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Studies Monthly                                               中華研究月刊 

The Taoist Connotation of Guan Hexagram in Zhou Yi 

（《周易》观卦的道学内涵） 

Yan Lu 1* 

1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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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观卦的道学内涵 

闫璐 1* 

1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5 

 
  

Abstract. 观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卦。卦辞描写祭祀活动
的礼仪，爻辞分写不同状态下的“观看”举动，“风行于地上，先王观民

设教”乃是其原初内涵。在道教的话语体系中，“观”之概念得到了充分

发展，它具有多重含义：从“看”的文字语义延伸，“观”贯穿道教建

筑、道教哲学思想以及道教炼养方法等多个方面。在此意义上，“观”字

可作为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它中介并具化表达人神关系。 

关键词: 观；观卦；宫观；内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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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的文字内涵 

《周易》六十四卦中，观卦是第二十卦，由上巽下坤组成。其名定为

“观”，皆得于字形。“观”字的甲骨文写作 ，最初是一只鸟的形象：

“独体象物字，象猫头鹰形。从二口，为突出二个大眼睛，以示鸟的特征。与

雚字相同。卜辞用雚为觀，为突出其义，加见为义符，本义是观察。”[1]按照

甲骨文“观”字的文字意象，拥有一双大眼睛的鸟便是“观”，鸟睁大眼睛这

一形象即“观”的图像学含义。在金文里，“观”字写作 ，此时“观”已

形成了左右结构。文字左侧是鸟的形象，右侧是一个“见”，与甲骨文时期的

“观”字相比，右侧表义的“见”进一步明确了“观”的观看之义。篆体的

“观”写作 ，不难看出，金文中“观”字左边鸟的形象慢慢演变为“雚”

字，字形演变，但其含义未变，“雚”就是水鸟；鸟的眼睛圆且突出，具有十

分广阔的视野，像鸟那样去观看，看的细致过程被加以强调。至于现今通行的

简体规范汉字“观”，则是由左边的“又”字和右边的“见”字构成，它强调

又一次、再一次地看，反复地看，这也在表达“观”之过程的周密细致。 

《说文解字》将“观”释为“谛视”[2]，谛视，即仔细地看。段玉裁《说

文解字注》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凡以我谛观物曰观，使人得以谛视我

亦曰观，犹人之以我见人，使人见我者皆曰观。”[3]“视”与“观”的区别借

此阐明：前者是普通的看，后者突出看的专注和细致程度。因此，仔细地看，

即“观”字的初始字义。 

2 “观”与观卦 

观卦以“观”为名，而“观”的字义是仔细地看，观卦自然与“观看”

这一动作密切相连。从观卦的意象看，观卦由在下的坤卦和在上的巽卦组

成，二者构成“风地之象”。《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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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设教。”[4]风在地上行，便可以触及万物、看到万象，所以称“周观”；

且观卦两个阳爻居于上位，被下方的四个阴爻所观仰，正符合君王天子高

高在上的身份。因此，《象》传里很自然地用风行地上来比作君王视察：

观卦取风在大地上穿行之意象，用来比喻帝王君主体察四方民情然后制定

政策。而若细审观卦的每一爻辞，可以发现，从初六到上九，每一爻都分

别描写了不同人物视角下的观看状态。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5]
 

初六爻描写的是“童观”，如儿童一般观看。此爻位处卦的最底层，

表明事物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初级的、不

全面的，故用儿童和小人之观来形容这一认识的浅薄。此比喻体现在观卦

的象形中：六画的观卦四阴爻在下、两阳爻居上，而三画的艮卦两阴爻在

下、一阳爻居上，由此观卦可被视作每一爻分叠为二的艮卦，艮即少男、

孩童，故观卦初六爻代表儿童的观察视角。爻辞断道：“小人无咎，君子

咎。”显然，以小孩子的视角、对待事物只具备最初级的认知，这样的状

态对于小人而言还能算情有可原、无过错，但对于君子而言，则是过于简

单、要求过低了。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6]
 

