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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尹子»的独特主张及其思想脉络〔∗〕

祁志祥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关尹子»作为唐宋人补撰的先秦子书ꎬ虽然带有唐宋人以佛释道的痕迹ꎬ但伪而近古ꎬ可以作为

今人了解春秋道家人物关尹子思想的参考ꎮ 全书以道家和五行学说为主ꎬ兼融儒家ꎬ以佛归道ꎬ呈现出独特的思

想脉络ꎮ “道”通过“气”和“五行”化生万物ꎮ 天地人物ꎬ本体曰“道”ꎮ “道”寓物中ꎬ是一与多、无与有、古与今、
上与下、物与我、生与死的浑融统一ꎮ “五行之运”ꎬ产生了人的“精神意魂魄”ꎮ 精神性的心灵失去虚静的本性ꎬ
情意应物起舞ꎬ就会生识生物ꎮ 以虚静的心性控制情意活动ꎬ就会体认到无识无物的道之真谛ꎮ 得道圣人修身

济世之道ꎬ是因应自然、以退为进、不留行迹、无执权变、圣不离俗ꎮ
〔关键词〕关尹子ꎻ本体论ꎻ主体论ꎻ认识论ꎻ人道论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１０. ００４

　 　 关尹子ꎬ名喜ꎬ与老子同时ꎬ是道家人物的重

要代表ꎮ “关尹”是“关令尹”的简称ꎮ “关令尹”
是守关之官的官名ꎮ “关令尹喜”ꎬ简称“尹喜”ꎬ
尊称“关尹子”ꎮ «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列
举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十豪”ꎬ关尹子是其中

之一ꎬ所谓“关尹贵清”ꎮ «列子»«庄子»«吕氏春

秋»对“关尹”或“关尹子”多有称引ꎮ 据说关尹

子为甘肃天水人ꎬ精天文历数ꎬ官至周代大夫ꎬ后
转任函谷关令ꎮ 其间遇老子ꎬ得授«道德经»ꎬ后
著«关尹子»(又名«关令子»)ꎮ 关尹子被道教奉

为楼观派祖师、文始派祖师ꎬ其书«关尹子»也被

奉为道教的«文始真经»ꎬ在道家影响很大ꎮ
«关尹子»早先是实有其书的ꎮ 西汉后期刘

向«列仙传关令尹»记录:“关令尹喜者ꎬ周大

夫也ꎮ 善内学ꎬ常服精华ꎬ隐德修行ꎬ时人莫知ꎮ
老子亦知其奇ꎬ为著书授之ꎮ 尹喜亦自著书

九篇ꎬ号曰«关令子»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

志»著录«关尹子»九篇ꎬ题周尹喜撰ꎮ 但汉以后

亡佚ꎬ«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新唐书»的

«经籍志»皆不著录此书ꎮ 至南宋孝宗时ꎬ徐藏

从永嘉孙定家得到«关尹子»ꎬ前有刘向校定序ꎬ
后有葛洪序ꎬ此书重见天日ꎬ«宋史艺文志»复
见著录ꎮ 刘向序云:“关尹子名喜ꎬ号关尹子ꎬ或
曰关令子ꎬ隐德行ꎬ人易之ꎮ 尝请老子著«道德

经»上下篇ꎬ列御寇、庄周皆称道家ꎮ”所著«关尹

子»ꎬ在刘向校雠时有九篇本、七篇本两个版本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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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错不可考”ꎬ刘向“增阙断续者九篇”ꎮ “书篇

皆寓名有章ꎬ章首皆‘关尹子曰’ 四字ꎬ篇篇叙

异ꎬ章章义异ꎬ其旨同ꎻ辞与«老»«列»«庄»异ꎬ其
归同ꎮ 浑质崖戾ꎬ汪洋大肆ꎬ然有式则ꎬ使人泠泠

轻轻ꎬ不使人狂ꎮ 盖公(汉惠帝时黄老学者)授

曹相国参ꎮ 曹相国薨ꎬ书(«关尹子»)葬(陪葬)ꎮ
至孝武皇帝时ꎬ有方士来ꎬ以七篇(七篇本«关尹

子»)上ꎬ上以仙(仙书)处之ꎮ 淮南王安好道聚

书ꎬ有此不出ꎮ 臣向父德(刘向之父刘德)因治

淮南事ꎬ得之ꎮ 臣向幼好焉ꎬ寂士清人能重爱黄

老ꎬ清静不可阙ꎬ臣向昧死上ꎮ” 不过ꎬ自«关尹

子»见书之日起ꎬ人们对此书的真伪便产生怀疑ꎮ
南宋林希逸认为:“盖自秦而下ꎬ书多散亡ꎬ求而

后出ꎮ 得之有先后ꎬ存者有多寡ꎬ至校雠而后定ꎮ
校雠之时ꎬ已自错杂ꎮ 及典午中原之祸ꎬ书又散

亡ꎮ 至江南而复出ꎬ所以多有伪书杂乎其间ꎬ如
«关尹子»亦然ꎮ 好处尽好ꎬ杂处尽杂ꎮ”一种观

点认为ꎬ此书为宋人伪作ꎬ作伪者就是孙定ꎮ 南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解题»卷九说:“案«汉志»
有«关尹子»九篇ꎬ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

著录ꎮ 徐藏子礼得之于永嘉孙定ꎬ首载刘向校定

序ꎬ篇末有葛洪后序ꎮ 未知孙定从何传授ꎬ殆皆

依托也ꎮ 序亦不类(刘)向文ꎮ”明代宋濂«诸子

辨»亦疑为孙定所为:“书前有刘向序文既

与向不类ꎬ事亦无据ꎮ 疑即定之所为也ꎮ 间读其

书ꎬ多法释氏及神仙方伎家ꎬ而借吾儒言以文之ꎬ
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 ‘金楼绛

宫’‘青蛟白虎’ ‘宝鼎红炉’ 〔１〕、‘诵咒土偶’之

类ꎬ聃之时无是言也ꎬ其为假托ꎬ殆无疑者ꎮ”近人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辩证» 则认为是宋人伪作ꎮ
“此书其出最晚ꎬ其词甚近ꎬ盖为宋之文士所作ꎮ
与«子华子»等文笔亦不相上下ꎬ其非唐以前古

