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太極思維來看，世界萬物都可用「一分二」的觀點來分折，

「一」就是整體或太極，而「二」即陰陽。太極是事物的根源或本體，

陰陽是事物整體或太極的二分。整體是樹林，陰陽則是樹，只從事

物的整體來看是見林不見樹，只從事物的分體來看是見樹不見林，

對兩者固執不變就是「偏」。太極的兩面觀是陰陽，陰陽的合一觀是

太極。事物既是「一」也是「二」，「一」與「二」是與事物「共在」的，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與「一」與「二」共在的，即人是與太極和陰

陽「共在」的。人們往往在兩個對立性的行為之間流轉互換，例如在

理性與感性、剛性與柔性、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之間的行為轉變，

一方面是因為意念或意向的轉變所致，另方面是受到時空轉變的影

響。兩個對立性的行為就是「陰陽行為」，「陰」與「陽」是「二」，而「陰

陽相合」是「一」即太極，因此太極思維是「一分二，二合一」的「一

體二元論」或「一二思維」的太極思維，陰陽並非絕對對立的「二元」，

而是相對性的對立，兩者是可轉化的，兩者乃歸屬於一個整體。陰

陽是既對立又同一的關係，表現出「一分二」與「二合一」的「共在」

道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是相互依靠的「共在」性質，個體無群體不

能生存，群體無個體也就不能成為群體了，兩者之間既有協和性也

具有衝突性，如何使兩者之間的「共在關係」能傾向相依互補的和諧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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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 陰陽的共在關係

關係應是關注的重點。太極是陰陽對立的同一，也是陰陽同一的對

立，陰陽是同一又對立的「共在關係」。

每個人都同時具有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在某一時空較着重理

性，在另一時空又較注重感性，人的理性與感性是「共在」的關係，

能把握到兩者之間的適當關係就有助於達到和諧的人生。

在人的心靈中，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是「共在」的關係。人為了

生活就必須有追求物質的動力存在，例如在衣、食、住、行方面的

活動，不過人也同時具有在精神方面的要求，例如生活方式、文

化、藝術與道德等。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應有適當的配對，物質價

值沒有精神價值的配對好似精美的花瓶沒有插花，精神價值沒有物

質價值的配對猶如珍貴的蘭花插在粗糙的花瓶。物質價值促進了精

神價值，精神價值充實了物質價值，兩者的結合發揮了「陰陽協和」

之美。

人有「善」性也有「惡」性，是「善惡」相混的。「善惡」是一整體

即太極的「一」，「善」為「陽」，「惡」為「陰」，人是與善惡或陰陽「共

在」的。儒、道、佛者重視「善」，人是應傾向「善」的。如果一個人

離群獨居，自然就無所謂「善惡」了，然而在群體社會是有人與人的

關係存在的，也就有了「道德」或「善惡」的問題，易、儒、道、佛對

「善惡」都有各自的觀點，不過「正」與「善」對人的重要性在各家卻是

具有共識的。

人的內在心態與外在行為是「共在」的，不過兩者的關係可以是

「一致」也可以是「不一致」，例如「內正外亦正」和「內不正外亦不

正」，這是「內外一致」的情況，而「內正外不正」和「內不正而外正」，

是「內外不一致」的情況，這四種情況都是與人「共在」的。人的行為

是「正」或「不正」，必須通過「內」與「外」的辨識才能認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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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 ix

人的整體行為可作「動靜」之分，「靜」時為「陰」，「動」時為

「陽」； 在「動」的情況下，又可作「進退」之分。人在活動時需要「動

力」來「以動脫靜」，在靜止時其實也需要「靜力」來「以靜制動」。動

靜要「適時」，當動則動，當靜則靜，動靜就不「失時」。同樣情況，

「進退」也要適時，當進則進，當退則退，進退有度，才能發揮「陽

陰轉化」的效果（進為陽，退為陰）。

人的活動從廣義來看，不僅是個人的活動，尚包括了所有群體

機構的活動，因為機構行為是要通過人來實行的。個人與群體機構

都具有兩種力量，即「動力」與「靜力」。當動靜兩力相等時，是「合」

也是「靜」的狀態。當動力大於靜力時就展開了向外行動，也就是離

開了原來的「合」的狀態而作改進對自身有利的活動，即「分」的行

動。當動力逐漸下降時，就復歸於與靜力相等時的「合」的狀態，因

此人的活動就是「合分合」的型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有這種現象，

從「首合」的狀態經過「分」的變動過程復歸於「新合」狀態，然後再

經「分」的過程至「新新合」的狀態，形成一「合分合」交替的發展過程。

人類的活動空間是有限性，是「有」的性質，而人類的思維空間

卻是無限性，是「無」的性質。人類活動的有限性（有）激發和開展了

人類思想的無限性（無），去探索與發現能改進人類的物質生活與精

神生活的理論與方法，在人類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結合下，人類的

有限性與無限性都得到了提升。人類與「有無」是呈「共在關係」的。

人對事物有「執着」與「不執着」的態度與行為，兩者是與人「共

在」的。「執」與「不執」的本身價值應是「中性」，是「對」或「不對」就

要看所「執」與「不執」的對象是「正」或「不正」而定。如果是「擇善

固執」、「擇正固執」，這樣的「執」就是「對」的，「不執」於「邪」或「不

正」也是「對」的； 而「執」於「不正」或「不執」於「正」就「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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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陰陽的共在關係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根據《易經》的觀點來看，人就必然具有自