六二爻描绘的是“窥观”，即在门后偷偷观看。与初六爻类似，六二

爻的比喻得自卦象之间的象形：因艮卦在象意上有着宫阙、大门的意味—

—艮卦的一阳爻与两阴爻组成门框的样子，所以此爻的爻辞提到了躲在门

后，其视角是从门缝中进行窥视。六二爻为下卦坤卦的中间爻，以阴爻处

阴位，处位得当，故曰“利女贞”，即女子躲在门后观看是合乎情理的，

符合女子的含蓄举止；但若是君子，这样的窥探视角难免有失体面，不够

光明磊落，因此《象》曰，“亦可丑也”。审美与德性此时区别开来了。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7]
 

六三爻叙写的是“观我生”，即人的收视内观、自我审视。此爻以阴

爻居阳位，本身处于变动失当状态，且由于来到了下卦坤卦的顶部，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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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就会入上卦巽卦，因此处此爻位时，正是事情发展面临选择之际，人需

要审视自身才可做出合适应对。六三爻的“观”代表“内观”，是对自我

过去行为的反观，此反观是正视的、警觉的、修正性的。此爻处于下卦上

位，与处于上卦上位的上九爻阴阳有应，所以此行合乎规范、不会置误，

因此“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8]
 

六四爻描绘“观国之光”，赏国之风貌。此爻位于上卦巽卦最下位，

因此有风行地上、周观之义；且六四爻为阴爻，以阴爻居阴位，处位柔顺

得当，并上承九五爻，九五之尊寓天子，因此六四爻有天子座上宾之义。

臣子之位一人之下，可以遍观国家风貌，且对上柔顺有承，行为十分恰当，

自然“利用宾于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9]
 

九五爻与六三爻的视角相同，论述的同样是“观我生”，即自我审视；

且在此之外，九五爻还利于下观，即“观民”。区别之处在，事物发展到

九五阶段，此爻以阳爻居阳位，自身处位中正，与下卦中的六二爻阴阳有

应，与其下的六四爻有承，所以此时状态最为适当——利于君子，君子无

咎。而六三爻处位不稳，事物正在上升发展的变动中，故九五爻此时的自

我审视还多了一层对下负责的意味：正如品德高尚的君王贤帝，身边若有

贤能柔顺的臣子辅佐，势必会俯察民情、下观民生、有所作为。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10]

 

上九爻描写“观其生”，视角为被观，为别人所观看，即由百姓来考

察君主的一生。上九爻位处上卦最高位，此时君主已为人极，即将隐退。

因此此爻所代表的视角也为之转变，由收视、俯观转为被视，下观上，百

姓们对君主的生平、作为进行观察评判。上九爻，与下卦的六三爻阴阳有

应，说明君主仍对百姓心有所系，但其身行将隐，百姓不再是他的生民，

而归属九五之爻，颇有英雄落幕的悲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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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壮心不已。”位处上九之人的内心注定不平静，心中尚有抱负欲施展，

所以《象》曰，“志未平也”。 
观卦的六条爻辞分别详细描绘了处于社会不同阶层、在不同发展阶段

的人和事的具体观察视角，从“童观”“窥观”“观我生”“观国之光”

“观我生”“观民”到“观其生”，身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状态的诸主

体共同构建起一种生命的良善秩序。这种秩序与审美和责任尽皆相关，观

卦实际书写着不同社会身份之人——为子民、为人臣和为人君者——之间

的社会伦理建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11]《道德

经》以观为始，以复为终，暂离的观者复归生命良序的自然运转。[12] 
这种对生命良序的美好企盼在观卦的辞义中表现得更为直观。《彖》

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

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13]

