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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人本思想生成的三层易道原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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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船山建构了丰富的人本哲学思想，其人本哲学以形而上的易道思想为哲学依据，王船山人本思

想的易道原理突出了变化发展的宗旨。易道原理包括生生之道、生德之道和生利之道，易道变化的原理能够推

陈出新，产生新事物，易道使德性不断增进，易道运行使事物向吉利方向发展。生生的特征是“新”，生德的特征

是“仁”，生利的特征是“吉”。生生的结果是日新盛德，生德的结果是大德生仁，生利的结果是趋吉避凶。船山

以易道的变化为原理生成了人本哲学思想，人本原则是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人成为人的根本要义

是成为新人、仁人和吉人。人本要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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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建构了丰富的人本哲学思想，人的问

题是船山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体现为以人为

依的要旨。“船山哲学的最终要旨是以人为依和

以人为本，人本思想是船山哲学的重要思想。”［1］

船山人本哲学以天道作为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

依据，天道思想产生了船山的人本思想，“船山依

据天道理论，建构了个人、社会和国家遵循的人

本原则”，“船山人本思想的天道依据主要从人本

乾道、人本易道和人本气道三个方面展开”［2］。

船山哲学思想的建构都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其

学术目标虽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但思想建构

必求顺于理。天道依据中的易道推动了船山人

本思想的生成，易道生成仁义，实现以人为本。

《周易》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

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

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17 天道包含了易

道，天道变化规律促使天地中的万物发展变

化。人以天道变化原理为依据，促使人和社会

变化发展，以天道的变化发展为根据推动实现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达到人本的目标，促进人向

好的方向发展。船山认为天道中有易道，必须

善于权衡和施变，使社会和人生得到发展，达到

以人为本。船山的易道原理依据易学中的变化

思想，易的含义有几重，中心内涵是变化。“易一

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

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坤 然示人简

矣。’”［3］15 船山所说的易道指的是变化之道，阴

阳互动和柔刚交错，以动态仁义推行社会前进，

实现以人为本。船山的人本天道依据在易道上

凸显了生生、生德和生利三个方面。

从表 1 可以看出，船山人本哲学思想的易道

原理依据突出了变化发展的思想宗旨。易道原

理包括生生之道、生德之道和生利之道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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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易道变化的原理揭示了推陈出新的思想特

