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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可茵老師（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澀論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
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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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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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向榮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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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感應」學說 豐富佛學思想

生活難免煩憂 切忌鑽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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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璀璨的唐代文
壇中，李賀如一顆
獨特而淒美的流
星，以他那被譽為

「詩鬼」的獨特憂鬱風格，劃過歷史的夜
空。如果要為李賀起一個英文名字，或許
可以稱他為「Melancholy Lee」。melan-
choly（憂鬱）這個單詞，源自希臘文的
「melainachol」，本意為「黑膽汁」，引
申為憂鬱或抑鬱，正與他內心的黑暗和苦
悶不謀而合。
李賀，唐朝開國鄭王李亮的八世孫，出
身於一個曾經顯赫卻已家道中落的家族。
他自幼聰慧過人、才華橫溢，七歲便能作
詩，名揚四海。然而，這位天才少年卻飽
受病痛的折磨，年少時便已是白髮蒼蒼。
他的生命，似乎從一開始就被憂鬱和疾病
所籠罩。
十八歲那年，他懷揣着理想離開了家
鄉，渴望在仕途上有所作為，施展自己的
抱負。然而，命運似乎並不眷顧他。在元
和二年（807年），他滿懷希望地前往東都
洛陽參加府試，卻不幸落榜。第二年，他
憑藉「宗孫」的身份，在宗人的引薦下參
加了考試，最終被任命為奉禮郎。然而，
這個小小的九品京官，並不能滿足他的抱
負，反而讓他感到更加的束縛和壓抑。

在奉禮郎的職位上，李賀感到自己如同
一隻被困在籠中的鳥兒，失去了自由。他
渴望飛翔，渴望逃離這個讓他感到窒息的
環境。於是，他辭去官職，離開了長安，
回到家鄉昌谷（今河南省洛陽市）。在那
裏，他與友人結伴遊歷南北，希望能在大
自然中尋找到心靈的慰藉。
然而，他的憂鬱並沒有因此減輕，反而

更加沉重。他體弱多病，經濟拮据，身心
都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最終，在二十七歲
那年，他因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而離
世。

抑鬱陰影不容忽視
李賀的詩歌，如同他的人生一樣，充滿

了奇幻和神秘。他的想像力豐富無比，意
境詭異而華麗。在他的作品中，「死」字
出現了20多次，「老」字更是高達50多
次。這些字眼，如同他內心的陰影一般，
無處不在。他的詩歌風格獨特，與唐朝其
他詩人迥然不同，因此被譽為「詩鬼」。
從李賀的人生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他

有明顯抑鬱症傾向，抑鬱的陰影也籠罩着
他。他的抑鬱症，是環境和個人經歷的影
響。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家道中落的家庭
中，過着捉襟見肘的生活。長大後，他的
仕途也不如意，身體每況愈下。這些因素

共同作用，讓他陷入了深深的憂鬱之中。
在當今社會，抑鬱症已經成為了一個不

容忽視的問題。據香港心理學會的研究指
出，每100個兒童或青少年中，就有2人至
3人會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鬱症。這些孩子，
像李賀一樣，也承受着來自家庭、學校和
社會的壓力。他們或許無法像李賀那樣用
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但他們同樣需要
我們的關注和理解。
當我們讀到李賀的詩歌時，或許會感到

一種逆反的力量。他的詩歌雖然充滿了憂
鬱和黑暗，但也透露出一種對生命的熱愛
和對自由的渴望。
正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

說：「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
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李賀雖
然一生悲愴，但他用自己的詩歌點亮了生
命的黑暗。他的詩歌告訴我們：無論生活
多麽艱難，我們都要有勇氣去面對它、熱
愛它。

世俗煩惱處，要耐得下。世事紛擾處，要閒得

下。胸懷牽纏處，要割得下。境地濃艷處，要淡得

下。意氣忿怒處，要降得下。

（以上語出《格言聯璧．存養類》）

理想與現實，這一組對立矛盾，是古往今來人生哲學家與宗教
家無法避而不談的問題。舉凡崇高的人生哲學或宗教，都不會只
着眼於滾滾紅塵，它們必引領世人尋求超乎塵世的理想境界。
《論語．顏淵》載孔子對顏淵的啟導，「克己復禮為仁」，

