方面，人類

也不能不接受「由原因至結果的遠距離勝任及

長時間勝任』的可能性，業已日趨擴大 o 在自

然界中，若無須任何媒介，而可以直接對遠處

空閉的事物發生作用;這樣的事雖然無法證明

為不可能，但人類也不得不假設有重力場與電

磁場的存在。電磁場的存在，使得任何人在家

裡打開電視機，就能看到電視台播出的生動畫

面並聽到聲音，而且只要電視機與天線不故障

，亦均屢試不爽。

論語顏淵亦曾指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懼。』仿照上述自然因果

關係的推論，君子之德是原因，並自然形成一

個廣佈的道德場(風) ，於是眾多的小老百姓

也就受到潛移默化(結果)了。沒有原因的事

象，科學如何能去解釋?即使哲學，又如何能

去解釋?科學並不使用，而且一向不使用類似

舊約創世紀 r無中生有』的上帝創造(非創化

)概念作為原因。至於哲學，除7西方神學之

外，通常不使用無中生有的創造觀念作為原因

。因此，凡是沒有因果連結事項，除了可用場

的概念予己補足外，其因果之連結別無他途。

因果關係的有無，因果原理的適用與否，通常

帶電現象。這種陽粒子與陰粒子的帶電現象， 也就代表著人類科學知識的存亡，許多中外學

通常也是我們所直接看不到的，除非物質荷電 者均這麼說。不過，因果關係及因果原理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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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運用dJ ' 1994年國際老子學術研討會

，河南鹿且， 31-60頁，民國八十三年五月

。後收入社會科學戰線， 1994年4期，吉林

長春，民國八十三年七月。

6. 林國雄(1994b) , IF 春秋繁露中的五行思

想dJ '首屆國際董仲舒學術思想研討會，

河北景縣， 27-52頁，民國八十三年九月。

7. 林國雄(1995a) , IF 新儒學經濟思想的三

才詮釋dJ '第九屆國際中國哲學會，波土

頓， 1-23頁，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1995年

世界太極年會，比利時布魯塞爾及魯汶，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8. 林國雄(1995b) , IF 新儒學經濟思想的五

行解說以製造業為例dJ '第十二屆國際

易學大會，新加坡， 262-302頁，民國八

十四年十一月; 1995海峽兩岸管理科學研

討會，上海，于36頁。，民國八十四年十

月。

9. 林國雄(1995c) , IF 新儒學經濟思想的四

象解析以機械業為例dJ '交通大學管理

科學研究所， 1-21頁，民國八卡四年十一
月。

10. 周:廉溪(1989) , r 太極圈說dJ西王金

母與漢武帝之研究，慈惠堂恭輯， 208-

209頁，民圓七十八年七月。

11 慈惠堂(1 994) , IF 道德真經及其聖義」

'道德其經及諸聖意，中華老莊學會與慈

惠堂恭輯， 1-78頁，民國八十三年五月。

排斥「有無相生dJ也不

排斥『有生於無』。

中華文化的推衍發展

，過去有糟柏的成分，也

有優秀的成分 O 優秀的成

份，例如易經、道德經、

及周j廉溪太極圖說的整體

思維能力，應予整理發揚

。中華文化的思維以『有

無相生』及『有生於無』

為其最基本的展開處，有

別於歐美文化只以存有 (be i ng)為其最基本的

展開處 O 因而中華文化應有包容歐美文化及其

科學文明之能力 O 這種中華文化優秀成分的發

揚及應用，更是今後大家同需戮力以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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