征，易道产生新事物，使德性不断增进，易道运行

使事物向吉利方向发展。生生的特征是“新”，生

德的特征是“仁”，生利的特征是“吉”。生生的结

果是日新盛德，生德的结果是大德生仁，生利的

结果是趋吉避凶。易道是人行为处事的依据之

一，船山以易道为依据建构人本哲学思想，人本

原则是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即是说

人成为人的根本要义是成为新人、仁人和吉人。

人本要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

一、易道生生原理推动人本思想

生成

易道以变易为本义，凸显了日新、成仁和吉

利三个方面的特征。易道是天道变化之道，是

阴阳转化之道，易道实质上是指天道中的变化

之道。天道变化，万事万物在变化的过程中各

成其物，各得其命，万物并育，不相悖害。易道

是生生之道，产生新的事物，不断更新发展。正

是因为易道变化，生生不息，才推动事物发展出

新。易道变化发展的特性体现为元、亨、利、贞

的发展规律，使天地万物向着顺利和贞吉的方

向发展，促进天地长久和社会生生不息。船山

以易道元、亨、利、贞的原理规律为依据，认为人

类社会的治理也要变化发展，让人类社会向好

的方向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从而实现人本

的目标。

首先，船山认为易道是变化之道，依据易道

的变化规律建构发展天下的人本之道。天道不

断变化，推动万事万物各自存在和发展。《周易》

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

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船山注：

“以化言之谓之天，以德言之谓之《乾》。《乾》以纯

健不息之德，御气化而行乎四时百物，各循其轨

道，则虽变化无方……各当，变而不失其正，益万

物而物不知，与天之并育并行，成两间之大用，而

无非太和之天钧所运者，同一利贞也。”［4］52-53 易

道凸显了变化的规律，易道原理说明万物在变化

过程中有天道总体规律支配，万物遵循天道规

律，各行其是，是其所是，但万物都向有利的方向

发展，变化是为了有利于万物自身的发展方向，

实现新旧更替，优化进步。船山说：“《乾》之以其

性情，成其功效，统天始物，纯一清刚，善动而不

息，岂徒其气为之哉？理为之也。合始终于一

贯，理不息于气之中也。法天者，可知利用崇德

之实矣。”［4］53-54 乾道变化最终统一于根本原理，

原理就是天地法则，以理统气，变化依据于原理，

原理统摄了一切变化。船山理学与张载气学思

想基本一致，以天道的性命和条理为形而上学的

依据。张载说：“君子为能与时消息，顺性命、躬

天德而诚之行之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

健利且贞，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

与！《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

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其此之谓乎！”［5］70天德性命是万物的根本，天道

变化依据于天道规律，君子依天理而行，把握了

乾道变化的根本规律，就能够体察民情，找到天

下发生变化的根源，实现以民为本。船山说：“唯

其易，故能明天道，而察于民用万变之故；唯其

贡，故民皆得与，而以神所告者明其德。”［4］560意

思是天下民情发生了变化，变化必有原因，以易

道变化原理追根溯源，必然能够解决社会中的问

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其次，船山认为易道是生生之道，依据易道

生生的原理性质建构成就人生的人本之道。易

道是不断产生、生出新事物和不断更新发展之

道。《周易》说：“生生之谓易。”船山注：“‘生生’

者，有其体，而动机必萌，以显诸仁；有其藏，必

表1 人本的易道依据解析图示

人

本

易

道

依

据

易道生生 生生为新 日新盛德 以新为本

易道生德 生德为仁 大德生仁 以仁为本

易道生利 生利为吉 趋吉避凶 以吉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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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利见，而效其用。鼓万物而不忧，则无不可