顏淵聽後有疑問，請孔子進一步解釋，孔子說：「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段話言似淺而意實深。視、聽，是外間事物引起內心注意
而產生的；言、動，是內心動念而見諸言行的。所謂「克
己」，其實是「修心」，修養自己的心。「禮」，雖然也是見
諸外的，但當把它用作修養內心的工具時，它可以引導人們提
升至「仁」的精神境界。
孟子也提倡「不動心」的工夫。《孟子．滕文公下》有言：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不論外界的條件如何變化，利誘也好，威逼也好，大丈夫一概

不動於心，均能自作內心的主宰，不會盲從別人，不會迷失自
我。

看破、放下、自在
道家同樣追求超拔的精神境界。《道德經》有言：「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告訴我們不要
競逐食色名利，反而應當虛靜無為，這樣才能達到內心的平
靜；而莊子所嚮往的「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理
念，正是內心不依於外物的精神自由。
談到煩惱的處理，我們不得不提的是佛家思想。佛家指世上

有八萬四千種煩惱（「八萬四千」喻其多，非實數），但歸結
起來，其成因大抵不出「三毒」：貪（貪婪）、嗔（嗔怒）、
癡（愚癡）；而引文中的「紛擾」、「牽纏」、「濃艷」、
「忿怒」，無不包括在內。佛門處理煩惱的要訣是：「看破、
放下、自在。」
當然，人生在世，煩惱是無法盡除的。同學若遇到自己不懂

得如何處理的煩惱，不妨找同儕傾訴，或尋求家長、老師、社
工的指引和協助，切忌自己鑽牛角尖，愈想愈錯。

當我在鍵盤上敲下這些文字時，社群媒體上正被一股名為
「追光」的浪潮席捲。從澳洲的草原到日本的山巔，從荷蘭
的運河到英國的古老城堡，人們紛紛分享着追逐極光的經
歷，或是那紫紅色的夜空照片。而在中國，雖然極光的出現

並不如高緯度地區那般頻繁，但歷史上的記載卻為我們揭示了一
個有趣的秘密——原來，在中國中部也曾出現過極光的身影。

周朝時已有極光紀錄
關於極光的記載，在世界各地都不乏其例。但有趣的是，中國
對極光的記錄堪稱世界之最。在2022年，加拿大及日本的研究員
在《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上發表了一篇研究，指出早在
公元前300年的戰國時期，中國魏國的史書《竹書紀年》中就有
關於極光的記載。書中提到：「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
這句話意味着，在周昭王統治的時期，中原地區曾出現過五色光
芒貫穿星空的景象。而這，便是我們最早的極光記錄。
在古代，人們對極光的看法充滿了神秘與敬畏。由於科技水平
的限制，人們無法用現代科學原理來解釋這種奇妙的天文現象，
因此往往將其視為神靈的顯現或徵兆。每當極光在夜空中舞動，
人們便會聚集在一起，仰望蒼穹，心中充滿了敬畏與好奇。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古人對極光的敬畏與神秘感，其實反映

了他們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與好奇。面對極光這種壯麗而神秘的自
然現象，人們往往會感到自身的渺小與無力，從而產生敬畏之
情。同時，極光的美麗與神秘也激發了人們的好奇心和探索慾
望，促使他們不斷追尋與解讀這一現象的奧秘。

極光：不確定的魅力
在心理學中有一個名為環境心理學的新興分支，是研究人與環
境互動關係的學科，它探討了環境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影響，以
及人如何感知、評價和回應環境。在理解極光對人的心理影響
時，環境心理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首先，極光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其出現並沒有對人們帶來傷
害。相反，它以其獨特的美麗和神秘吸引了人們的目光。在環境
心理學中，這種無害的自然現象往往能夠激發人們的正面情感，
如敬畏、欣賞和喜愛等。
其次，光一般被認為是溫暖和安全的象徵。而極光作為一種特
殊的光現象，其色彩斑斕、氣勢磅礴的特點更是增强了人們對它
的喜愛和敬畏之情。在環境心理學中，這種視覺上的美感往往能
夠引發人們的積極情緒，如愉悅、平靜和滿足等。

