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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易 》坤卦 “直方大 ,不习无不利 ”体现出古人有关心性修养和治理事务的方法思想 ,影响了后世很多思想家 ,是

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思想之一。其中对人的心理深层的分析 ,认为人内心的本然体性纯粹湛然 ,与外部世界和谐统一,

对现代心理学有深刻启发;其提倡的正心诚信思想对当今社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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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sychologicalSignificanceof“Upright, SquareandGreat”

inHexagramKun

LIUHe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 XiamenUniversity, Xiamen361005, China)

Abstract:Thethoughtconceivedinthesecondlinestatement“Owingtotheattributeofbeingupright, squareandgreat, thesecond

lineindicatesineveryrespectadvantageousnesswithoutrepeatedefforts” inhexagramKun(Receptive, hexagram 2inthereceived

versionoftheZhouyi)isoneoftheideaswhichthreadthroughthewholeancientChineseculture.Itreflectstheancientthoughtson

thecultivationofheart/mindandaffairsadministration, havingbeenexertinginfluenceuponlatergenerationscholars'thought.With

in-depthanalysisofhumanheart/mind, thispaperpositshumaninnatenatureispure, cleanandharmoniouswiththeexternalworld

aswell, soitcanprofoundlyilluminecontemporarypsychology.Theideaofuprightnessandsincerityimplicatedinitisofgreatsignif-

icancetotoday's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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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国内

学者分析了 《周易 》中蕴涵的对心理学有重大影响的基本观点 ,如天人观 、阴阳观和发展观 ,认为其中还

包含对人的认知 、情感 、意志等心理活动生动具体的描述 ,并总结了其中对人格方面的描述 ,突出强调了

其自强人格的心理学思想;有些学者通过分析 《周易 》中所发挥的重要 “心 ”范畴的心理学涵义和 《易

经 》卦象中所表达的心理的象征性等几个方面 ,阐述了 《易经》中所包含的 “中国文化心理学 ”及其对当

代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影响 ,并认为由此可以解决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话语系统的建立问题
[ 1 ～ 3]
。国外

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派 ,其中利策玛(Ritsema)博士花了 40余年的心血 ,从心

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易经》。他们认为 , 《易经》充满灵性 ,充满了深刻的心理学意义 ,包含着目前西方深

度潜意识心理学以及分析心理学的深刻道理 ,并且填补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 。 (第 15

页)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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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周易》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重要价值 ,国外学者颇富深度的研究 ,给我

们很大的启发。如果我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人的心理活动 ,揭示古人论述

的心理变化的规律 ,就可以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贡献。本文尝试通过对坤卦中

“直方大 ”的含义的分析来探索其中的心理学内涵。

一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的含义分析

坤卦象征的是地 ,坤《彖》曰:“至哉坤元!”感叹大地生养万物之德至美至善 。 《象传 》说 “地势坤 ,

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就是说大地其性质是和顺 ,滋养万物 ,承载世界 ,君子应效法大地 ,增厚自己的美

德 ,心怀敦厚 ,虚怀若谷 ,无所不容 ,并顺德承物 ,使人和万物都各得其生 。可见坤卦以大地为喻 ,论说人

的道德修养达到的极高境界 ,而这种厚德载物的精神 ,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之中。

坤卦六二爻辞是:“直方大 ,不习无不利。” “直方大”的含义 ,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 ,是直观的理解 ,是对 “地 ”的特征的描述。尚秉和云:“方者 ,地之体;大者 ,地之用;而

二又居中直之位:故曰 直̀方大 ' 。”(第 26页)
[ 6]
《周易正义》说:“地势方直 ,是不顺也。”(坤卦注)

[ 7]
这

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

第二个层面 ,是向人的修养 、道德境界的引申 ,比如王弼注云:

　　居中得正 , 极于地质 ,任其自然而物自生 ,不假修营而功自成 ,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 (坤卦

注)
[ 7]

孔颖达 《正义 》说:

　　生物不邪 ,谓之直也;地体安静 ,是其方也;无物不载 ,是其大也;不假修习 ,物无不利 。 (坤卦

注)
[ 7]

朱熹《本义》说:

　　六二柔顺而中正 ,又得坤道之纯者 ,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 ,不待学习而无不利 。 (第 36

页)
[ 8]

《文言传 》中说:“ 直̀ '其正也 , 方̀ '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是

内在的规定性 ,指的是思想正直 ,也就是守正 ,一般解释为正直不邪 ,是对人内心的规范要求。 “方”,行

事符合义 ,是人做事时要符合外在的规范要求 。

从以上注释中可以看出 , “直方”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 “居中得正 ,极于地质”, “得坤道之纯 ”,