书ꎬ可望而知之ꎬ不必论其用字也ꎮ 若如宋濂之

言ꎬ则‘婴儿蕊女’‘金楼绛宫’等字ꎬ六朝以下诸

道书常有之ꎬ可谓«关尹»为六朝书耶? «子华

子»之出ꎬ尚早于«关尹»ꎬ然以朱子攻之甚力ꎬ至
于此书ꎬ乃颇爱其文辞ꎮ 除«提要»外ꎬ如马骕纂

«绎史»ꎬ不采«子华子»ꎬ顾独谓«关尹»虽伪托ꎬ

而名理殊有可采ꎮ 张之洞作«书目答问»ꎬ以«鬻
子»«子华子»«尉缭子»皆伪书不录ꎬ而谓«六韬»
«关尹»«邓析»«燕丹»伪而近古ꎮ 以宋人之作与

先秦古书并论ꎬ且谓之近古ꎬ不知其古安在? 此

非浅学如余者所能解也ꎮ” 另一种观点认为«关
尹子» 是唐、五代间方士文人所为ꎮ 明胡应麟

«四部正讹»指出:“藏、定二子或俱子虚乌

有ꎬ亦未可知也ꎮ 篇首刘向«序»称‘浑质涯戾ꎬ
汪洋大肆ꎬ然有式则ꎬ使人泠泠轻轻ꎬ不使人狂’
等语ꎬ盖晚唐人学昌黎声口ꎬ无论西京ꎬ即东汉至

开元亦无有也ꎮ 至篇中字句体法ꎬ全仿释典成

文ꎮ 如‘若有人起生死心ꎬ厌生亡心’等语ꎬ无论

«庄» «列»ꎬ即«鹖冠»至«亢仓»亦无有也ꎮ 且

«隋志»既不载ꎬ新、旧«唐志»亦无闻ꎬ而特显于

宋ꎬ又颇与齐丘«化书»相似ꎮ 故吾尝疑五代间

方士掇拾柱下(即老子)之余文ꎬ傅合天竺(佛
教)之章旨ꎬ以成该书ꎮ 虽中有绝倒之谈ꎬ似非浅

近所办ꎬ第云关尹(所著)ꎬ则万无斯理ꎮ”认定是

五代间方士所造伪书ꎮ «四库全书总目»则说:
“宋濂疑孙定所为ꎬ然定为南宋人ꎬ而«墨庄漫

录»载黄庭坚诗‘寻师访道鱼千里’句ꎬ已称关尹

子语ꎬ则其书未必出于定ꎬ或唐、五代间方士解文

章者所为也ꎮ” 〔２〕 流传至今的«关尹子»ꎬ就是这

个争议不断、被疑为唐五代或宋人所托的本子ꎮ
明清时期ꎬ«关尹子»在«子汇子»«道藏»«子

书百家»等丛书中一再印行ꎮ 由于«关尹子»被

道教徒奉为«文始真经»ꎬ所以«关尹子»通过明

代编纂的«道藏»得以保存ꎮ «道藏»保存的«关
尹子»有三种ꎮ 一、洞神部本文类“慕”字号«无
上妙道文始真经»ꎮ 二、洞神部玉诀类“维”“贤”
字号«文妙真经注»ꎬ注者为神峰逍遥子牛道淳ꎮ
三、洞神部玉诀类«文始真经言外旨»ꎬ抱一子陈

显微述ꎮ 三种版本原文均相同ꎬ而以牛道淳作注

的«文始真经»本通行于世ꎮ 近人严灵峰主持的

«图书目录总集»关于«关尹子»的部分ꎬ辑列历

代«关尹子»版本最丰ꎬ达 ４２ 个ꎮ〔３〕 张元济校勘

明代以来的各种主要版本ꎬ成«文始真经校勘

记»于 １９３４ 年出版ꎬ为研究和理解今本«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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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提供了缜密的校勘和上佳的注释ꎮ 朱海雷的

«关尹子慎子今译»依据张元济这本著作的注

释ꎬ给今人研究«关尹子»提供了便利ꎮ
今本«关尹子»不是原本ꎬ而是出自后人的

整理补充ꎬ这是可以确定的ꎮ 它出于唐五代至北

宋时期的可能性最大ꎮ 这不仅因为今本«关尹

子»中杂有不少道教内丹修炼的用语ꎬ而且时时

可见佛教的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

的中观方法论、神不灭论等思想话语的痕迹ꎬ而
这些都是要到道教内丹派和佛教崇尚中观方法

的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宗派在唐代充分发展

了之后才可以做到ꎮ 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ꎬ唐宋

托古者不是无中生有、凭空造构ꎬ而是依据不少

先秦两汉资料加以弥补、演绎而成ꎮ 今本«关尹

子»与«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古籍所

载的关尹子思想基本上是吻合的ꎬ作为研究关尹

子的参考依据并无不可ꎮ 林希逸指出: «关尹

子»虽然“杂处尽杂”ꎬ但“好处尽好”ꎮ 张之洞

«书目问答»肯定:«关尹子» “伪而近古”ꎮ 这些

都说明ꎬ今本«关尹子»有可取之处ꎬ不可一概否

定ꎮ 要之ꎬ只要我们本着不绝对化的参考态度ꎬ
依据今本«关尹子»来认识了解历史上的那个关

尹子的思想风貌ꎬ完全是可以的ꎮ
«关尹子»一书的结构比较奇特ꎮ 全书分九

篇ꎬ分别是一宇、二柱、三级、四符、五鉴、六匕、七
釜、八筹、九药ꎮ 有解释说:“宇者ꎬ道也ꎮ 柱者ꎬ
建天地也ꎮ 极者ꎬ尊圣人也ꎮ 符者ꎬ精神魂魄也ꎮ
鉴者ꎬ心也ꎮ 匕者ꎬ食也ꎻ食者ꎬ形也ꎮ 釜者ꎬ化
也ꎮ 筹者ꎬ物也ꎮ 药者ꎬ杂治也ꎮ”大体揭示了各

篇的主题ꎬ但各篇所论与这些主题的联系并不十

分明晰ꎮ 总体看来ꎬ该书的思想以道家和五行学

说为主ꎬ兼融儒家ꎬ在阐释道家思想时常常借用

佛家思想和话头ꎬ留下了明显的以佛释道的痕

迹ꎬ这是我们在阐述时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ꎮ

一、万物本体与天道特征:“天地人物”ꎬ
合之曰“道”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关尹子曾与老