然的特性，《易經》的八卦代表了八種自然物體，即天、地、水、

火、雷、山、風、澤。這八種自然物體都具有本身的特性，即天的

「剛」，地的「柔」，雷、水、山的「剛主導」與風、火、澤的「柔主

導」，人的內在性格就可作「剛」與「柔」的二分，而外在性格則作「全

剛」、「剛主導」、「全柔」與「柔主導」的四分。為了適應外在環境，

人就可轉變本身的外在性格或外在行為以適應不同的外在環境，以

提高自身的靈活性與適應力。人是與自身的「剛柔」性格「共在」的，

如何調整以適應外在環境是應當有所認識的。

人類的群體機構例如企業與其他社會上的機構都是「團隊」的性

質，是團隊就需要「領導」，領導是團隊活動的核心，沒有領導的團

隊活動是散漫無目標，而領導能否發揮效率就得視有無「領導力」而

定。領導力可分「剛性領導力」和「柔性領導力」，前者有辯證力、判

斷力、果斷力、執行力、預測力、想像力、推演力、應變力、剛毅

力與整治力等，後者有包容力、溝通力、親和力、感染力、移情

力、談判力、說服力、協作力、啟發力、激勵力與可信力等。能把

握到這些「剛柔領導力」是發揮領導效率的基本條件。剛柔領導力是

與人「共在」的。

才能與道德對人而言都是同等重要，才能是「陽」，道德是

「陰」，兩者相合為「一」，是一個整體或太極，理想的才能配合是「才

德兼備」的「陰陽協合」的狀況，只有才能而無道德相配，就會產生

損傷他人或群體公眾的行為；只有道德而無才能相配，也不能作出

有利群體公眾的行為；前者是「獨陽不長」，後者是「孤陰不生」的情

況。才能與道德的關係有三種可能：一、才能多於道德是「才能統

率道德」的狀況；二、才能小於道德是「道德統率才能」的狀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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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 xi

才能與道德相等是「才能與道德平衡」的狀況。才能與道德的「失衡」

就需要通過人的自我改善來達到「平衡」的境地。

人對將來都是有所期望的，將來與現在之間就有一「時空差

距」，從太極觀點來看，將來時空為「陽」，現在時空為「陰」，兩者

之差即「陰陽時空差」或「陰陽裂口」，人們也因此產生了「行動」去消

除這一「裂口」，期望就是「動力」的根源。期望可分短期期望與長期

期望，前者旨在適應時空的轉變，主要是物質性目的，而後者則既

有物質性也有精神性目的。期望也可分「感性的期望」與「理性的期

望」。存在主義的海德格（M. Heidegger 1889–1976）認為「人生的時間」

應該包含「過去、現在、將來」三相連的一個整體，只有通過「整體

時間」人才能真正認識到自己的人生，海德格追求人生「本真性」的

觀點與儒、道、佛的時空觀作了比較說明。人生是與時間「共在」的。

一個人可以視為是「我」或「自我」，「我」與「自我」的含義較廣，

既可是「正我」也可以是「不正的我」，而「真我」則是「正我」，人是

與「我」、「自我」、「真我」「共在」的，每個人都含有「正我」或「真我」

的屬性，只是多少的問題，理論上可分無真我、少真我、半真我、

多真我和全真我等五類，要達到「全真我」的境地是不容易的事，能

達到「多真我」就已經夠好了。儒、道、佛三家的目標都在追求做一

個理想的人，儒家的君子、賢人、聖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佛，

其實三家所追求的就是「真正的人」、「真實的人」，也就是「真我」，

存在主義的海德格所追求的是具有「本真性」的「我」，雖然含義有些

不同，卻也是「真我」的一種，因為各家都在「求真」！

從企業的觀點來看，企業自身就是「我」的性質，而購買者則是

「他」，企業與購買者的關係就是「我他的共在關係」。兩者的關係可

以有四種：一、利我利他，二、利我損他，三、損我利他，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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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陰陽的共在關係