内心世界中正纯粹 ,符合大地坤道的敦厚和顺 ,就能够 “生物不邪” , “任其自然而物自生 ”,进而达到 “无

物不载 ”, “不假修营而功自成 ”,就是 “大 ”的境界。可以看出 , “直”是基础 ,也是根本 ,能够内直外方 ,

逐步就可达到盛大的境地 。

以上注解 ,都是把 “直方大 ”解释为德行或修养境界 。当然 ,这样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过从

心理学角度看这样解释显得过于简单 。为了更好地指导人落实到自身修养中 ,需要对达到这种修养境

界的方法及过程进一步探讨。因此有必要从人的心理活动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个层面 ,是心理活动层面的理解 。

在 “直方大 ,不习无不利”的修养境界中 , “直”这种内心的中正纯粹 ,是基础 ,是根本。那么 “直”这

种精神状态是从哪里来的 ?这需要从 “直 ”这个字的原始含义分析 。

“直 ”,甲骨文写作 “ ”,徐中舒主编的 《甲骨文字典 》说:“从目上一竖 ,会以目视悬 ,测得直立之

意 。”就是以目直视参照物。 《说文 》则说:“直 ,正见也 。”表征内心中正 ,不曲不妄。从中可以引申出 ,

要达到 “直其正” ,需要有观察的参照的对象。那么 ,在 “直方大 ”中 ,是以什么作为参照的对象呢 ?

直是对人内心的规范要求 ,观察的对象自然是人的内心状态 。对内心状态的查照 ,既有收摄心神 、

控制心念的作用 ,使人的精神状态不放任自流 ,不为外物所牵 ,不为情绪左右 。同时 ,直就是不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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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心所想所感不歪曲地表露于外 ,真诚坦白 ,表里如一 ,即 “直心 ”。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就具

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了 。 “德 ”,古字的一种写法为 “惪”,即直心为德 。 《说文解字 》解释说:“惪 ,外得于

人 ,内得于己也。”内得于己 ,即通过观察了解自己的内心 ,体察到内心不扭曲的纯正状态。外得于人 ,

就是把内心的感受推己及人 ,施之于外。由此可见 , “直心”是有丰富的内涵的。

从一般意义上分析 ,直心就是人内心有什么想法 ,就说出来 ,或者付之行动 ,就是心地坦白。普通人

经常是在说话或做事之前 ,心里很多计较 ,怕说的不合适 ,或做的不合适 。内心的各种想法 ,有些是可以

告诉人的 ,有些是难以对人说的 。因此 ,要做到直心是非常困难的 。有的人也许会说:“我就可以心里

怎么想就怎么说 ,怎么想就怎么做 ,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这似乎也是直心 ,但是经常把内心不良的想

法表露出来 ,比如想骂人就骂人 ,想打人就打人 ,对人对事没有益处 ,反而有害 ,这样也不会为社会所接

受 。这种情况不是真正的直心 ,而是自我放任 ,就不符合 “正 ”的要求。因此 ,直心除了心地坦白之外 ,

更重要的是观察内心 ,去除不良的想法 ,感受到内心的本然状态 ,即 “内得于己 ”。能做到这一点 ,再真

心地坦白地为人处事 ,所言所行都是发自内心 ,对人有益 ,同时也培育了自己的心性。由此可见 , “直 ”

或 “直心 ”,既是修养的一种境界 ,同时也是修养的方法和过程 。

要做到直 ,保持恭敬心是很好的方法 。 《文言传》说:“敬以直内”。宋人杨简在《杨氏易传 》中对此

有很好的解释:“圣人又虑学者虽欲直而未能直 ,故教之以敬。敬则心不放逸自直矣。”(第 29页)
[ 9]
关

于恭敬心对人内心的调制作用 , 《管子 》中也讲道:“外敬而内静者 ,必反其性 。”(第 786页)
[ 10]
就是通过

保持恭敬心 ,使内心安静 ,就可以逐步返回到内心本然的状态 。这与 “敬以直内 ”是基本相同的。因此 ,

“直 ”的察照人内心状态 ,含有收摄心神的作用 。这与孟子讲的 “收其放心”相似 ,都是对外放散漫之心

加以控制 ,使心神回归 ,而心性湛然。从中可以看出古人的心性方面的观点 ,尤其是对人的内心本然性

态的思考 ,认为人的意识的内在本质与外部的世界是和谐统一的。

“方 ”是对人处理事情的外在的规范要求。 “直 ”要求人发自内心 ,不曲不妄 ,但不是任意妄为 ,还要

通过外在的规范要求来校正人的言行 。因为人大多不能达到完善的 “直 ”的境界 ,需要一步步修养磨

练 ,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使自己的言行符合 “义 ”的要求 ,保证在处理事情时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另一