发见，以兴起富有日新之德业。此性一而四端

必萌，万善必兴，生生不已之几。……时故不

悖，皆即此道也。”［4］529-530意思是易道以乾为元道

和本体，不断地萌生出新事物，不断地由体达

用，创新发展。由天地的本体派生出万事万物，

由一生万，由本体而致用，天地万物生生不息。

船山说：“夫立法以制之从，师保之职也；从无造

有以成其性命，父母之道也。父母无心以授之

生，而必与以成；师保立法以导之从，而不保其

往；故师保不足以配父母之大。《易》以无心之变

为其生生，授人以变，而人得凝以为常，明其故

以处忧患，而非但示以吉凶。则如所性之受于

父母，而尽之在我，不仅趋其所趋，避其所避，规

规然奉师保之诏以为从违，而冀以去祸而就

福。故《易》者，正谊明道之教，而非谋利计功之

术也。神道以教，而用终在人。”［6］1060 易道自本

自根，是生生之道，是天道自然规律，是本原和

原理。易道的变化发展使万物各得其宜，互不

妨碍。易道生生不息，人依据生生之道继承天

道而成就人生，达到天下平和，实现以人为本。

易道之所以以生生之道为宗旨，是因为阴阳

二气的运行和辩证发展而导致生生发展。船山

说：“且夫天地之际，间不容发，人与万物，皆天地

所沦肌浃髓以相涵者也，道所必动，生生者资二

气以蕃变之。……情以盛之，性以主之。于天地

之外而有道，亦入天地之中而备其道，故人可乘

六位以御天而行地。故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

焉。相容相受，而人终不自失。别而有其三，同

而统乎人。《易》之所以悉备乎广大也。”［6］1064易道

的特征是广大而无限，天地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

才使得天地生成万事万物。易道的元、亨、利、贞

变化发展过程使万事万物得以资生和发展，乾坤

之道是万物资生发展之道。人在天地二气磨合

运行的作用下，不断发展进步。人以天道为根

本，继承天道变化发展的原理而成就人性，人不

断创新发展，通向以人为本。

最后，船山认为易道是日新之道，依据易道

的日新过程建构提升人生的人本之道。易道生

生不息，其表现形式是日新发展。易的内涵凸

显变化发展，变化发展则呈现出新面貌和展现

出新形态。《周易》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

盛德。”船山注：“尽其性而业大者，唯道之富有；

一阴一阳，其储至足，而行无所择也。尽其性而

德盛者，唯道之日新；一阴一阳，变化之妙，无有

典要，而随时以致其美善也。在道为富有，见于

业则大。在道为日新，居为德则盛。”［4］529生生之

道凸显了变化发展的道理，每天都有新变化，每

日都有新进步，人的德性也不断增进。人道日

新，德性日盛。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

能根据易道原理不断地推进德性的进步。“天地

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

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

也。”［7］因为易道生生，所以天地和万物每天都

在不断变化。“日新盛德，乾之道，天之化也。人

能体之，所知所能，皆以行乎不得不然而不居，

则后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而德日盛矣。”［8］易

道生生，日新盛德，则人道以生生之道为依据，

发展变化，推陈出新，使人不断前进，实现人的

日新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易道生生，

乾道变化，人道日新，人依据易道生生规律而不

断创新发展，提升人本价值，实现以人为本，人

的地位则在时代变化中不断得到进步发展，则

是人本价值的实现。船山说：“经者天下之体

也，权者吾心之用也。”［9］739经与权的转换就是生

生变化特征的体现。“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

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

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

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

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10］736根据时代的步

伐发展，生生不息，达到以人为本。

总之，船山人本哲学的天道原理在易道原

理上展开，提出了易道生生特征的原理依据。

易道是天道，易道的内涵凸显了变化发展的本

质规律，易道使天地不断生出新事物，事物发展

体现出新特征和展现出新形态。易道生生原理

体现为变化之道、生生之道和日新之道。易道

有生生变化的规律，人则依据生生之道的原理

而日新盛德，根据易道原理而经权变化，实现以

人为本。因为易道有生生原理，国家和社会治

理要以易道生生原理为依据，当政者善于体察

民情，关注民众的生存和生活，推动民众的生活

向利好的方向发展，增进民众的德性进步，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天下生生不息，实现人本目标。

王船山人本思想生成的三层易道原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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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道生德原理推动人本思想

生成

船山人本哲学在易道生生原理的基础上继

续向前发展，船山建构了易道生德的天道原理

依据。易道以变化发展为本义，变化发展而产

生德性和增进仁性。易道本身就是生生之道，

是日新盛德之道，德性实现隆盛是易道原理中

日新盛德的必然结果，生生就是产生新事物，生

生导致生德，生德就是说产生仁德。易道生德

就是易道规律能够使人增长德性，德性的增长

有利于爱护和关照人，一是个体关爱他人，二是

社会关注天下每个人，三是政治关爱黎民众生，

达到以人为本的宗旨，实现人本的目标。

首先，船山认为易道变化体现好生大德，以

易道好生大德为原理依据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

宗旨。易道的变化规律就是生生的德性，易道本

身就具有生生的德性特征，以德生德，意思是大

易之道让天地不断地生存发展，不断地产生新的

事物，产生新的生命。船山解释易道的“天地之

大德曰生”时说：“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其生焉

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6］1042意思是天地

千变万化，其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天地变化而生

成的事物，因为易道有变化的功能，所以世界才

能生成万事万物。天地之德是生生之德、好生

之德。好生之德是大德。船山说：“天地之大德

则既在生矣。阳以生而为气，阴以生而为形。”［6］1043

天地的大德体现为生成和产生新事物的功能德

性。易道有好生大德，人依据易道的好生之德让

天下人人都得到生存发展，关爱天下的生命和生

存，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其次，船山认为易道变化产生无私仁德，以

易道无私仁德为原理依据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

宗旨。乾有元、亨、利、贞四德，四德也是易道运

行的顺序，元、亨、利、贞的发展过程成就了事物

的发展，生成新事物。易道运行产生公德，公德

是无私之德。船山说：“‘贞’，正也。天下唯不

正则不能自守；正斯固矣，故又曰正而固也。纯

阳之德，变化万有而无所偏私，因物以成物，因

事以成事，无诡随，亦无屈挠，正而固矣。”［4］44乾

道的贞德是正德，正德通过变化来实现，达到公

正无私的目标，成就万事万物，使万物都得到发

展。“《乾》之为德，一以神用，入乎万有之中，运

行不息，纯粹者皆其精，是以作大始而美利咸

亨，物无不正。在人为性，在德为仁，以一心而

周万理，无所懈，则无所滞。君子体之，自强不

息，积精以启道义之门，无一念利欲之间，而天

德王道于斯备矣。”［4］69-70乾道运行变化体现了易

道的根本原理，运行变化是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形成正德，在人身上则是仁德，没有私心杂念，

易道变化产生无私的公德。“理便在气里面，故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上者，不离乎一阴一阳也。故曰‘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气自生