子有过交集ꎬ 受到过老子著作的影响ꎮ «庄

子天下»也曾将关尹子与老子并列ꎬ指出二人

都是古代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ꎮ «关尹子»绝大

部分记载的思想ꎬ是道家思想ꎬ不过在阐释道家

思想时ꎬ又融入了五行思想和佛家学说ꎮ
老子的道家学说虽以谈论天道为主ꎬ但其旨

归却在人道ꎮ 而人道之本ꎬ在天道ꎮ 天道之

“道”乃是修身济世的最高准则ꎮ «关尹子»指

出:“得道之尊者ꎬ可以辅世ꎻ得道之独者ꎬ可以立

我ꎮ”(«关尹子釜篇») 〔４〕 只有“圆尔道ꎬ方尔

德”ꎬ才能“平尔行ꎬ锐尔事”ꎮ 尽管“事同于人”ꎬ
但“道独于己”ꎮ 凡事虽然“成之于天”ꎬ但同时

“作之于人”ꎮ 人的所作所为的根本依据ꎬ就是

体悟“道”ꎬ依此“谋之于事ꎬ断之于理” («关尹

子药篇»)ꎮ “得道之清者ꎬ物莫能累ꎬ身轻矣ꎬ
可以骑凤鹤ꎻ得道之浑者ꎬ物莫能溺ꎬ身冥矣ꎬ可
以席蛟鲸ꎮ”(«关尹子釜篇»)然而ꎬ人们只看

到“道”在事物中的表现ꎬ却不认识“道”的本体

是怎么回事ꎮ “皆知道之事ꎬ不知道之道ꎮ”(«关

尹子宇篇»)“道”到底是什么呢?
“道”是万物背后的本体ꎮ 天下万物ꎬ异名

而同实ꎬ即道ꎮ “天物怒流ꎬ人事错错然ꎬ言

之如吹影ꎬ思之如镂尘ꎬ圣智造迷ꎬ鬼神不识ꎮ 惟

不可为ꎬ不可致ꎬ不可测ꎬ不可分ꎬ故合曰

道ꎮ”(«关尹子宇篇»)
“道”所以是万物的本体ꎬ是因为它是派生

万物的宇宙之源ꎮ “道”与万物的关系ꎬ是由无

生有的关系ꎮ 所以“道” 的最根本的特质是空

无ꎮ “昔之论道者ꎬ或曰凝寂ꎬ或曰邃深ꎬ或曰澄

澈ꎬ或曰空同ꎬ或曰晦冥ꎮ” («关尹子药篇»)
“惟无所得ꎬ所以为道ꎮ” “道终不可得ꎬ彼可得

者ꎬ名德不名道ꎻ道终不可行ꎬ彼可行者ꎬ名行不

名道ꎮ”(«关尹子宇篇»)
“道”由无生有的中介是“气”ꎮ “以一气生

万物ꎬ犹弃发可换ꎬ所以分形ꎬ以一气合万物ꎬ犹
破唇可补ꎬ所以合形ꎮ”(«关尹子匕篇»)“知道

无气能运有气者ꎬ可以召风雨ꎻ知道无形能变有

形者ꎬ可以易鸟兽ꎮ”(«关尹子釜篇»)“五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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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可以卜当年之丰歉ꎻ八风之朝ꎬ可以卜当时之

吉凶ꎮ 是知休咎灾祥ꎬ一气之运耳ꎮ” («关尹

子柱篇») “生死者ꎬ一气聚散尔ꎮ” («关 尹

子符篇»)总之ꎬ世间万物都是“道”通过元气

大化的产物ꎮ 人的存在也是如此ꎮ 人“以神存

气ꎬ以气存形”ꎮ 没有“气”ꎬ人的形体骨骸就不

能生存ꎮ 而人之气ꎬ又是通过精神的“神”来吸

附、凝聚的ꎮ 所以人与道的关系是“合形于神ꎬ合
神于无”的关系ꎮ 人通过“五物(即五行之物)”
来“养形”ꎬ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ꎻ通过“五味”来
“养气”ꎬ维持人的精神存在ꎬ于是ꎬ“天地万物”
与“吾之形气”融为一体ꎬ“无一物非吾之形”ꎬ
“无一物非吾之气”(«关尹子匕篇»)ꎮ 由道生

气、由气生物的过程是自然无意志的:“天无不

覆ꎬ有生有杀ꎬ而天无爱恶ꎻ日无不照ꎬ有妍有丑ꎬ
而日无厚薄ꎮ”(«关尹子极篇»)

“道”派生了万物ꎬ但并不孤立抽象地存在ꎬ
而是寄寓、依附于万物之中ꎮ “苟离于寓ꎬ道亦不

立ꎮ”“一灼之火能烧万物ꎬ物亡而火何存ꎻ一息

之道能冥万物ꎬ物亡而道何在?” («关尹子柱

篇»)物中含道ꎬ但物本身并不等于道ꎮ “以道寓

物者ꎬ是物非道” («关尹子极篇»)ꎮ “一陶能

作万器ꎬ终无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ꎻ一道能

作万物ꎬ终无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ꎮ”(«关

尹子宇篇»)
“道”由无生有ꎬ所以是“无”与“有”、“虚”

与“实”的对立统一ꎮ “道本至无ꎬ以事归道者ꎬ
得之一息ꎻ事本至有ꎬ以道运事者ꎬ周之百为ꎮ”
“有即无ꎬ无即有ꎮ 知此道者ꎬ可以制鬼神ꎮ” “实
即虚ꎬ虚即实ꎮ 知此道者ꎬ可以入金石ꎮ” («关尹

子极篇»)
道所生物ꎬ在时间上无始无终ꎬ在空间上无

边无际ꎬ所以道又是“古”与“今”、“上”与“下”
的对立统一ꎮ “知道非时之所能拘者ꎬ能以一日

为百年ꎬ能以百年为一日ꎮ” “古即今ꎬ今即古ꎬ知
此道者ꎬ可以卜龟筮ꎮ” “上即下ꎬ下即上ꎬ知此道

者ꎬ可以侍星辰ꎮ”(«关尹子釜篇»)
物由道生ꎬ本性皆道ꎬ万物齐同ꎬ所以物我合

一、人 我 合 一ꎮ “ 物 即 我ꎬ 我 即 物ꎮ” (« 关 尹

子釜篇»)“不可谓之在我ꎬ不可谓之在彼ꎻ不
可谓之非我ꎬ不可谓之非彼ꎮ” («关尹子鉴

篇»)“天地万物ꎬ无一物是吾之物ꎮ 物非我ꎬ物
不得不应ꎻ我非我ꎬ我不得不养ꎮ 虽应物ꎬ未尝有

物ꎻ虽养我ꎬ未尝有我ꎮ” («关尹子药篇») “人
即我ꎬ我即人ꎮ” “知夫性一者ꎬ无人无我ꎮ” («关

尹子釜篇»)
既然物我合一、人我合一ꎬ此死而彼生ꎬ所以

“道”无生无死ꎬ亦生亦死ꎮ “知夫性一者无

死无生ꎮ”(«关尹子釜篇»)“生死是气之聚散ꎬ
亦生亦死、无生无死ꎮ” “计生死者ꎬ或曰死己有ꎬ
或曰死己无ꎬ或曰死己亦有亦无ꎬ或曰死己不有

不无ꎮ”“殊不知我之生死ꎬ如马之手ꎬ如牛之翼ꎬ
本无有ꎬ复无无ꎮ”(«关尹子符篇»)

