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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四经》《黄帝内经》皆属于早期道教黄老学派存世不多的著作，又皆以道为共同规则。“黄

帝”共同语境下，具备生态美学的探讨价值: 如同一只无形之手，道是黄帝生态美学理论基石的核心; 循道为

德，善在某种意义上以审美体验为基础; 道生法，揭示了黄帝生态美学的无私立场; 道之天、地、人三才维度，拓

展了生态美学的疆域。在审美实践中，黄帝注重度的把握，强调和谐共生，提示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人类的精

神世界。黄帝贴近生活、体验式的生态美学，将审美活动从直觉体验拓展至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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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Origin and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Value of
“Huang Di Si Jing”and“Huang Di Ne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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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ang Di Si Jing”and“Huang Di Nei Jing”are the works of the early Taoist Huang
Lao School，and few of them exist in the world． They take“Tao”as a common rule，under the com-
mon context of“Huang Di”，they hav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Like an invisible hand，Tao
is the core of the cornerstone of Huang Di’s ecological aesthetic theory: Virtue is adhering to“Tao”，
goodness is based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a sense，“Tao”produces methods，which reveals the
selfless position of Huang D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Tao’s three dimensions: heaven，earth and peo-
ple expand the territory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aesthetic practice，Huang Di pays attention to ade-
quacy，emphasizes harmonic intergrowth，and suggests that the meaning of our life lie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mankind． Close to life Huang D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the experiential ecological aes-
thetics，and expands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from the intuitive experience to rational think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 Huang Lao School; Huang Di Si Jing; Huang Di Nei Jing

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美学已成新的显学。作为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1］( P453) 它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尚需在学者的努力下逐步完善，尤其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持。道教思想是中华文
化之根。［2］( P18) 国内生态美学研究中，已经涉及道教文本的探讨，但关于黄老文本的挖掘尚有不足，尤其
是黄帝相关文本，不仅传世稀少，对其丰富生态美学理论的整理也是空白。

一、“黄帝”作为一个语境

根据史书记载，《后汉书·楚王英传》:“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
祀。”再如《后汉书·襄楷传》:“又闻中宫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可以看出，战国至西汉的道教，尽管并未被冠以今天“道教”称谓，但已具信仰，有修炼之法，有广
大信徒，且帝王带头参与其事，宗教的条件已经具备。其中，齐国田氏视黄帝为祖先，齐威王称王前铸
《陈侯因·上次下月·敦》:“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因此稷下
学者把自己学说冠以“黄帝”之名，愈发受到社会推崇。再后来，凭借稷下学宫的学术支持，黄老学说结
合方术，而成黄老道，并得到广泛流传。［3］( P31) 詹剑峰说:“老子之学变质而为宗教，是和老子与黄老之名
常联结在一起有相当关系。”［4］( P89)

然而，纵然《汉书》罗列了颇多以黄帝冠名的书目，在此之前的黄老之学，传世著作却非常之少。尤
其是老子的思想众所周知，而黄帝的思想却因为著作缺乏而难以提炼整理。所幸，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经法》等四篇被合称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被认为是研究黄老道家的重要文献，［5］并
推测其当为《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四经》。