心，清明之气自生仁义之心。”［9］1076 阴阳变化是

易道的规律，是形上和形下的结合，生生不息，

阴阳二气磨合而生出仁心，产生仁德，都是易道

变化规律的必然结果。易道变化使形与气相结

合，慢慢凝结生成仁义之心。易道产生正德，正

德是无私的公德，是仁德，有仁德则能够以仁为

本，通向以人为本，实现人本的目标。

最后，船山认为易道变化产生日新大德，以

易道日新大德为原理依据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

宗旨。易道的生生不息原理，推动万事万物日新

变化，德性隆盛，产生大德。船山说：“尽其性而

业大者，唯道之富有；一阴一阳，其储至足，而行

无所择也。尽其性而德盛者，唯道之日新；一阴

一阳，变化之妙，无有典要，而随时以致其美善

也。在道为富有，见于业则大。在道为日新，居

为德则盛。”［4］529 阴阳变化是易道变化规律的体

现，尽量展现变化的德性，实现尽善尽美。易道

变化使德性日盛，向大德的方向发展，易道变化

的规律推动大德的生成。《周易》说：“天地之大德

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船山注：

“‘天地之大德曰生’，统阴阳柔刚而言之。万物

之生，天之阴阳具而嘘吸以通，地之柔刚具而融

结以成；阴以敛之而使固，阳以发之而使灵，刚以

干之而使立，柔以濡之而使动。天地之为德，即

立天立地之本德，于其生见之矣。位也，财也，仁

也，义也，圣人之立人极不偏废者也，所以裁成辅

相乎天地，而贞天下之动者也。”［4］579 天地有大

德，大德是生生之德和好生之德，易道的生生大

德又产生出新的大德。天地有阴阳大德，易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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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大德，就产生出仁义之德，推动天下向良性

的方向发展。船山说：“故不知进退存亡，而龙德

乃备；不惮玄黄之血，而天地以杂而成功。……

而君子以与《易》均其功业。故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6］1033 易道变化，日生日动，不断更新进

步，均衡天地日月、天下事业，推进公正仁德的产

生。易道的变化发展最终推动天地万物向有利

的方向进步发展，即向利好和贞吉的方向发展。

船山说：“动察者，以复见天地之心；静存者，以反

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是而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