方面 ,通过外在的规范要求 ,也可以校正 、调节人内心的状态 ,使之逐步达到完善境界 。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 “直”是针对人的内心 ,是根本 , “方”既是外在的规范 ,也是 “直 ”的外在表现 ,

达到一定修养水平 ,直与方是内外统一的 ,是诚于中形于外的表现 。正如《杨氏易传》说:“直心之发 ,与

外物接 ,应酬交错 ,其直不改 ,故曰方也。”(坤卦注)
[ 9]

《文言传 》说:“ 直̀ '其正也 , 方̀ '其义也 。”关于直 、正 、方 、义的关系 ,杨氏有专门论述:“爻辞曰:直

本无亏欠 ,圣人虑学者直心以往 ,率意而行为 ,无忌惮之中庸 ,故曰 直̀其正也 ' ,则不入于邪 ,非直之外

又有正也。爻辞曰 ,方本无亏欠 ,圣人虑学者直方不合宜 ,故曰 方̀其义也 ' 。明方非执方而合宜 ,非执

方之外又有义也 。直 、方 、正 、义 ,皆发明此道之异名 ,非有四者也。”(坤卦注)
[ 9]
当人修养到较高水平 ,

直 、方 、正 、义四者是统一的 。

关于 “大 ”,孔颖达 《周易正义 》说:“无物不载 ,是其大也。”
[ 7]
直方是修养的方法 , “大 ”是其结果 ,是

人达到一定修养水平体现出来的气度气象 ,心胸开阔 ,包容万物 。 “大 ”作为一种对内在的修养境界的

描述 ,在前人文献中也可以见到 。 《孟子·尽心下》有 “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

谓圣”,孟子对大的论述 ,是人修养的几个境界中较高的水平 ,已经接近圣人了。朱熹对 “充实而有光辉

之谓大 ”的解释是 , “和顺积中 ,而英华发外 ”(第 370页)
[ 11]
,而且进一步用坤卦六五爻之《文言》“美在

其中 ,而畅于四支 ,发于事业” (第 370页)
[ 11]
来加以解释。可见孟子讲的 “大”与《易经》中的 “大”是相

通的。

通过 “直方”的修养 ,人的精神世界逐步发生变化 ,达到 “大 ”的境界 ,待人接物时就能发之于心 ,自

然应物 ,无不恰当准确 ,即 “不习无不利”,不需要对内心所想进行限制修习。这类似于 《中庸 》对中和的

描述 ,所言所行 “发而皆中节”。 《管子 ·内业》讲:“气意得而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听。”(第 943页)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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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释曰:“若不慕赏 ,不畏刑 ,意气内得者善 ,此诚善也 ,故天下服。心意定则理明 ,故天下听也 。”(第

943页)
[ 10]
其意义也是通过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修养提升 ,不为外物所干扰 ,就能够为他人所折服 ,用自

己良好的道德与对世界的洞悉影响周围的人们 。这与 “直方大 ,不习无不利 ”的含义很相似 。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 “直方大 ,不习无不利”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意义:第一 ,对人内心的规范修

正 ,要求不曲不妄 ,真诚坦白;第二 ,在处理事情时 ,符合外在的规范要求;第三 ,通过努力 ,逐步体察到内

心不扭曲的纯正状态 ,身心健康达到高级层次 ,处理事务时既发自内心 ,又准确恰当 ,无所不利。这其中

蕴含了精深的心性学方面的思想 ,认为人内心的本然体性纯粹湛然 ,与外部世界和谐统一 ,在具体修养

中主张展示真实自我 ,并在待人接物中加以修正 ,逐步达到内外统一的理想境界 。真正的中国本土心理

学可称为心性心理学 ,而以上内容正是心性心理学的核心内容:对内心本然状态的认识 ,包含了对人的

本质的认识 ,这是心理学的根本点;人与外部的和谐统一 ,是主客体统一的思想 ,既有认识论的意义 ,又

有方法论的思想 ,是中国心理学中独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二 、文献中关于 “直方大 ”的引述