“道”也是“动”与“静”、“化”与“不化”的统

一ꎮ “万物变迁ꎬ虽互隐见ꎬ气一而已ꎬ惟圣人知

一而不化ꎮ”“圣人任化ꎬ所以无化ꎮ”“譬如大海ꎬ
变化亿万蛟鱼ꎬ水一而已ꎮ 我之与物ꎬ蓊然蔚然ꎬ
在大化中ꎬ性一而已ꎮ” “天下之理ꎬ轻者易化ꎬ重
者难化ꎮ 譬如风云须臾变灭ꎬ金玉之性历久不

渝ꎮ 人之轻明者ꎬ能与造化俱化而不留ꎬ殆有未

尝化者存ꎮ”(«关尹子釜篇»)所以圣人之道ꎬ
一方面与时俱变ꎬ一方面化而不化ꎮ “古今之俗

不同ꎬ东西南北之俗又不同ꎬ至于一家一身之善

又不同ꎬ吾岂执一豫格后世哉ꎮ 惟随时同俗ꎬ先
机后事ꎬ捐忿塞欲ꎬ简物恕人ꎬ权其轻重ꎬ而为之

自然ꎬ合神不测ꎬ契道无方ꎮ”(«关尹子药篇»)
要之ꎬ“道”作为派生天地万物的“天道”或

自然本体ꎬ实际上是体与用、无与有、古与今、上
与下、物与我、生与死乃至一与多、大与小等等对

立因素的浑融统一:“古之善揲蓍灼龟者ꎬ能于今

中示古ꎬ古中示今ꎻ高中示下ꎬ下中示高ꎻ小中示

大ꎬ大中示小ꎻ一中示多ꎬ多中示一ꎻ人中示物ꎬ物
中示人ꎻ我中示彼ꎬ彼中示我ꎮ” “是道也ꎬ其来无

今ꎬ其往无古ꎻ其高无盖ꎬ其低无载ꎻ其大无外ꎬ其
小无内ꎻ其外无物ꎬ其内无人ꎻ其近无我ꎬ其远无

彼ꎮ 不可析ꎬ不可合ꎬ不可喻ꎬ不可思ꎮ 惟其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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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ꎬ所以为道ꎮ”(«关尹子筹篇»)
由“道”派生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 «关

尹子»将世界万物合起来概括为“道”ꎬ分开来概

括为“天”“命”“神”“元”:“天物怒流ꎬ人事错错

然故曰‘天’、曰‘命’、曰‘神’、曰‘元’ꎮ”
“无一物非天ꎬ无一物非命ꎬ无一物非神ꎬ无一物

非元ꎮ”“物既如此ꎬ人岂不然ꎮ 人皆可曰‘天’ꎬ
人皆可曰‘神’ꎬ人皆可致‘命’通‘元’ꎮ” “是以

善吾道者ꎬ即一物中ꎬ知‘天’尽‘神’ꎬ致‘命’造
‘元’ꎮ 学之ꎬ徇异名ꎬ析同实ꎮ 得之ꎬ契同实ꎬ忘
异名ꎮ”(«关尹子宇篇»)但是对于何为“天”
“命”“神”“元”ꎬ«关尹子»并未给予具体解释ꎮ
同时ꎬ«关尹子»又从五行生物方面将天下万物

概括为“天”“地”“人”“物”:“水为精为天ꎬ火为

神为地ꎬ木为魂为人ꎬ金为魄为物ꎮ” («关 尹

子柱篇»)从物象的分类上看ꎬ世界是“天物”
和“人事”ꎬ或者说“天”“地”“物”与“人”共生共

在的混合体ꎮ 它们在本体上ꎬ可以归纳为“天”
“命”“神” “元”ꎬ而其最后的本体则可归纳为

“道”ꎮ

二、主体论与认识论:“精神魂魄”与“心性情意”

“道”产生了世界万物ꎮ 面对客观外物ꎬ人
类作为认识和反应主体ꎬ有什么心理特征呢?
«关尹子»在«符篇»和«鉴篇»中对此作出了独特

论析ꎮ
«符篇»集中分析的是主体的“精神魂魄”心

理素质ꎬ也兼及“意”ꎮ “天地万物ꎬ皆吾精、吾
神、吾魄、吾魂ꎮ”(«关尹子符篇»)天地万物都

是主体“精神魂魄”的认识对象ꎮ “道”生万物ꎬ
不仅经过“气”这个中介ꎬ而且经过“五行”这个

中介ꎮ “水潜ꎬ故蕴为五精(心、肺、肝、脾、肾五

脏所藏的精气)ꎻ火飞ꎬ故达为五臭ꎻ木茂ꎬ故华为

五色ꎻ金坚ꎬ故实为五声ꎻ土和ꎬ故滋为五味ꎮ 其

常五ꎬ其变不可计ꎻ其物五ꎬ其杂不可计ꎮ” («关

尹子筹篇»)水、火、土、木、金五行产生五精、
五臭、五色、五声、五味ꎬ人的精、神、意、魂、魄也

是它的产物ꎮ 五行的运行规律是“水生木ꎬ木生

火ꎬ火生土ꎬ土生金ꎬ金生水”ꎬ“相攻相克ꎬ不可

胜数”(«关尹子筹篇»)ꎮ “一者不存ꎬ五者皆

废ꎮ”“圣人假物以游世ꎬ五行不得不对ꎮ”(«关尹

子符篇»)“五行之运ꎬ因精有魂ꎬ因魂有神ꎬ因
神有意ꎬ因意有魄ꎬ因魄有精ꎬ五行回环不已ꎮ”
“五行互生灭之ꎬ其来无首ꎬ其往无尾ꎬ则吾之精

一滴无存亡尔ꎬ吾之神一欻无起灭尔ꎮ” («关尹

子符篇»)其中ꎬ“水为精为天ꎬ火为神为地ꎬ木
为魂为人ꎬ金为魄为物ꎮ 运而不已者为时ꎬ包而

有在者为方ꎬ惟土(引者按:为意)终始之ꎬ有解

之者ꎬ有示之者ꎮ” («关尹子柱篇»)在精、神、
意、魂、魄五者中ꎬ精、神、意为人活着时的心理反

应ꎬ魂、魄是人死后的心理反应ꎮ
人活着时ꎬ心灵有精、神、意的活动ꎮ “夫精

水、神火、意土ꎬ三者本不交ꎬ惟人以根合之ꎮ”
“精者水神者火ꎮ” “精神ꎬ水火也ꎮ” “精ꎬ在
天为寒ꎬ在地为水ꎬ在人为精ꎮ 神ꎬ在天为热ꎬ在
地为火ꎬ在人为神ꎮ” “惟以我之精ꎬ合天地万物