得于天，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经纶条理，粲然现

前而无有妄矣。元亨利贞，天之德也。仁义礼

知，人之德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则以与天合

德，而道行乎其间矣。”［9］824船山的意思是易道的

动态变化能够使天人相与、天人合德，有利于事

物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易道生德，天生仁德，在

人身上产生仁义礼智的大德，使国家和社会向以

人为本的方向进步。

船山建构易道生德的原理，最终目标是将

原理运用到人的主体上，实现以人为依，易道生

德推动人以德为根本，人本即是人以德性为根

本。船山说：“夫功于天下，利于民物，亦仁者之

所有事。”［6］826人本是人以德性、仁性为根本。天

地有好生之德，天地有生生大德，以此原理为基

础建构人以易道为依据提升自身德性的人本思

想。通过易道变化发展的原理而成就人的仁义

大德，不要一成不变。船山说：“天地之大德者

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6］1034 人是德性的主

体，人依据易道原理变化发展而日新盛德，产生

大德和仁德，推动以人为本目标的实现。

总之，船山人本思想的天道依据在易道原

理上展开，认为易道是产生大德的人本哲学依

据。易道是乾道，易道变化发展生出德性。易

道生德体现为好生大德、无私仁德和日新大

德。易道变化产生大德，人依据易道生德原理

而日新变化，修养大德和仁德，实现以人为本。

船山认为易道变化产生无私仁德，以易道无私

仁德为依据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旨；易道变

化产生无私仁德，以易道无私仁德为原理依据

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旨；易道变化产生日新

大德，以易道日新大德为依据建构以人为本的

原则宗旨。

三、易道生利原理推动人本思想

生成

船山人本哲学在易道生生原理、易道生德

原理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建构易道生利的天道

原理。易道生利原理说明易道的变化发展规律

能够产生吉和凶两个结果，但乾道通过元、亨、

利、贞的发展过程，最终使事物的发展通向正和

利。运用易道原理得到吉的方向和结果，关键

在于对易道的体悟和运用。易道的特征体现出

变化的规律，以变化为根本，实现前进发展的目

标。船山认为只要正确体悟和把握易道变化的

原理，易道可以生利，生利即是吉，趋吉而避

凶。正是由于易道变化是有利于向吉的方向发

展，因此人必须以易道变化规律为基准，推进人

道的发展，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实现以人为

本的目标。船山人本思想的天道原理在易道生

利上展开，认为运用易道的变化原理推动人和

事向吉和利的方向发展。

首先，船山认为易道能够通义、生利，依据易

道通义的原理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旨。易道

有变化通达的特性，讲究变通，变通即是易的本

义。《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171船

山注：“《易》之为位为爻，《乾》《坤》之变通而

已。穷极则阴阳互易以相变；变不可久居，则又

顺而通之，使阴阳各利其用。变通合，而出入于

万变者皆贞其道，乃可万世而无敝，此三圣之创

制立法所以利百姓之用而上承天佑也。”［4］582乾

坤和阴阳互通，通过变化推进发展进步。变通就

是和合，变化产生新事物，产生新道德，产生新的

利益。因此圣人能够创制立法，依天达人，通过

变通而实现和合。《周易》讲“利者，义之和也”，船

山说：“天者，理而已矣，得理则得天矣。比干虽

死，自不与飞廉、恶来同戮；夷齐虽饿，自不与顽

民同迁：皆天所佑而无不利也。利者，义之和

也。”［4］516意思是说“利”是人与天的相和，人与天

相和才能实现利益通达。船山说：“‘义之和’者，

生物各有其义而得其宜，物情各和顺于适然之

数，故利也。”［4］59《周易》中的易有和的内涵，通过

和达到变化发展，和义而共享，天人相和，人人相

和，实现义利相和，义和实现了以人为本。正因

为易道通达了和的内涵，人遇吉凶之象时以易道

王船山人本思想生成的三层易道原理解析

41



2024 年第 6 期

进行化解，才能逢凶化吉。《周易》曰：“是故吉凶

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船山注：

“得失，以理言，谓善不善也。‘虞’，虑也。《易》不

为小人谋诡至之吉凶，于其善决其吉，于其不善

决其凶，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勿徼幸、

勿怨尤也。‘悔’者，行焉而必失，则宜忧。‘吝’者，

求行而不遂，则宜虑。故言‘悔吝’者，以著其当

忧虞也。”［4］514船山认为得失都是天理，但人有忧

患意识而预先谋划，掌握易道变化原理，运用天

人相和的变化规律，必能逢凶化吉。易道有通

达、义和的功能，运用易道原理则能生成好的利

益，依据易道通义的原理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

旨，向有利于人的发展方向前进，实现人本目标。

其次，船山认为易道能够通理，易道能够生

利，依据易道通理的原理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

旨。易道的变化通达特性促使事物向有利的方

向发展，趋向于吉利，原因是易道有进退调节原

理，此调节原理即是规律。《周易》曰：“变化者，进

退之象也。”船山注：“‘变’者阳之退，‘化’者阴之

进。进所宜进，退所宜退，则得；进而或躁或阻，

退而或疑或怯，则失。卦象虽成，而当其时位，有

进退之几焉。故其得者卦虽险而可使平，其失者

卦虽吉而且凶，《易》于发动之爻著其理焉。”［4］515

易道有进退原理，宜进则进，宜退则退，依理而

行，吉利自然会出现，不依理而行，则凶险不能躲

避。《周易》曰：“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

利。”船山注：“《易》因天道以治人事，学之以定其

所守，而有事于筮，则占其时位之所宜，以慎于得

失，而不忘忧虞，则进退动静一依于理，而‘自天

佑之，吉无不利’矣。天者，理而已矣，得理则得

天矣。比干虽死，自不与飞廉、恶来同戮；夷齐虽

饿，自不与顽民同迁：皆天所祐而无不利也。利

者，义之和也。”［4］515-516 进退、动静都是易道的变

化原理，依据进退的变化原理而行动，则能出现

利好的局面。易道是天理，掌握了易道，趋向吉

利。易道通达至理，运用易道而能生利，依据易

道通理的原理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旨，向着吉

利的方向前进，实现以人为本。

最后，船山认为易道能够顺事、生利，依据易

道顺事的原理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旨。易道

的变化通达特性使事物向利好的方向发展，原因

是易道以顺为机理。“顺”即是顺理、顺物、顺人、

顺事。“顺”即是指沿着自然情势和事物态势而行

动，亦即以规律为根本。孔子曰：“祐者助也，天

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

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船山

注：“‘助’者，己用力而人辅益之之谓，明非不劳

而得福也。‘顺’者，顺乎理。‘信’，循物无违也。

《大有》上九在上，而为五所有，以助乎五；唯五虚

中以下受群阳，而人助之，居尊位而以柔承上九，

故天助之。天助之，则理得而事宜，吉无不利

矣。……尚贤以求益，乃可以获祐也。”［4］565易道

的变化使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原因是易道顺