上文已经分析 , “直”是 “方”的根本 ,二者有很大的一致性 。因此 ,主要分析文献中对 “直 ”的引述 。

与 “直方大”关系较大的说法 ,首先是孟子关于 “浩然之气 ”的论述 , “至大至刚 ”, “以直养而无害 ”。

联系前文 , “直”是对内心的要求 ,内正而不扭曲地表露于外 ,可使心神不受伤害 ,自然有助于养浩然之

气 。宋人方闻一认为 “直方大”与浩然之气都是对人的高尚的道德的描述 ,是完全相对应的:“直方大 ,

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 ,在坤体故以方易刚 ,犹贞加牝马也。言气则先大 ,人气之体也;于坤则先直

方 ,由直方而大也 。”(坤卦注)
[ 12]
可以看出孟子对 《易经 》中 “直方大”思想的继承 。

孔子在 《论语 》中也提到 “直 ”:“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 。”(第 89页)
[ 11]
是说人本性是正直

的 ,程颢解释说:“生理本直 ,罔不直也 ,而亦生者幸而免 。”(第 89页)
[ 11]

佛家文献中对 “直心”也多有涉及 , 《佛光大辞典 》对直心的解释是 , “指质直而无谄曲之心 ,乃一

切万行之根本。”把直心提高到是一切行为的根本的高度 。 《六祖坛经》认为:“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时

中 ,行 、住 、坐 、卧 ,常行直心是。”(第 27页)
[ 13]
并引用 《净名经 》中的 “直心是道场 ,直心是净土 ”,强调

“但行直心 ,于一切法 ,无有执著 ,名 `一行三昧 ' ” (第 28页)
[ 13]
。六祖慧能突出了直心在个人修养的

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佛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内在的一致性。

关于 “大 ”,佛家也常提到。 《佛光大辞典 》中 , “大 ”指 “自体宽广 、周遍含容”。慧能讲 “大 ”是 “心

量广大 ,犹如虚空 ” (第 49页)
[ 13]
。可见佛家把 “大”作为一种内在修炼的境界 ,是对心性体态的描绘。

可以想象 ,中国古代的先贤与佛家的大德修养达到的境界会有一定相通之处 。

“直 ”其正也 , “直心”也包含 “正心 ”的内容 。 《大学 》中讲:“所谓修身者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懥 ,

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 ,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正 。”(第 8页)
[ 11]
忿

懥 、恐惧 、好乐 、忧患等情绪 ,容易使人心受到干扰 ,但是这些情绪是人难以避免的 。要想心不失其正 ,保

持内心的本然状态 ,关键是能及时觉察到内心的变化 ,不要 “欲动情胜 ”,被欲望 、情绪左右 ,而是保持内

心灵明 。就如朱熹讲的 “心有不存 ,则无以检其身 ,是以君子必查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后此心常存而身

无不修也。”(第 8页)
[ 11]
可见这里讲的正心 ,是对直心的进一步发展。

“直方大 ”与 《中庸 》中和的思想也有一致性 。 “直” ,首先要观察自己内心 ,保持端正的状态。这样

用功纯熟 ,自然能够达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这样遇到事情根据内心的自然反应来处理 ,没有偏颇 ,就

可以准确恰当 ,即发而皆中节之和 。朱熹说:“其未发 ,则性也 ,无所偏倚 ,故谓之中。”(第 18页)
[ 11]
联

系 《管子 》中 “外敬而内静者 ,必反其性 ”(第 786页)
[ 10]
的观点 ,可以看出 ,通过 “敬以直内 ”的修养 ,人就

可以返回到人的性体 ,保持中的状态 。

综上所述 , 《周易 》中与 “直方大”有关的心性修养和治理事务的方法思想 ,言简而意深 ,影响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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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思想家 ,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 ,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核心 ,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发扬。

三 、“直方大 ”的现代心理学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坤卦中 “直方大 ”包含着中和 、正心修身 、浩然正气等思想的萌芽 ,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 ,体现了中华文化内在的一致性 。当今人们面临更多压力 ,亟需心理科学的发展来帮助人们解

决心理问题 ,提高心理健康 ,以追求更幸福美好的生活。面对这种要求 ,古老的 《周易》中的这一思想对

现代心理学有什么启发?