最後，極光的不確定性也是其魅力所在。由於極光的出現受到多種因素
的影響，如太陽活動、地球磁場等，因此其出現的時間和地點都具有很大
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使得人們對極光充滿了期待和想像，從而增强
了其對人們心理的吸引力。
綜上所述，從古代到現代，人們對極光的看法雖然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

程，但其核心卻始終未變——那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敬畏與好奇以及對美麗
與神秘的追求。而當我們用現代的環境心理學來解讀這一現象時，會發現
其中蘊含着深刻的智慧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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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發生天災異變，鳥獸動物總能預先感應，
提早逃生。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何以卻沒有這
種感應能力呢？其實，每個人都有靈感，只是強
弱不同。古人篤信天理，主張天人合一，靈感較

強；今人盲從科技，以為人可勝天，靈感自弱。
中國古代有兩大經典尤深於感應之道，一是《易經》，二是

大乘佛經，多讀可以提升靈感，知所報應，趨吉避凶。《世說
新語．文學》有一則短文，正可窺見《易》、佛對感應思想的交
流，其文曰：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

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

遠公笑而不答。

譯文
荊州刺史殷仲堪問慧遠法師：「《周易》以什麼為本體？」

慧遠答：「《周易》以感應為本體。」殷又問：「銅山在西邊
崩塌，靈鐘在東方相應，這就是《周易》嗎？」慧遠笑而不
答。
註釋
（1）殷荊州：殷仲堪，東晉末年重要官員，官至都督荊、益、

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事跡詳參《晉書．殷仲
堪傳》。

（2）遠公：俗姓賈，雁門樓煩縣（今山西代縣）人，東晉高
僧，中觀般若學大師。
（3）體：本體，根本。中國古代哲學稱事物的本質謂之體，物

的功能謂之用。
（4）感：感應。《說文》：「感，動人心也。」
文中提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一事，乃漢武帝時的典

故，據說當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東方朔以《周易》「陰
陽氣類」之象數與感應原理，預測山將崩毀，故鐘先鳴。三日
後，果有山崩綿延二十餘里。
殷仲堪據此為例，追問慧遠法師天災感應是否《周易》本

體，其語氣「便是《易》耶？」聽來似有戲謔之感。惟《晉書
．殷仲堪傳》載：「仲堪能清言，善屬文，……其談理與韓康
伯齊名，士咸愛慕之」韓康伯乃傳本《易傳》註家，精於
《易》學，殷仲堪既與之齊名，本身固然應善《易》理。又

《高僧傳》卷六云：「殷仲堪至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
澗論《易》體，移景不勌。見而嘆曰：『識信深明，實難為
庶。』」可見殷仲堪由衷敬佩慧遠精深的《易》學見解，並無
不敬。
對於殷仲堪的追問，慧遠法師「笑而不答」，究竟其意如

何？耐人尋味。《周易．繫辭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慧遠法師之「笑而不答」，不但暗合佛陀「拈花微笑」
之妙旨而充滿禪趣，同時包含《周易》陰陽相感的人生道理，
體現《易》、佛互通的天地大智慧，妙不可言。

感應之理 處處適用
有學者認為，《世說新語》此則記錄揭示了《易》、佛思想

的交流，讓中華傳統文化在佛教的「洗禮」下開始關注到
「感」的文化。
其實，誠如《繫辭傳》所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周
易》六十四卦皆以爻象喻示陰陽二氣相應之理，無一不體現
「感應」的精神。如《彖傳》釋《咸》卦曰：「咸，感也。柔
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又如《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此概即佛家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應說。
又《繫辭傳》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相關例
子，不勝枚舉，《周易》所言感應之理，放諸萬事萬物，無一
不通。故程頤曰：「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
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朱熹
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莊
子．天下》概括《周易》之性質曰：「《易》以道陰陽。」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進一步謂：「《易》道廣大，無所不
包。」堪為確論。
因此，與其說慧遠法師「《易》以感為體」之論，反映了中

華傳統文化在佛教「洗禮」下開始關注「感」的文化，倒不如
說《易經》「無所不包」的陰陽感應變化之道，啟發與豐富了
佛教的思想，為後來的佛學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攝影愛好者在極光下留影。 資料圖片

劉國輝老師（學研社成員，在大專任教心理學十多年，愛用微觀角
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作準備。）

◆范曾畫李賀小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