圣人观天之道以教化百姓首先呈现为政治伦理。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顒

若”将“观”的含义两分。一方面，“盥”既可被理解为“为行祭祀之礼

而洗手”这一动作，又可代指祭祀时用酒灌地的仪式，“荐”则指称向神

仙祭献供品。“盥而不荐”的意思是，洁净双手、以酒灌地这一礼仪至少

在与神圣交通层面并不逊于牲祭，作为仪式，二者具有同等的效用。甚至，

“盥”之仪礼比“荐”更加可靠，前者在实用的退却中神圣化了，它成为

绝对的精神活动，而后者始终参杂功利的因素。区别于单纯的身体仪式和

祭品供奉，仪礼不只是取悦神明的外在表演。因而，祭祀活动的本质在于

“盥”，在于祭祀者遵循礼仪的神圣规范，其义在精神而非外物。要观事

物的本质而非停留现象层面，此即（神）“观”的第一层含义。 
另一方面，“观”又指称虔慕的道德情态，它具有感化人心的社会功

能。“有孚颙若”中，“孚”乃诚信信用，“颙”是肃静敬仰，“有孚颙

若”既表明祭礼中祭祀者具有虔诚庄严的态度，体现其诚意与敬意，又说

明百姓在上仰九五之尊、观看“盥”酒祭礼时，会进入严肃庄正、诚信肃

静的心境。身为“九五”的君主行为得当，上承于天，下得于臣，且心系

于民，则既可上观天之道，又能俯察民之情，在“中正以观天下”的同时

也能“下观而化”，凭己身中正之德使百姓受到感化。由天道而来的圣德

凭心之诚信进入社会伦理，则“观”成为道德行为者的貌相德性。 
由此，观卦实际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伦理思想，它呈现为以下几点。一

是道之“观”，即大道触及世间万物也包含世间万象，道“观”即道自身

向下具现。二是道之为“观”，即道作为客体，为人所观看、观仰，道观

就是直接让人们观道、悟道的地方。三是深省之“观”，观“盥”而非观

“荐”，仪礼胜过物象，现象被纳入事物的本质，观法即内深之修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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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观之行动具备道德含义，“有孚颙若”即最真诚的道德表现。四是道

德之观，“观天之神道”“观民设教”，道德秩序自可立者为中心建起，

民众才会信服，国家才得以稳定。最后则是“观”道之心态：因为观事物

的本质而深入思考；因为观祭祀的礼仪而严肃庄正；因为观圣人的德行而

尊上恭敬；因为观四方的民风而体恤百姓；因为观神仙的威仪而虔诚自律；

因为观天道的规律而心存敬畏……如此以“观”为法，良善的生命秩序得

以构建。 

3 观卦与作为建筑名称的道观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观”的初始字义是仔细地看，古人将“观”字

本义引申，赋予其建筑名称的内涵。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引

《释名》曰：“观者，于上观望也。”又引注曰：“观，观也。周置两观

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14]《释名》中的“观”已从作为

动词的“观看”延申成作为名词的“观看之地”，并且它被强调成“上观”

和“远观”的处所，“细致观看”的本义中发展出“登高远观”的内涵，

“观”于是成为高台式供人眺望查看远处情况的建筑的名称。 
在实际应用中，“观”主要指古代大户人家大门旁的双阙建筑。上文

引《释名》注有言“周置两观以表宫门”，说明周朝时人们用门口的两个

“观”来代表宫门。《尔雅》曰“观谓之阙”，并注曰“宫门双阙”[15]，

说明“观”是宫门前的双阙建筑。《道书援神契》中也记载：“古者王侯

之居皆曰宫，城门之两旁高楼谓之观。”[16]由此可知，古时候人们在建筑

宫殿房屋或城门时，会在大门两边修建高的双阙以供人登高查看，而这双

阙高楼，就被称为“观”。 
观卦在形与意两方面都体现了建筑的含义。首先，从其形象看，观卦

下位四爻为断开的阴爻，上顶相连的两个阳爻，如此外形好似一个大门，

下方的四爻正如观卦名称所体现的“观”，象征着门前的双阙建筑。再取

观卦之意象，观卦是每一爻分叠为二的艮卦，艮为鬼门，观为双阙。郑玄

注曰：“坤为地为众，巽为木为风。九五，天子之爻。互体有艮，艮为鬼

门，又为宫阙。地上有木而为鬼门宫阙者，天子宗庙之象也。”[17]由此，

古人已经认为观卦有着天子宗庙的象征意义，艮有鬼神之象，这与观卦卦

辞所讲祭祀之事正相对应。可见，观卦本就有事鬼神祭祀之地的内涵，[18]