考虑到从单单《黄帝四经》一本书，所能窥得的黄帝思想还是较为单薄。笔者遂将视野转向另一本
社会科学家较少关注的古籍《黄帝内经》。尽管《黄帝内经》自古以来被奉为医家典籍，但其与道家关系
实际上也甚为密切。比如书中岐伯黄帝二人，在道家乃至道教经典也屡屡见到。其中岐伯被称作“天
师”。1973 年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写于竹简《十问》: “黄帝问于天师曰: 万物何以得而行? 草木何
以得而长? 日月何以得而明? 天师曰……”《庄子·徐无鬼》:“小童曰: 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
哉? 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皆以“天师”指代岐伯。而在《黄帝内经》，
“天师”凡两见，皆指岐伯。《素问·上古天真论》:“乃问于天师曰: 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
作不衰; 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素问 五运行大论》:“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
观八极，考建五常，请天师而问之曰:……其故何也? 岐伯曰: 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阴阳也。”道家经典也
与《黄帝内经》颇有渊源。比如《路史·神农命僦贷季注》:“天师岐伯对黄帝云: 我于僦贷季理色脉，已
二世矣。”此文之“僦贷季”在《素问·移精变气论》指为传于上古的理论:“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
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
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不仅如此，《素问·上古天真论》还明确提及了“道者”，说明书成之时已经有
道士，并且道士擅长养生，为普通民众树立了楷模: “帝曰: 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 岐伯曰: 夫道
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同篇甚至阐述了道家对于生命的终极梦想:“余闻上古有真人
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再结合
全书，《黄帝内经》大量篇幅论及道，提到了法天则地的生态思想，提到了阴阳，并且甚至有时会提到天
子、治国。这些都不可否认，是带了黄老的烙印。从这部书中，应该可以为《黄帝四经》中的黄帝思想找
到更多的佐证和细节。

诚然，正如《淮南子·修务》所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
能入说。”凡冠名“黄帝”之书，当为托名之作不假，但是其所承当与黄老道家有关。从成书时间看，《黄
帝四经》当最迟为战国中期的著作，早于《管子》。［6］( P41)《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末年，其主体部分很多
篇章甚至成于战国，后世王冰所加入的“七篇大论”最晚也是六朝遗作。可见，作为黄老文本，此二者成
书时间还是较为相近的。细查之下，两书又都以生态之“道”作为审美准绳。因此，在“黄帝”的共同语
境下，我们不妨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探讨一下其所涵思想。

二、“黄帝”的生态美学

传统美学家认为，凡是能引起愉快经验的，都能称之为美。［7］( P1) 一般说来，美感的经验，是直觉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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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而不是逻辑的经验。美在物本身，也在人的心里，是心物的合一，［7］( P2) 是心中所觉到的恰到好处的

快感。［7］( P1) 譬如美在先民眼中首先是观感的愉悦。在甲骨文中“美”字是象形兼会意字“下从人”，“上

半部分有羊形头饰之状”表示形貌好看。后来《说文解字》为: “美，甘也。从羊从大”，［8］( P492) 虽然字意

有所引申，但仍旧没有离开直觉感官的范畴。
在《黄帝内经》“美”字共出现 25 次，皆指身体的外观好看。而外观的好看，在医生眼中却是体内健

康状况的外在反映。因此，这些外在的身体之美，本身就是根据司外揣内的原则，将美在本义的基础上

拓深至生态之美的重要符号。［9］( P11) 实现身体美的重要途径，便是合于道。而《黄帝四经》的“美”较为抽

象，将美丑视为一对阴阳，美阳而丑阴。《十大经·前道》指出达到美的方法亦是合于道，“循之而有
常”，使事物向美的方向转化，这是古代圣贤循道之法:“古之贤者，道是之行。”

( 一) 围绕“道”成就的生态美学理论基石
1． 道: 无形之手

道来自虚无。《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
天下母。”而《道原》袭承了这一思想:“鸟得而蜚( 飞) ，鱼得而流( 游) ，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
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 形) 。”《经法·名理》认为无形之道是世间万物

变化莫测的本源:“道者，神明之原也。”《经法·论》则提出道蕴含了规律:“理之所在谓之道。”总之，道
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素问·宝命全形论》因此说，道总领天地万象，客观存在，与鬼神无关:“若夫
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称》又明确指出，此无形之道以阴阳为体现:“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到了《黄帝内经》，道之体现

亦为阴阳五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而成篇较晚的《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行与阴阳已经并称，视为天地之道的体现: “夫五
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因此体道以阴
阳循道从阴阳。《素问·上古天真论》就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是说“上古”懂得养生道