之精ꎬ譬如万水可合为一水ꎻ以我之神ꎬ合天地万

物之神ꎬ譬如万火可合为一火ꎮ”由于精与水相联

系ꎬ神与火相联系ꎬ所以导致“无人无我”:“水可

析可合ꎬ精无人也ꎻ火因膏因薪ꎬ神无我也ꎮ” “合
乎精ꎬ故所见我独ꎬ盖精未尝有人ꎻ合乎神ꎬ故所

见人同ꎬ盖神未尝有我ꎮ” “惟无我无人ꎬ无首无

尾ꎬ所以与天地冥ꎮ” («关尹子符篇») “意”是
从“精神”到“魂魄”的过渡ꎮ “火生土ꎬ故神生

意ꎻ土生金ꎬ故意生魄ꎮ” “神之所动ꎬ不名神ꎬ名
意ꎻ意之所动ꎬ不名意ꎬ名魄ꎮ”按照五行之运的规

律ꎬ“盖无火(神)则无土(意)ꎻ无意(土)则无魄

(金)矣ꎮ”(«关尹子符篇»)
人死为鬼ꎬ魂魄就是鬼的心理特征ꎮ “鬼者ꎬ

人死所变ꎮ” “鬼云为魂ꎬ鬼白为魄ꎮ” (« 关 尹

子符篇») «关尹子»还栩栩如生地说:“云者

风ꎬ风者木ꎻ白者气ꎬ气者金ꎮ 风散故轻清ꎬ轻清

者上天ꎮ 金坚故重浊ꎬ重浊者入地ꎮ 轻清者ꎬ魄
从魂升ꎻ重浊者ꎬ魂从魄降ꎮ” “魂魄半之ꎬ则在人

间:升魂为贵ꎬ降魄为贱ꎻ灵魂为贤ꎬ厉魄为愚ꎻ轻
魂为明ꎬ重魄为暗ꎻ扬魂为羽ꎬ钝魄为毛ꎻ明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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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ꎬ幽魄为鬼ꎮ 其形其居ꎬ其识其好ꎬ皆以五行契

之ꎮ”“有以仁升者ꎬ为木星佐ꎻ有以义升者ꎬ为金

星佐ꎻ有以礼升者ꎬ为火星佐ꎻ有以智升者ꎬ为水

星佐ꎻ有以信升者ꎬ为土星佐ꎮ”魂魄对应的五行

元素是金、木ꎮ “魄ꎬ在天为燥ꎬ在地为金ꎬ在人为

魄ꎮ 魂ꎬ在天为风ꎬ在地为木ꎬ在人为魂ꎮ”因此ꎬ
我与物可以融为一体ꎮ “以我之魄ꎬ合天地万物

之魄ꎬ譬如金之为物ꎬ可合异金而镕之为一金ꎮ
以我之魂ꎬ合天地万物之魂ꎬ譬如木之为物ꎬ可接

异木而生之为一木ꎮ” “既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魂ꎬ
斯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魄ꎮ 凡造化所妙皆吾魂ꎬ凡
造化所有皆吾魄ꎮ”(«关尹子符篇»)

由于精神魂魄与五行相关ꎬ处于五行相生的

链条中ꎬ所以活着的仁德精神与死后的魂魄又存

在一定的联系:“精主水ꎬ魄主金ꎬ金生水ꎬ故精者

魄藏之ꎮ 神主火ꎬ魂主木ꎬ木生火ꎬ故神者魂藏

之ꎮ”“惟水之为物ꎬ能藏金而息之ꎬ能滋木而荣

之ꎬ所以(精)析魂魄ꎮ 惟火之为物ꎬ能镕金而销

之ꎬ能燔木而烧之ꎬ所以 (神) 冥魂魄ꎮ” “吸气

(魄、金)以养精(水)ꎬ如金生水ꎻ吸风(魂、木)以
养神(火)ꎬ如木生火ꎬ所以假外以延精神ꎻ漱水

以养精ꎬ精之所以不穷ꎻ摩火以养神ꎬ神之所以不

穷ꎬ所以假内以延精神ꎮ”精神魂魄又与儒家仁义

礼智的修养有关:“人勤于礼者ꎬ神不外驰ꎬ可以

集神ꎻ人勤于智者ꎬ精不外移ꎬ可以摄精ꎮ 仁则阳

而明ꎬ可以轻魂ꎻ义则阴而冥ꎬ可以御魄ꎮ” («关

尹子符篇»)
«符篇»之后ꎬ«鉴篇»集中论述到人的“心性

情意”的认识活动ꎬ提出了“御物以心”、以“性”
制“情”的认识论ꎬ对人的“精神”特点及关系作

出了进一步的补充分析ꎮ
主体对客观外物的认识活动是怎样的呢?

如果“心”失去了静止的本“性”ꎬ动“情”动“意”
动“思”ꎬ就会产生虚妄的“识”ꎮ “心感物ꎬ不生

心生情ꎻ物交心ꎬ不生物生识ꎮ” («关尹子符

篇»)“即吾心中可作万物ꎬ盖心有所之ꎬ则爱从

之ꎬ爱从之ꎬ则精从之ꎮ” “盖心有所结ꎬ先凝为

水ꎮ 心慕物涎出ꎬ心悲物泪出ꎬ心愧物汗出ꎮ”

(«关尹子筹篇»)“心忆者犹忘饥ꎬ心忿者犹忘

寒ꎬ心养者犹忘病ꎬ心激者犹忘痛ꎮ” “好仁者多

梦松柏桃李ꎬ好义者多梦兵刀金铁ꎬ好礼者多梦

簠簋笾豆ꎬ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ꎬ好信者多梦山

岳原野ꎮ”(«关尹子匕篇»)“人之平日ꎬ目忽见

非常之物者ꎬ皆精有所结而使之然ꎮ 人之病日ꎬ
目忽见非常之物者ꎬ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ꎮ 苟知

吾心能于无中示有ꎬ则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ꎮ”
(«关尹子鉴篇») 由于 “象由心变” («关尹

子釜篇»)ꎬ所以“物尚非真”ꎮ “物尚非真ꎬ何
况于识! 识尚非真ꎬ何况于情!” “贤愚真伪者ꎬ
系我之识ꎮ 知夫皆识所成ꎬ故虽真者ꎬ亦伪之ꎮ”
“而彼妄人ꎬ于至无中ꎬ执以为有ꎻ于至变中ꎬ执以

为常ꎮ”(«关尹子鉴篇»)这种由“物”交“心”ꎬ
由“情”生“意”生“思”生“识”乃至生“物”的虚

妄过程就这样不停地循环流转ꎮ “物来无穷ꎬ我
心有际ꎬ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ꎬ我之本情受制于

物造化役之ꎬ固无休息ꎮ” («关尹子鉴

篇»)要摆脱情意对心的这种奴役ꎬ必须认识到

情意的虚妄性ꎬ以虚静之性控制心ꎬ以虚空之心

控制物:“情生于心ꎬ心生于性ꎮ 情ꎬ波也ꎬ心ꎬ流
也ꎬ性ꎬ水也ꎮ 来干我者ꎬ如石火顷ꎬ以性受之ꎬ则
心不生物ꎮ” “流者舟也ꎬ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ꎻ
运者车也ꎬ所以运之者是牛非车ꎻ思者心也ꎬ所以