道观的名称既取观卦之名，也承观卦之义，可以说是十分贴切了。 
此外，“道观”这一名称也蕴含圣俗两重含义。胡锐在《道教宫观文

化概论》一书中如此诠释“宫观”的内涵：“道教宫观是道教神圣的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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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空间，是道教供奉神灵、（道教）信徒举行礼拜、祭祀活动以及道士

进行集体修道活动的专用场所。”[19]道教的存在空间以“观”为名，“观”

作为建筑实体将“道观”定义为道教的建筑及活动场所。同时“观”也意

味着仔细观看，它使得“道观”在语义错置中成为“观”道之地，即道观

是仔细观察、体道的地方。 
从世俗层面看，道教宫观首先是“观”道之地，它是被建立起来向世

人直接展现“道”的地方。宫观作为道教的建筑实体，将文化附着于物质，

它以空间艺术的形式直观表达道教精神的内核。宫观既是图像性的，也是

可接近的，人们可以更好地观看甚至参与其中。作为道的物质符号，宫观

乃是人居其中，并理解、体悟道的场所。《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载：“造天尊殿、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钟阁、师房、步廊、轩廊、

门楼、门屋、玄壇、斋堂、斋厨、写经坊、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浴

堂、烧香院、昇遐院、受道院、精思院、净人坊、骡马坊、车牛坊、俗客

坊、十方客坊、碾硙坊、寻真台、炼气台、祈真台、吸景台、散华台、望

仙台、承露台、九清台、游仙阁、凝灵阁、承云阁、飞鸾阁、延灵阁、迎

风阁、九仙楼、延真楼、舞凤楼、逍遥楼、静念楼、迎风楼、九真楼、焚

香楼、合药堂等，皆在时修建，大小宽窄，壮丽质朴，各任力所营。药圃

果园，名木奇草，清池芳花，种种营葺，以用供养，称为福地，亦曰净居，

永劫住持，勿使废替。”[20]道教宫观的布局及轨制极其考究，例如从选址

看，无论坐落于深山自然景区，还是建立在闹市城镇乡村，道教宫观都是

道教徒按其信仰中的神仙世界构建起的人间“福地仙居”，其建筑需与周

遭环境相容，讲究道法自然，风水相合。并且，这种相合是多层次的，人

们不仅可以直观体会到建筑自身的美感，而且这种美感引发某种精神的超

越：或是山间矗立的高大道门，气势宏伟，充满宗教威严，令人肃穆；或

是街市中的一隅古色庭院，寓有闹中取静的闲适，别有洞天，自在人间逍

遥。此之趣味，皆被神圣所晕染。而若考察其间的活动，道观则多是人世

间的：它是道人们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各处神仙大殿，斋醮科仪的法坛，

信徒们可以直接参与宗教活动，观看演教过程，烧香祈福；各处讲经说法

院，经书流通和讲座活动，可以供信众们闻经听法，互相交流。又有供道

人自身修炼的场所，丹房静室，高台高楼，直观呈现了道教的修炼方式；

还有道人们开展生产生活的场所，农田树林、茶园果园、药圃酒坊、钟楼

鼓楼、云厨客坊等，通过这些，人们可以了解道人平时的生活状态。由此，

每座道观都可被视作一处十分完备的道教展示之地，它对信徒和普通人们

了解道教与道家文化，直接“观”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即“道观”

之“观”的现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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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神圣层面看，“观”还是人们为神仙所建之地，它是凡人观望、