我損他。兩者的理想關係是「利我利他」，在這一「我他」的關係下，

企業如能作出內外真實的結合，既能表現企業德性的存在，也能表

現「企業真我」的存在以盡「社會責任」，作出對「社會和諧」的貢獻。

人的外部共在關係有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人們的經濟與

金融活動都是與期望和預期有關，期望是對將來的境況作「質」方面

的判斷，例如「好」或「差」，而預期則是「量」方面的估計，兩者都參

考了目前的經濟與金融數據。人的經濟與金融行為是與數據有關聯

的，數據影響了人對經濟與金融前景的判斷與行為。數據不單對人

的經濟與金融行為具有重大影響力，在人的生活中也顯得十分重

要，許多行為都事先要參考有關的數據，例如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

政策已為數據所引導，醫生對病情的診斷更是離不開數據，在今日

的世界人們已逐漸成為「數據」的俘虜了。在經濟與金融的活動中，

人與數據是「共在」的關係。

人在外界的政治與社會的「共在關係」有法治、自由、民主、平

等、正義等，法治乃在五者之中處於核心地位，是自由、民主、平

等與正義的基礎。

人在現實生活裏尚有其他的「共在關係」存在着，以下三十四種

都作了扼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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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 xiii

先驗與後驗
理論與行動
自律與他律
逞性與克制
責任與權力
獨斷與寡斷
得意與失意
私利與公利
內聖與外王
精明與單純
堅持與靈活
數據與人生
急性與慢性
自省與修正
聰明與愚拙
欲力與抑力
滿與不滿
變與不變
平衡與不平衡
完美與不完美
人文與科學

得與失
心與境
名與利
損與益
實與虛
異與同
德與怨
經與權
中與偏
量與質
和與爭
命與運
生與死

其他共在關係

在說明以上有關人的「共在關係」時，除了用文字語言外，尚用

易的六爻卦作為分析工具，因為六爻卦可視為是一個整體即太極的

「一」，包含了陰陽或剛柔兩種特性，能較清晰的表達出人的「共在關

係」；此外六爻卦是具有時空觀念的分析工具，時空對「共在關係」的

變化是具有影響的。易卦包含了太極、陰陽、時空、變化等成分的

觀念，有助於對「共在關係」的分析與解說。易卦是一種符號語言，

是一種思考工具，在作事物的分析時，文字語言往往對一些共在關

係未能作出較清晰的表達，而符號語言的卦象則可，具有對文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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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 陰陽的共在關係

言的輔助性。卦象的符號語言與文字語言是「一」的性質，前者為

「陰」，後者為「陽」，通過「陰陽協和」作用有助於對事物的認識。

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各種「共在關係」而又能適當把握時，就可調

整自己的行為邁向追求「真善美」的道路，無論在精神方面或物質方

面都以「真善美」作為修養的目標與行動的原則。人生可以有不同的

目標，有的希望得到幸福、健康與快樂，有的希望能做有益社會公

眾的事，有的希望能做有利人類的科技研究，有的希望能發揮自己

的自由意志，這些不同的人生目標其實都可與「真善美」的目標相聯

在一起，成為「真實」、「善良」與「美好」的人！在〈追求真善美〉一

章作了較深層的探討。

從太極哲學來看，現實世界的事物是隨着時空流轉而變動的，

短期來看，事物可以是短暫的「靜止」狀態，而長期來看則是持續不

斷的變化，是「動態」的性質，歷史的演進就說明了這一事實。事物

的變化包括了環境的轉變與人的性格及行為的轉變，都是由陰陽兩

力互動來帶動的，也就是《易傳．繫辭》所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合一」是太極，是「道」的「靜態」，是「道」的「靜」，是「靜道」，

而「陰陽」從太極「一」的分出，是「道」的「動態」，是「道」的「動」，

是「動道」。莊子認為「道」是無所不在的，因此世間的各處皆有

「道」，皆有「陰陽」！世間的事物變動都可用「陰陽關係」來解析，所

表現出來的「陰陽關係」就是太極的「共在關係」。在古代與現代的人

類各種活動中其實都有「陰陽」的「共在」屬性，「陰陽」兩字的涵義雖

然是由中國人首先使用，卻並不表示人類活動所具有的陰陽本質只

限於在中國人的社會，而在其他人類社會也一樣存在，只不過其他

社會的人們並未覺察到這一點，以為這只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而已，

一旦醒悟就會發現這一事實，只要是人類社會就有「陰陽」行為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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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 xv

在，人類的「陰陽行為」是人類行為中的一種。

本書是修養之書，說明人們可通過調整所處在的各種「共在關

係」以提高自身的修養、外部的適應力與思考能力。人們所處在的

「共在關係」當不只本書所列舉出的那些，這不過只是一個引導性的

開端而已，因為個體與各群體機構都有本身的「共在關係」存在，有

「一般性」的「共在關係」，就有「特殊性」的「共在關係」，本書側重對

前者的討論，而本書的目的卻在誘發讀者對人類的各種「共在關係」

能展開進一步的探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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