应了天理的阴阳规律，使万事万物各得其宜。人

依据易道原理推崇贤人治理而使天下平和，因为

贤人深悟易道，以事物的规律为依据，贤人治理

天下必然产生利好的结果。船山说：“仁、义、礼

皆顺道也，履乎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仁而

天下归之，义而天下服之，礼而天下敬之。”［11］易

道的变化，顺理顺事，因此人要以仁为本，仁、义、

礼都是人依据天理而生成的。“夫君子之道，成则

利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谏也，用则居其位，

不用则去之。又不然，则延颈以受暴君之刃而

已，无可谲也。其定乱也，可为则为，直词正色以

卫社稷，不济，则以身殉而已。……秉信非以全

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图功，而功或以成。”［10］525君

子之道以易道为道，张载说：“《易》为君子谋，不

为小人谋。”［5］48易道通达天理，顺道顺事，以易道

行事，会出现利好的局面。君子之道即是利好之

道，趋吉避凶，能够正确认识天下大势和事理，预

测出得与失。易道顺从事物，运用易道而生利，

依据易道顺事的原理建构以人为本的原则宗旨，

向有利好的方向前进，关注天下仁义，通向以人

为本。

总之，船山人本哲学的天道原理依据在易道

原理上展开，认为易道有生利的原理，易道具有

通达的特征，易道的变化发展原理能够使事物向

吉利的方向发展。易道之所以能够成就事物的

发展前进，是因为易道顺应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预测了事物发展态势而使事物向着有利的方向

发展。掌握易道，事情成功则变得简易。易道生

利体现为易道通义、通理、顺事。易道变化能够

生利，人则依据易道生利原理而和义达利，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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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由于易道原理有利于义、理和事，使人产

生仁德和大德，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结 语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大儒和哲学家，建构

了丰富的人本哲学思想。人的问题是船山哲学

关注的核心问题，船山说：“道行于《乾》《坤》之

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

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

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6］850 船山人本

哲学思想以形而上的易道原理为哲学依据，其

易道原理突出了变化发展的宗旨。易道是形而

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有机统一，“形而上者谓

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2］，道是原理，器是形

物，由道生器，船山根据易道原理生成人本哲学

精神。张立文认为“道是中国哲学不懈追求真

知和智慧的妙凝，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理性

精神的呈现”［13］7，“道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

律，也是符合万理的道”［13］8。易道是中国哲学

的重要精神原理，是船山哲学生成的原理依

据。船山论述的易道原理包括生生之道、生德

之道和生利之道，易道变化能够推陈出新，产生

新事物，易道使德性不断增进，易道运行使事物

向吉利方向发展。生生的特征是以新为根本，

生德的特征以仁为根本，生利的特征以吉为根

本。生生的结果是日新盛德，生德的结果是大

德生仁，生利的结果是趋吉避凶。船山以易道

的变化为原理生成了人本哲学思想，人本原则

是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人成为人的

根本要义是成为新人、仁人和吉人。人本要以

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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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人本思想生成的三层易道原理解析

Analysis of Wang Chuanshan’s Humanistic Thought Based on the Three Principles on Change

Li Changtai

Abstract: Wang Chuanshan constructed profound humanistic thought grounded in the metaphysical concept of
Change. In his humanistic thought,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highlighted the objectiv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is
principle encompassed the way of perpetual growth and change,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and the pursuit of fortune.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facilitates innovation, enhances moral character and brings auspicious outcomes. The way of
perpetual growth and change features“novelty”, the way of cultivating virtue“benevolence”, and the pursuit of fortune

“auspiciousness”. These three ways lead to the perpetual renewal of virtue, benevolence, auspiciousness and the
avoidance of adversity. Wang Chuanshan formulated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hange. The
humanistic principle prioritizes novelty, benevolence, and auspiciousness. 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f being human,
according to Wang Chuanshan, lies in embodying these qualities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ism lies in embracing
novelty, benevolence, and auspiciousness.

Key words: Wang Chuanshan; humanistic thought; principles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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