理的人，会采取法于阴阳来保健自身，从而实现延缓衰老、益寿延年的目的。
陈望衡在《自然至美》一文指出，生态的调节似乎有一种意志在支配着，这种意志不是人的意志，也

不是神的意志，它似乎是盲目的，却有一种客观必然性的存在，我们可以叫它生态意志。［10］( P124) 生态意

志不可违背，只能遵循。《经法·道法》:“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故唯执( 道) 者能上
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富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悎( 浩) 弥无刑( 形) ，

然后可以为天下正。”黄帝的“道”，也是老子的道，它显然就是与生态意志类似的存在。如一只看不见

的手，道操控着一切，不可违背。《经法·四度》也说，顺应道，便会得到天的肯定: “内外皆顺，命曰天
当。”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作为道之表现，四季变化是阴阳的表征，不可违背:“夫四时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

本，坏其真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2． 因美而善: 循道为德

循道而行，在黄帝的语境里有一个专门的称谓: 德。德字，在甲骨文写作“”、“ ”。［11］( P264) 眼上加
“”，则为“直”，表示循正道直行的意思。“ ”是画的十字路口，本身就有行走的意思。“ ”，在十字路

口有一只眼睛，表示留神看着，沿着直线走才不会走岔，才能确保一直向前。而甲骨文 ，本意是道路

或都邑，今作偏旁“彳”。 旁有留神的眼睛，同样表示了循道而行。《说文·彳部》段注:“今俗谓用力

徙前曰德，古语也。”［12］( P72) 遵循道之轨迹，便为德。《黄帝内经》中的“德”首先是循道之德，被称作“道

德”，见《素问·汤液醪醴论》:“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顺应天道，为积德。《十大经·雌雄节》: “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乡

( 向)。”《素问·五常政大论》也说，当气候反常，不符合阴阳二气的客观规律时，为“不务其德”，属于过

失，会伤害身体:“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相反，符合
规律、和谐于各种关系的生命因为“道德”达标而有福:“德者福之，过者伐之。”( 《素问·气交变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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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曾断言，“只有当真实的世界是美的时候，它才是善的”。［13］( P345) 这就是说，在当代生态美学
范畴，伦理的善一定意义上要依赖于美学。观《黄帝内经》全文，“善”字以感叹“美好”之义出现频繁。
黄帝的德，便是成就美的必要条件，德者有福而美，故曰善。可以说善的经验标准在这里是美学上的。

3． 立场无私: 道生法

虚无的“道”逐渐与实践结合，从而向社会倾斜，是黄老学派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也是黄老道家的一
大特点。［6］( P6)《黄帝四经》比之《老子》，更关注人类社会。所以在其第一篇《经法·道法》里直接说:“道
生法。”
《素问·六节藏象论》指出，“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帝曰: 非常

而变奈何? 岐伯曰: 变至则病，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因而重感于邪，则死矣”。天道无常，则不利于
生长，所以对生命体来说绝不是个好现象。而对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一个恒定的规则确保社会机制的运
行，也是有违天道的。《十大经·三禁》:“行非恒者，天禁之”，行事没有一定的准则，为天道所禁止。所
以需要立法，通过规则来保证人与天道步调一致。法，在这里就是人为规定的一种“恒常”。

天道无私，而法来自人类无私之心。《十大经·立命》:“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 位)

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法的执行也是同理，需要保持“虚静”，多方面征求意见，从而保持公正。《经法
·名理》:“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乃得名理之诚。”若要个体有一
个美的生境，规则执行者必须无私、谦卑而不善变。生态美学的立场也正是在这里。当代生态美学探讨
中，人们也会纠结于立场问题。究竟要不要去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个一直有争议的话题。而黄帝告诉我
们，无私，应该是人类为存在而必须做到的立场。这是个相当富有张力的答案，但是深究之下并不矛盾。
没有地球，何谈人类? 所以正如法照顾社会的前进而无偏私一样，生态美学的立场仍旧是人类中心主义
的，只不过它立足于人类群体，而非个体罢了。