思之者是意非心ꎮ” “意有变ꎬ心无变ꎻ意有觉ꎬ心
无觉ꎮ 惟一(专一、静止) 我心ꎬ则意者尘往来

尔ꎬ事者欻起灭尔ꎮ 吾心有大常者存ꎮ”“(若)无
一心ꎬ五识并驰ꎬ心不可一ꎻ无虚心ꎬ五行皆具ꎬ心
不可虚ꎻ无静心ꎬ万化密移ꎬ心不可静ꎮ”只有致力

于专一虚静之心的修养ꎬ防止被情感所左右产生

虚妄之识ꎬ洞悉物本无物的虚空真谛ꎬ才是应取

的态度和正确的认识ꎮ “以能制一情者ꎬ可以成

德ꎻ能忘一情者ꎬ可以契道ꎮ” “善弓者师弓不师

羿善心者师心不师圣ꎮ” “知心无物ꎬ则知物

无物ꎻ知物无物ꎬ则知道无物ꎮ” “天地虽大ꎬ能役

有形ꎬ而不能役无形ꎻ阴阳虽妙ꎬ能役有气ꎬ而不

能役无气ꎮ 而我之心无气无形ꎮ 知夫我之

一心无气无形ꎬ则天地阴阳不能役之ꎮ” («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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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鉴篇»)因此ꎬ«关尹子»反对情意应物起舞ꎬ
要求“圣人御物以心ꎬ摄心以性” («关尹子匕

篇»)ꎮ 事物缘心之情而生ꎬ正如“瓦石之类ꎬ置
之火即热ꎬ置之水即寒ꎬ呵之即温ꎬ吸之即凉”ꎬ
“特因外物有去有来ꎬ而彼瓦石实无去来” («关

尹子柱篇»)ꎮ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尹子»对情的批

判态度ꎮ “一情冥(无也)为圣人ꎬ一情善为贤

人ꎬ一情恶为小人ꎮ 一情冥者ꎬ自有之无ꎬ不可得

而示ꎻ一情善恶者ꎬ自无起有ꎬ不可得而秘ꎮ”
(«关尹子宇篇») 最高的境界是无情 (“情

冥”)ꎬ只要有情ꎬ哪怕是有善情ꎬ也等而下之ꎮ
心为情所蔽ꎬ就会乱象丛生ꎬ好比各种各样的鬼

所迷住一样ꎮ “心蔽吉凶者ꎬ灵鬼摄(控制)之ꎻ
心蔽男女者ꎬ淫鬼摄之ꎻ心蔽幽忧者ꎬ沈鬼摄之ꎻ
心蔽放逸者ꎬ狂鬼摄之ꎻ心蔽盟诅者ꎬ奇鬼摄之ꎻ
心蔽药饵者ꎬ物鬼摄之ꎮ” “为鬼所摄者ꎬ或解奇

事ꎬ或解异事ꎬ或解瑞事ꎮ” “惟圣人能神神而不

神于神(控制神而不被神所控制)ꎬ役万物而执

其机ꎬ可以会之ꎬ可以散之ꎬ可以御之ꎮ 日应万

物ꎬ其心寂然ꎮ” («关尹子鉴篇»)通过对情感

活动的批判ꎬ«关尹子»强调心灵在面对外物、认
识外物时要“致虚极ꎬ守静笃”(老子)ꎬ保持凝然

不动的道体本性ꎬ这样就会认识到万物空无的本

体属性ꎬ与道冥合ꎮ

三、圣人之道:因应自然、以退为进、不留

行迹、无执权变、圣不离俗

　 　 “人之有道者ꎬ莫不中道ꎮ” («关尹子极

篇»)通过对世界万物的本体属性和认识主体的

精神活动、情感活动、认识活动特点的分析ꎬ«关
尹子»提出了为修身济世、“立我”“辅世”服务的

“圣人之道”ꎮ 这个“圣人之道”以道家为主ꎬ儒
家为辅ꎬ并打着浓厚的佛家烙印ꎮ

首先是因应自然之道ꎮ 因应“天命”“人为”
使“万物”为我所用ꎬ为天下服务ꎮ “圣人不以一

己治天下ꎬ而以天下治天下ꎮ 所以尧舜禹汤

之治天下ꎬ天下皆曰自然ꎮ” “圣人之道天命ꎬ非

圣人能自道ꎻ圣人之德时符ꎬ非圣人能自德ꎻ圣人

之事人为ꎬ非圣人能自事ꎮ 是以圣人不有道ꎬ不
有德ꎬ不有事ꎮ”“圣人之治天下ꎬ不我贤愚ꎬ故因

人之贤而贤之ꎬ因人之愚而愚之ꎮ 不我是非ꎬ故
因事之是而是之ꎬ因事之非而非之ꎮ” “圣人师万

物ꎮ”“圣人师蜂立君臣ꎬ师蜘蛛立网罟ꎬ师拱鼠

制礼ꎬ师战蚁置兵ꎮ”(«关尹子极篇»)“天不能

冬莲春菊ꎬ是以圣人不违时ꎻ地不能洛橘汶貉ꎬ是
以圣人不违俗ꎻ圣人不能使手步足握ꎬ是以圣人

不违我所长ꎻ圣人不能使鱼飞鸟驰ꎬ是以圣人不

违人所长ꎮ 夫如是者ꎬ可动可止ꎬ可晦可明ꎬ惟不

可拘ꎬ所以为道ꎮ” («关尹子药篇»)因应自然

是老子道家主张ꎬ不过«关尹子»又融进了儒家

的礼教尊卑概念和仁义礼智概念:“天下之理ꎬ夫
者倡ꎬ妇者随ꎻ牡者驰ꎬ牝者逐ꎻ雄者鸣ꎬ雌者应ꎮ”
“圣人之道ꎬ或以仁为仁ꎬ或以义为仁ꎬ或以礼、以
智、以信为仁ꎮ 仁义礼智信ꎬ各兼五者ꎬ圣人一之

不胶ꎮ”“圣人知我无我ꎬ故同之以仁ꎻ知事无我ꎬ
故权之以义ꎻ知心无我ꎬ故戒之以礼ꎻ知识无我ꎬ
故照之以智ꎻ知言无我ꎬ故守之以信ꎮ”掌握因应

之道ꎬ“以此中天下ꎬ可以制礼ꎻ以此和天下ꎬ可以

作乐ꎻ以此公天下ꎬ可以理财ꎻ以此周天下ꎬ可以

御侮ꎻ以此因天下ꎬ可以立法ꎻ以此观天下ꎬ可以

制器ꎮ”(«关尹子极篇»)“不可非世是己ꎬ不可

卑人尊己ꎬ不可以轻忽道己ꎬ不可以讪谤德己ꎬ不
可以鄙猥才己ꎮ”