侍奉神仙的场所。古人很早就认为台观之上会有神仙往来停留，《列子》

有云：“（五山）其上台观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

相往来者，不可数焉。”[21]《史记》中也记载了汉武帝为神仙设住所，以

候神仙驾临的故事：“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

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

‘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

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

幸矣。”[22]“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

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

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23]由此可

知，“观”在古人的认知中是神仙的居所，装饰华丽的台观是神仙们往来

停留之处。因此，皇帝也会下令在地上建造许多的“观”，甚至摆设好供

品，配备好专人以等候神仙驾临。 
此外，道经中也有云：“夫三清上境及十洲五岳诸名山，或洞天，并

太空中，皆有圣人治处。或结气为楼阁堂殿，或聚云成台榭宫房，或处星

辰日月之门，或居烟云霞霄之内，或自然化出，或神力造成，或累劫营修，

或一时建立。其或蓬莱、方丈、圆峤、瀛洲、平圃、阆风、昆仑、玄圃，

或玉楼十二，金阙三千。万号千名，不可得数，皆天尊太上化迹，圣真仙

品都治，备列诸经，不复详载，必使人天归望，贤愚异域。所以法彼上天，

置兹灵观，既为福地，即是仙居，布设方所，各有轨制。”[24]在道教中，

设立在人间的道观多是对仙域世界的摹仿，它是“圣人仙真”所治之处在

人间的显现。因此，道观这一场域实乃连接圣俗的场所。“在道教徒，则

认为道观的设置系从自己信仰的神仙世界中取则而来……宫观在道教徒的

心目中，是现实化了的理想境地，是凡间的仙境，仙境的下凡。”[25]“道

观”是为神仙所建造的空间，道人和信众们在此观候、侍奉神仙，“道观”

作为道教庙宇的名称，反映了道教场域的神圣功能与属性，也体现了信徒

渴望遇仙的宗教情感与对神仙世界的美好向往。 

4 观卦与作为修炼原则的内外观 

观卦“观天之道”的思想在道教中一脉相承，如《彖》有言，“观天

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自然运转的天道具有神圣之意味。道教经典《阴

符经》开篇即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26]，观察天道的运行规

律，并且按照天道行事，这是道教一贯遵循的行事准则，《道德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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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7]道人依如此的天道观行事，

自然形成了与个体相关的具体修炼原则，可以将之总结为外观望气和内观

存想。 
观天望气，是道教可修术法之一。“所谓望气，即方士通过观察天上

云气的状态以附会人事，并综合天文、气象、环境和社会等因素来预言吉

凶祸福的占候术。”[28]《系辞》有言：“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29]上天展示出的种种现象被赋予了意志，它预示着特定事件的发生，圣人

要观天取象，并以此来判断凶吉。这套天人感应理论在西汉时由董仲舒建

立完善，“上天无言，示人以象”[30]，天道与人道相通。[31]道人同样借此

效法自然、沟通仙凡，通过“外观取象”，望气修真。 
《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载：“（尹喜）善天文秘纬，仰观俯

察，莫不洞彻……涉览山水，於雍州终南山盖座县神就乡闻仙里中，结草

为楼，精思至道……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瞻见东方紫气西迈，知有圣人

当过京邑，乃求出为函谷关令，以物色之。”[32]“又按《楼观本起传》云，

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

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问道授经，此大教所由兴也。”[33]尹喜擅长观天

望气之术，“结草为楼”是为“精思至道”，因见“紫气西迈”，乃知圣

人将至，故此宅得名“楼观”，成为宫观所始之地。不难看出，道人最初

建立高台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登高外观、瞻星望气的修炼需要，宫观

场所的建立及“道观”“宫观”的得名从一开始就与道人的实修方式紧密

相关。取象于大物，自大物中得神明之志，此即道人修炼的根要。 
与此同时，于物外求会转化为于身内感，物之大被蕴于身之渺。“道

教炼养家认为, 人身小天地, 天地大人身, 人完全可以借日月交出、寒暑更替
之天符, 窥知人身气血之盈虚, 修炼火候之进退。”[34]道教的身体观指出，

人体内有身神存在，身神分别驻守在人体的脏腑、关节及百骸之中，内观

存想的修炼方法由此而生。如《黄庭内景经》载：“泥丸百节皆有神，发

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

神空闲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伦，齿神齶峰字罗千，一面之神宗泥丸。泥

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同服紫衣飞罗裳，但思一部寿无穷。非

名别住俱脑中，列位坐次向外方，所存在心自相当。”[35]人体各部，上至

泥丸，下至百骸，都各有其功能所主，如“发神”“脑神”“眼神”“鼻

神”“耳神”“舌神”“齿神”等，各有其名和字，人的头部九宫也各有

“真人”或“神”居住，且形象非常之饱满，其大小、方位、服饰与座次

均有体现。道人只要通过具体的内观修炼法门加以专心存想，便可达到寿

命无穷的境界。内观存想首要内观、反视自身各个部位，如陈撄宁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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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讲义》中所说，“盖谓耳不外听，目不外视，口不开言，则此三窍之