4． 疆域拓展: 体道于三

黄帝的世界里，道在天、地、人三才维度，为人类划出广袤的审美范畴。《十大经·立命》:“吾受命
于天，定立( 位) 于地，成名于人。”《经法·四度》还提出了天稽、地稽、人稽的说法，以概括符合天地人三
才之理的行为。正所谓“天道不远”( 《经法·四度》) ，天道通过阴阳五行体现出来，而天、地、人三才在
天道面前非但无法彼此孤立，还在天道的运行中彼此密切联系，使得每个维度里的道都相类、同律，并且
互相影响。比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说，“清阳为天”，天高高在上;“浊阴为地”，地沉凝于下。然
而它们之间必然会发生联系，“地气上为云”，飞升天际;“天气下为雨”，天之云气化雨，回归大地。天地
又生人。所以《灵枢·本神》讲:“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天之阳光雨
露，地之花草作物，无不彼此影响，并且通过这种交互影响着生命体。《十大经·果童》说得更加明确:
“夫民卬( 仰) 天而生，侍( 待) 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人类身体作为一个小的世界，从来都不曾
孤悬于世界之外。而且每时每刻，身体内部的气都在运动不息，上行下行，内行外行，势必联系周身，并
与外界发生交流。没有这些交流，生命便将不复存在。《素问·六微旨大论》于是说: “故非出入，则无
以生长壮老已; 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天元纪大论》引鬼臾区
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
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宇宙星辰的宏远变化，会通过季节的阴阳交替传递
到每个生命切近之处，从而影响个体气机变化。

不仅如此，道还会通过天地大环境，影响到人的精神、思想，从而实现天与人的互动。人类是感性的
动物。《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告诉我们，春天万物生长，人要也走到自然中去，通过感知生机勃勃的环
境，调节精神状态，“牧志于野，”［9］( P15) 则精神好了，脏气调和，身体强壮无病。《灵枢·本神》又说:“所
以任物者谓之心; 心有所忆谓之意; 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而存变谓之思; 因思而远慕谓之虑; 因虑而处
物谓之智。”在心气充盈的前提下，外界环境对人的刺激，通过心神感知传入大脑，并且逐渐形成逻辑思
维，最终形成处理外环境的思想。当人有了思想，自然会在个人思想的基础上去改变世界。所以，人类
的社会，人类的生活，怎么可能脱离天地? 自古贤者都会在三才维度下考虑人类的存在与未来。《灵枢
·逆顺肥瘦》:“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
可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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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学家指出，充溢于天地的宇宙之“气”正是中国美学模式的理论基础。［14］( P195) 在黄帝视野里，

天、地、人之间之所以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是由于气。有了无所不在、同类相感的气，黄帝的审美世界超
越画框而广大无边。以身体为媒介，我们的五脏与五色、五音、五季( 四季加长夏) 、五嗅、五味、五方、五
候、五气、五 星 等 代 表 的 世 界 相 联 系，于 是 我 们 的 感 官，我 们 的 思 想，时 刻 能 够 进 行 一 场 美 学 之
旅。［9］( P13 － 14)

( 二) 平和为美: 黄帝的生态审美实践

美是 一 经 验 缘 现 中 诸 因 素 的 互 适。［13］( P324) 或 者 可 以 说，美 是 各 种 关 系 所 呈 现 出 的 理 想 结
构。［15］( P59 － 70) 感悟各种因素、各种关系之间的动态平衡，便是黄帝生态审美的重要实践内容。《经法·
道法》因此说:“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1． 度之不过

为了考量平衡，《黄帝四经》提出了“度”的概念。《经法·名理》:“神明者，处于度之内而见于度之
外者也”，“处于度之内者，静而不可移也; 见于度之外者，动而不可化也”。《称》也说:“取予当，立为□
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如果超出度外，则谓“过”。