其次是以退为进的相反相成之道ꎬ包括以下

为上ꎬ以后为先、以愚为智、以怯为勇、以卑为尊、
以小为大ꎮ “圣人不先物ꎮ”“能克己ꎬ乃能成己ꎻ
能胜物ꎬ乃能利物ꎻ能忘道ꎬ乃能有道ꎮ” “困天下

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ꎻ穷天下之辩者不在辩而在

讷ꎻ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ꎮ” “智之极者ꎬ
知智果不足以周物ꎬ故愚ꎻ辨之极者ꎬ知辨果不足

以喻物ꎬ故讷ꎻ勇之极者ꎬ知勇果不足以胜物ꎬ故
怯ꎮ”“少言者ꎬ不为人所忌ꎻ少行者ꎬ不为人所

短ꎻ少智者ꎬ不为人所劳ꎻ少能者ꎬ不为人所役ꎮ”
“勿以拙陋ꎬ曰道之质当乐敏捷ꎻ勿以愚暗ꎬ曰道

之晦当乐轻明ꎻ勿以傲易ꎬ曰道之高当乐和同ꎻ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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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汗漫ꎬ曰道之广当乐要急ꎻ勿以幽忧ꎬ曰道之寂

当乐悦豫ꎮ”“勿轻小事ꎬ小隙沈舟ꎻ勿轻小物ꎬ小
虫毒身ꎻ勿轻小人ꎬ小人贼国ꎮ 能周小事ꎬ然后能

成大事ꎻ能积小物ꎬ然后能成大物ꎻ能善小人ꎬ然
后能契大人ꎮ”(«关尹子药篇»)“天下之物ꎬ无
得以累之ꎬ故本之以谦ꎻ天下之物ꎬ无得以外之ꎬ
故含之以虚ꎻ天下之物ꎬ无得以难之ꎬ故行之以

易ꎮ”(«关尹子极篇»)
再次ꎬ不留行迹ꎬ超越言行学识ꎮ “勿以行观

圣人ꎬ道无迹ꎻ勿以言观圣人ꎬ道无言ꎻ勿以能观

圣人ꎬ道无为ꎻ勿以貌观圣人ꎬ道无形ꎮ” («关尹

子极篇»)“若以言、行、学、识求道ꎬ互相展转ꎬ
无有得时ꎮ”“不知吾道无言、无行ꎬ而即有言、有
行者求道ꎬ忽遇异物ꎬ横执为道ꎮ 殊不知舍源求

流ꎬ无时得源ꎻ舍本就末ꎬ无时得本ꎮ”“(虽)非有

道不可言ꎬ不可言即道ꎻ(虽)非有道不可思ꎬ不
可思即道ꎮ”(«关尹子宇篇») “目视雕琢者明

愈伤ꎬ耳闻交响者聪愈伤ꎬ心思元妙者心愈伤ꎮ”
(«关尹子鉴篇»)“天下至理ꎬ竟非言意ꎮ 苟知

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ꎬ乃契吾说ꎮ” “圣人

无所见ꎬ故能无不见ꎻ无所闻ꎬ故能无不闻ꎮ” “言
某事者ꎬ甲言利ꎬ乙言害ꎬ丙言或利或害ꎬ丁言俱

利俱害ꎬ必居一于此矣ꎬ喻道者不言ꎮ” («关尹

子药篇»)
第四ꎬ“无执”“权变”ꎬ即不偏执于一端ꎬ“变

之以权”ꎮ 所谓“无执”是佛教大乘空宗般若经

翻译到中国后兴起的一个概念ꎬ指不偏一端的中

观之道ꎬ简称“中道”ꎮ 意指不偏执于一端ꎬ无可

无不可ꎮ 在先秦其他古籍中ꎬ笔者未发现这个用

语ꎮ 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佛教般若经、中观经在唐

宋流行后唐宋学者整理假托留下的痕迹ꎮ 但“无
执”的方法论思想却是道家可能有的思想ꎬ是物

由道生、本性齐同、不应把事物的差别绝对化思

想导致的必然结果ꎮ 所以«关尹子» 反复强调

“无执一”ꎬ不要偏执于一端ꎮ “均一物也ꎬ众人

惑其名ꎬ见物不见道ꎻ贤人析其理ꎬ见道不见物ꎻ
圣人合其天ꎬ不见道不见物ꎮ 不执之即道ꎬ
执之即物ꎮ”(«关尹子筹篇»)“目之所见ꎬ不知

其几何ꎬ或爱金ꎬ或爱玉ꎬ是执一色为目也ꎻ耳之

所闻ꎬ不知其几何ꎬ或爱钟ꎬ或爱鼓ꎬ是执一声为

耳也ꎮ 惟圣人不慕之ꎬ不拒之ꎬ不处之ꎮ” («关尹

子药篇»)对于是非、巧拙、胜负、生死也应采

取“无执”的态度:“无恃尔所谓利害是非ꎬ尔所

谓利害是非者ꎬ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关尹

子鉴篇»)“两人射相遇ꎬ则巧拙见ꎻ两人奕相

遇ꎬ则胜负见ꎻ两人道相遇ꎬ则无可示ꎮ 无可示

者ꎬ无巧无拙ꎬ无胜无负ꎮ” “若知道之士ꎬ不见

生ꎬ故不见死ꎮ”“若有厌生死心ꎬ超生死心ꎬ止名

为妖ꎬ不名为道ꎮ” («关尹子宇篇») 对 “心”
“物”“道”的态度也是如此:“圣人以知心一、物
一、道一(一ꎬ指承认各自不同的一)ꎻ三者又合

为一(三者一体ꎬ同为道的显现ꎬ否定了原来的三

者差别)ꎻ不以一格 (阻碍) 不一ꎬ不以不一害

一ꎮ”(«关尹子宇篇»)绝对的肯定不行ꎬ绝对

的否定也不行ꎬ应当采取非此非彼的方法:“万物

在天地间ꎬ不可执谓之万ꎬ不可执谓之五(五行之

五)ꎬ不可执谓之一ꎻ不可执谓之非万ꎬ不可执谓

之非五ꎬ不可执谓之非一ꎮ 或合之ꎬ或离之ꎮ”
(«关尹子筹篇»)佛教“中道”的“无执”方法ꎬ
是不断否定、无所停留的方法ꎬ即非有、非无、非
非有非无ꎮ 这个痕迹也鲜明体现在«关尹子»的
论述中ꎮ “蝍蛆食蛇ꎬ蛇食蛙ꎬ蛙食蝍蛆ꎬ互相食