神光闭而不用，潜入混沌之渊，返照黄庭之室”。[36]如此收视反听，便可

“返照黄庭”，内观自身各个相应的部位，先以眼看，制眼以收心；[37]又

因各部位“皆有神”，再将内观与存思真神相配合，以达到修炼的效果。 
此外，道教还有一部重要经典——《太上老君内观经》（以下简称

《内观经》）——更是直接以“内观”为名，在这部经书中，修行者对内

观内视之法的运用得到了具体呈现。“太一帝君在头曰泥丸君，总众神

也。照生识神，人之魂也。司命处心，纳生元也。无英居左，制三魂也。

白元居右，拘七魄也。桃孩住脐，深精根也。照诸百节，生百神也。所以

周身，神不空也。元炁入鼻，灌泥丸也。所以神明，形固安也。运动住

止，关其心也。所以谓生，有由然也。予内观之，历历分也。”[38]在道教

的炼养思想中，“人体百骸皆有神”是一个统筹原则，其中，存于人体周

身的各个神明皆有其神职功效。如说，太一帝君位于体内头部位置，名为

“泥丸”，统领体内众神，照生“识神”，即人的魂魄；司命在心脏的位

置，吸收生身元气；左右两旁是无英君和白元君，分别掌管人的三魂七

魄；桃孩在肚脐的位置，是体内精气之根，等等。经说“予内观之，历历

分也”，是在对内观反视之原则进行强调，通过“内观”，修炼者看到人

体各部位的神明，然后配合完整的存思之术，进行自我炼养的修行。在道

教内丹修炼中，观卦亦有其时、其效。其中，十二消息卦为炼丹火候的阴

阳进退提供时间指示。[39]在十二消息卦中，观卦处于消卦第四位，正是由

阴阳平衡转到阴气渐强的关键节点，它对应一年中的秋分时节。经此一

天，昼夜等长，秋分过，阴气渐盛。观卦也对应一日中的酉时时段，酉时

日入西沉，阳气便渐弱于阴。“《观》其权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

枯复荣。荠麦芽蘖，因冒以生。”[40]到此节点，阴符四退，阴气滋养金

丹，形成收敛之势；酉金蓄育胎木，焕发复荣之机。[41]据此，“观”之一

道，无论是作为以修炼者为主体、以外物为客体进行的外观望气，还是修

炼者同为主客体进行的内视反观，都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法门，在道教炼养

理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观物之法与观我之法同求于深

察，而深察即是根本之观。 
事实上，根据观卦取象，高台之上即是初现之天，高台之下则是根据

之地，“观”者既是进行观察的人，也是人进行观察的处所。观者是中

介，也是牢固的凭靠，向上望天，俯下察地，于内观我，根本之观是一种

天、地、人的综合。爻辞以“童观”为起始，以“观其生”为终，个体生

命于是在深刻的自视中符合君子之道。这种生命层次的跃进以稚童之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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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成人之内省，道人知此而以其气炼养周身内外。内观与外观于观者

处相合，最终，“观”成为生命存在的基本样态。 

5 结语 

观卦在根本上是有关生命良序的省思和审视，这种省思和审视造就了个体

生命、审美体验、社会伦理层面的觉醒。观者，看也，以观者、观处成象，观

卦自生为凝视者的构图。道人观物而观我，道教之观涉及道教空间、道教哲学

思想以及道教具体炼养方法等多个方面。作为事件，“观”是意向性的，精神

意志附于所观之物。在一种慧观和德观中，人们得以察见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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