首先 ,包含了对人的心理深层的分析 。 “直 ”,含有观察内心的意义 ,而且不是停留在对一般意识活

动的观察 ,是透过情绪欲望等带来的纷纭杂念 ,观察到心性的本体。只有如此 ,才能直与正合一。这一

思想与 《中庸 》讲的 “中 ”的思想是一致的。认为人的本心是 “寂然不动”的 ,是蕴含着内在的和谐与智

慧 ,是 “天下之大本”,是正确认识世界和处理事情的根本 。 “直方大 ”虽然没有讲得那么清晰透彻 ,但可

以看出其中蕴含着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体现了中华文化思想内在的一致性 ,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

心理学的思想有明显差异 。

西方心理学中对人深层心理揭示得较深刻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有意识

的思维仅仅是整个心理过程的一小部分 ,人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这一点与我国古

代思想有一定相通之处。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黑暗的 、非理性的 ,充斥其中的是冲突 、紧张与孤

独 ,而且认为人的本性如此 。弗洛伊德的思想多是停留在人的情绪欲望层面 ,而中国古人的思想已经摆

脱了情绪欲望的束缚 ,深入到更深的层面 。

后来有些心理分析学者意识到了弗洛伊德人性黑暗思想的问题 ,如荣格 、弗洛姆等 ,并试图纠正这

一思想 。尤其是荣格 ,认为潜意识本质上是智慧的最深的本源 ,他的集体潜意识理论的核心原型就是自

性(theself),认为自性是整个心灵的核心 ,是整体人格的组织者 ,把人格统一起来 ,使其稳定 、一体 ,人

也就能够感到自己本身以及与外部世界都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之中 。有关自性的理论已经与 《易经》的

思想很接近 ,是荣格天才式的把东方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荣格开始 ,心理分析学者就很注意从《周易》中汲取合理的思想 。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 ,

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 ,与 《易经 》的预见性力量 ,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 ,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

实 ,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 阿̀基米德点 ' ,而这一 阿̀基米德点 ' ,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

度的基础。”(第 85页)
[ 14]
MayLee认为《周易》的卦显示了一种包含自我与外界相联系的结构。在这种

结构中 ,最下面的爻代表着自我的最深层部分 ,即心灵层;第 2爻到第 6爻分别代表着可受到教育影响

的自我 、自我与外界的边界 、社会结构 、国家或统治者 、宇宙。美国学者安东尼(Anthony)还提出了 《周

易 》的一种自我人格模式 ,即自我(self)由本我(essentialself)、表我(ego)和欲我(bodilyself)三种力量

构成。当本我在自我设定中占据优势时 ,自我表现为真我 ,体现的是君子的自我人格;当表我占据优势

时 ,自我表现为表我 、假我 ,体现的是小人的自我人格
[ 1]
。这些观点体现了国外学者在 《周易 》的启发下

对人的深层心理的探析 ,给我们很多启发 。不过由于文化上的差异 ,国外学者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其真

正含义 ,而我们需要从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致的思想高度探究解析这些思想 ,才能做到比较全面准

确地把握。

其次 ,蕴含着 “静因之道”的思想 。 《管子》中讲:“是故有道之君 ,其处也若无知 ,其应物也若偶之 ,

静因之道也 。”(第 764页)
[ 10]
认为人如果能内心虚静安然 ,遇事则能合乎自然的规律 ,正确地认识和处

理各种事物 ,这就是虚静循理之道。这与 “直方大 ,不习无不利”内涵的思想是一致的 ,是通过内心的虚

静来感悟道理 ,处理事情 ,体现了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与逻辑的方法大相径庭。这种

思维方法与灵感很类似 ,似乎是可以控制的灵感思维 ,也是创造性思维 。马斯洛也关注到这种认识方

法 ,他很推崇这种不事干扰 、静观默察的道家式的认识方式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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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地产生 。由于这使经验能成为它自身 ,极少受到观察者的歪曲 ,它在某些事例中将会成为通向更可

靠和更真实的认识的途径 。”(第 87页)
[ 15]
如果这种方法能够为现代人掌握 ,并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融合 ,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 ,有助于提倡诚信思想 ,引导当今社会的道德走向。从上所述可知 , “直方大 ”的核心是 “直 ”,

即 “直心 ”,也就是要真诚坦白 ,表里如一。这里提倡的是通过内心的修养提高自己的能力 ,再服务于社

会 ,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我 ,使内心世界与外在的物质世界统一起来 。这种强调个人修养 、主

张修身与治世统一 、重视开发人精神内在丰富性的思想脉络 ,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 。当今

道德取向趋于多元化 ,在经受了西方各种思想的影响后 ,传统文化中理身理国的思想愈加显现出其价

值 。

在现代科学背景下产生的西方心理学 ,有很多合理的 、先进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也对当今社会产生

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周易 》就已经形成和发展的安身立命 、安顿心灵以至于创新思维的智慧

及方法 ,对现代心理学是很好的补充 ,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 ,会有更大的契合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也需

要以更大的包容性 ,运用科学合理的心理学思想方法 ,重新理解和整理有关心理活动的思想 ,创立真正

的中国本土心理学 ,使之更好地为当今社会服务。

致谢:感谢指导教师盖建民老师的精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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