也ꎮ 圣人之言亦然ꎮ 言有无之弊ꎬ又言非有非无

之弊ꎬ又言去非有非无之弊ꎮ 言之如引锯然ꎬ惟
善圣者不留一言ꎮ”(«关尹子极篇»)由于不执

一端ꎬ变化无常ꎬ所以“无执”的方法又是流动变

化的方法:“圣人之道ꎬ本无首ꎬ末无尾ꎬ所以应物

不穷ꎮ”(«关尹子宇篇»)“天下之理ꎬ是或化为

非ꎬ非或化为是ꎬ恩或化为仇ꎬ仇或化为恩ꎬ是以

圣人居常虑变ꎮ”(«关尹子釜篇»)“天下之物ꎬ
无得以窒之ꎬ故变之以权ꎮ” “云之卷舒ꎬ禽之飞

翔ꎬ皆在虚空中ꎬ所以变化不穷ꎬ圣人之道则然ꎮ”
(«关尹子极篇») «关尹子»强调的“无执”方

法ꎬ既是道家的“齐物”思想推导出来的必然结

果ꎬ又掺和了佛家的“无我”思想ꎮ “无我”是佛

教缘起论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思想ꎮ “诸法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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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始佛教“三法印”之一ꎮ “我”指永恒的自我

本体ꎬ或者叫物自体ꎮ 佛教认为世间万物因缘而

生ꎬ没有自体ꎬ所以“无我”ꎮ 不仅客观的“法”
(物)“无我”ꎬ而且主体的“人”也“无我”ꎮ 大乘

唯识宗认为万物皆由心识所生ꎬ识有境无ꎬ外物

缘心而空ꎮ 这在«关尹子» 中也留下了鲜明痕

迹ꎮ “是非好丑ꎬ成败盈虚ꎬ造物者运矣ꎬ皆因私

识执之而有ꎬ于是以无遣之犹存ꎬ以非有非无遣

之犹存ꎮ”(«关尹子鉴篇»)“有人问于我曰:尔
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仆、
何琴、何书、何古、何今? 我时默然ꎬ不对一字ꎮ
或人扣之不已ꎬ我不得已而应之曰:‘尚自不见

我ꎬ将何为我所?’” “枯龟无我ꎬ能见大知ꎻ磁石

无我ꎬ能见大力ꎻ钟鼓无我ꎬ能见大音ꎻ舟车无我ꎬ
能见远行ꎮ 故我一身ꎬ虽有智有力ꎬ有行有音ꎬ未
尝有我ꎮ”“虽有知有为ꎬ不害其为无我ꎮ”(«关尹

子匕篇»)由于“执之皆事ꎬ不执之皆道”ꎬ所以

得道之人均以“无执”为特点:“闻道之后ꎬ有所

为、有所执者ꎬ所以之人ꎻ无所为、无所执者ꎬ所以

之天ꎮ 为者必败ꎬ执者必失ꎮ” («关尹子宇

篇»)同时ꎬ“无执”ꎬ也成为关尹子对学道之士的

忠告和要求:“学道之士ꎬ遇微言妙行ꎬ慎勿执之ꎬ
是可为而不可执ꎮ 若执之者ꎬ则腹心之疾ꎬ无药

可疗ꎮ”(«关尹子药篇»)
第五ꎬ体不离用、道不离器ꎬ圣俗合一ꎮ “知

物之伪者ꎬ不必去物ꎮ 譬如见土牛木马ꎬ虽情存

牛马之名ꎬ而心忘牛马之实ꎮ” («关尹子筹

篇»)“圣人曰道ꎬ观天地人物皆吾道ꎬ倡和之ꎬ始
终之ꎬ青黄之ꎬ卵翼之殊不知圣人鄙杂厕别

分居ꎬ所以为人ꎬ不以此为己ꎮ” “圣人之于众人ꎬ
饮食衣服同也ꎬ屋宇舟车同也ꎬ富贵贫贱同也ꎮ
众人每同圣人ꎬ圣人每同众人ꎮ 彼仰其高侈其大

者ꎬ其然乎ꎬ其不然乎?” “鱼欲异群鱼ꎬ舍水跃岸

即死ꎻ虎欲异群虎ꎬ舍山入市即擒ꎮ 圣人不异众

人ꎬ特物不能拘尔ꎮ” “圣人以有言有为有思者ꎬ
所以同乎人ꎻ未尝言未尝为未尝思者ꎬ所以异乎

人ꎮ”“所谓圣人之道者ꎬ胡然孑孑尔ꎬ胡然彻彻

尔ꎬ胡然堂堂尔ꎬ胡然臧臧尔ꎮ 惟其能遍偶万物ꎬ

而无一物能偶之ꎬ故能贵万物ꎮ” “若龙若蛟ꎬ若
蛇若龟ꎬ若鱼若蛤ꎬ龙皆能之ꎮ 蛟ꎬ蛟而已ꎬ不能

为龙ꎬ亦不能为蛇为龟为鱼为蛤ꎮ 圣人龙之ꎬ贤
人蛟之ꎮ”(«关尹子极篇»)“利害心愈明ꎬ则亲

不睦ꎻ贤愚心愈明ꎬ则友不交ꎻ是非心愈明ꎬ则事

不成ꎻ好丑心愈明ꎬ则物不契ꎮ 是以圣人浑之ꎮ”
“行虽至卓ꎬ不离高下ꎻ言虽至公ꎬ不离是非ꎻ能虽

至神ꎬ不离巧拙ꎻ貌虽至殊ꎬ不离妍丑ꎮ 圣人假

此ꎬ以示天下ꎻ天下冥此ꎬ乃见圣人ꎮ” “贤人趋上

而不见下ꎬ众人趋下而不见上ꎬ圣人通乎上下ꎬ惟
其宜之ꎮ 岂曰离贤人众人ꎬ别有圣人也哉ꎮ”
(«关尹子极篇»)

综上所述ꎬ«关尹子»作为唐宋人补撰的先

秦子书ꎬ虽然带有唐宋人以佛释道的痕迹ꎬ但可

以作为今人了解春秋道家人物关尹子思想的参

考ꎮ 全书以道家和五行学说为主ꎬ兼融儒家ꎬ以
佛归道ꎬ呈现出独特的思想主张和逻辑脉络ꎮ
“道”通过“气”和“五行”化生万物ꎮ 天地人物ꎬ
本体曰“道”ꎮ “道”寓物中ꎬ是一与多、无与有、
古与今、上与下、物与我、生与死的浑融统一ꎮ
“五行之运”ꎬ产生了人的“精神意魂魄”ꎮ 精神

性的心灵失去虚静的本性ꎬ情意应物起舞ꎬ就会

生识生物ꎮ 以虚静的心性控制情意活动ꎬ就会体

认到无识无物的道之真谛ꎮ 圣人之道ꎬ即因应自

然、以退为进、不留行迹、无执权变、圣不离俗ꎮ
它是修身济世的至上之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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