过则刑之。比如《经法·国次》:“过极失当，天将降央( 殃)。”《十大经·行守》:“天亚( 恶) 高，地亚
( 恶) 广，人亚( 恶) 荷( 苛) 。高而不已，天阙土( 之) 。广而不已，地将绝之。苛而不已，人将杀之。”《黄
帝内经》也多次论述了类似的审美趋向。比如过于偏食五味中的一种，时间久了就会引起一脏之气过
亢从而导致身体内脏气失衡，“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 从而不美。再如《素问·
宣明五气篇》提出“五劳”的概念: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
伤。”《素问·经脉别论》明确总结:“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

节俭为美。黄帝希望人类谦卑地活着，而不是骄恣放纵，欲壑难填。《称》批评奢侈浪费之行，提出
节制贪欲的审美意趣。广修宫室，穷奢极欲，为上天所不容: “宫室过度，上帝所亚( 恶) ，为者弗居，唯
( 虽) 居必路。”为了人类私欲大肆破环生态环境，也是不可以的: “疾役可发泽，禁也。草苁可浅林，禁
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倡简朴的美德:“美其服，任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2． 和谐共生

怀特海说:“不协和———它本身是毁灭性的和恶的。”［16］( P309) 黄帝提倡人类妥善处理多方面关系，实
现多赢共生。

和者，不偏。《道原》:“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也
说:“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不偏食，则
五味调和，身体康泰，生命之美得以实现。

和者，不孤。《十大经·行守》:“直木伐，直人杀。”太直的木材很容易被一眼相中而被砍伐。太过
耿直的人必然不能妥善处理社会关系，遭人嫉恨易被杀戮。

和者，应时。黄帝的平衡之美是动态而非静止的。应时共生，是黄帝推崇的理想境界。《黄帝四
经》多次强调要注意把握时代的旋律。《十大经·兵容》:“因天时，与之皆断”，若失去时机，则“反受其
乱”，是为不美。《称》也说:“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极未至，隐于德”。而《黄帝内经》为人类树立了
和四时的榜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了与万物浮沉的应时原则:“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

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
之道也”;“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
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
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 “冬三
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

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然界如是，人亦当应之。
如此，方能“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不和此律，“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也”。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和谐，也是一种不得已选择。《黄帝四经》对老子“上善若水”( 《道德经》
第八章》) 的观念进行了明确阐发，告诉我们人类对水德的推崇是时代局限所致，而非绝对真理。之所
以人类需要雌节以应，是因为现在的我们在天地大道面前本来就太过柔弱了。弱者属阴，以柔静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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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求存。《称》:“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
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所以人类需要应和自然，而非以狂妄之姿让天地迎合我们。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从正反两个角度论述了和天道的重要性:“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
槁不荣，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唯圣人从之，故无奇病，万物不
失，生气不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黄帝”语境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贴近生活的、体验式的生态之美。《黄帝四经》把
生态之美的模型运用到社会构建上，而《黄帝内经》则更进一步把生态之美的实践引入到实在的身体。
如此不同的两个领域，却以道为共同准则。因此《灵枢·外揣》借岐伯之口强调说，治国治身，其理一
也:“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 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歧伯曰: 夫治国者，夫惟
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以道为则，为圣王、为天子，为人类谋取未来，应是黄老学派
中“黄帝”一贯的理念。如前所云，黄帝的立场是在人类整体上的，对人类的珍视贯穿始终。《素问·宝
命全形论》强调，人类是最为宝贵的存在:“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而黄帝的生态之美，也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 人类需要追求的是怎样
一种存在?

众所周知，人皆向死而生。在有限的生命中，节衣缩食返朴归真，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吗? 黄帝却告
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
化。”道理虽然一直都在，却皆在体验和认识中显露。因为人类有思考，天地之理才能成为理。《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还说，“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人类在思考认识道的过程中，体会到天道的不可捉
摸，那是它内在的“神”。而当人类感受到了道，道才在我们的心中和眼中有了万般体现，这种求索的过
程让人具备智慧，也让美的领域再度扩展，从感性体验拓至理性思考。而天地大美，就此绚烂了我们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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