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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漫谈  (四)“五行”杂谈  

章天亮  

【正见网】在北京的中山公园有一个社稷坛，坛中之土，五色分明。东方为青土，南方为
红土，西方为白土，北方为黑土，中央为黄土。如果以中原地区作为中心的话，五色土的
颜色以及采集和排列方位真实不虚地反映出了中国五行学说的正确性。李洪志先生在《转
法轮》一书中也提到“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了我们宇宙中万事万物，⋯⋯”
（见《转法轮》第二讲）。我个人理解，这里的宇宙指的是一个小范围的宇宙。 

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五种相生关系：金生水，水生木，木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和五种相克关系：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有
人举例说因为木材可以生火，所以是木生火；水可以灭火，所以是水克火，其实这仅仅是
这些因素在这个空间的一种表现。实质上，这种生克关系是不能这样表面理解的。五行中
所说的“金木水火土”并非我们这个空间中的“金木水火土”，就象释迦牟尼佛证悟的
“地水火风”这“四大”并非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空间中的“地水火风”一样。 

不同的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金木水火土”。举个《封神演义》中的例子。姜子牙在朝歌
开算命馆时擒住了玉石琵琶精，一开始姜子牙用人间的干柴烈火焚烧妖精，但是妖精却毫
发无伤。后来，姜子牙做起法术，喷出三昧真火，妖精才现出了原形。也就是说，人间的
火和三昧真火并不是一种火。 

任何生命和物质都有它的构成基础，西方的科学也在试图探讨这个问题，只不过它的研究
方法误入歧途了。中国古代“⋯⋯是针对人体生命、宇宙直接研究。”（《转法轮 卷
二》）因此对于生命和物质起源的认识要比西方深刻得多。最早提出五行学说的人已经湮
灭不可考，但是在春秋以前，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五行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基础。注意，这
里边的万事万物不仅仅包涵我们用眼睛所能看到的具体物质，象钢铁、泥土、花草树木乃
至动物和人，还包括抽象的时辰、季节、方位、声音、颜色乃至伦理等等，因此这一切就
和五行有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 

举例来说，从空间上来讲，五个方位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是东方属木、色青；西方属金、色
白；南方属火、色红；北方属水、色黑；中央属土、色黄。从时间上来讲，春天属木，夏
天属火，秋天属金，冬天属水，每个季节轮换之间各有 18 天属土。这种对应是有道理
的，比如春天属木，所以草木繁盛，风向也偏东(五行中“木”的方位)；夏天属火，所以
炎热，风向偏南；秋天属金，风向偏西，因为金克木，所以草木凋零；冬天属水，风向偏
北，因为水克火，所以就寒冷， 

如果把时间从一年压缩为一天，时辰也对应着五行。中国古代计时是一天 12 个时辰(每个
时辰两个小时)，对应着 12 个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其中子时为夜里
11 点到凌晨 1点，丑时为凌晨 1点到 3点等等，依此类推。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词汇还留
有古时候计时的痕迹，比如点卯，是因为古代是卯时上朝。中午的“午”就是“午时”的
意思。按照五行对应关系， “寅卯”属木，正是旭日“东”升的时候；“巳午”属火，
太阳在正“南”方，也是中午最热的时候；“申酉”属金，正是日薄“西”山的时候；
“亥子”属水，正是漫漫长夜时分。“辰未戌丑”这四个时辰属土。与地支一样，十位天
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各有五行属性，其中“甲乙”属木，“丙丁”属火，
“戊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古时候在计算时间上不用公元纪年。无论
是年、月、日还是时辰，都是用天干地支相配来表示，比如甲子年、丙辰月、戊戌日、辛
亥时，所谓的生辰八字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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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伦理、音乐，乃至人体无不对应五行。典型的例子象孔子讲的五常，即“仁、义、
礼、智、信”，其中仁属木，取其生发之意；义属金，取其刚断；礼属水，取其谦下；智
属火，取其明达；信属土，取其厚重。音乐中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其中
“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人有五脏，即“心、
肺、肝、脾、肾”，其中“脾”属土、“肺”属金、“肝”属木、“心”属火、“肾”属
水。每一种对应关系背后的道理都可以写一本书，这里限于篇幅仅仅举了几个例子。 

这种对应关系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同小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物质与生命的基
础。打个比方，人人都知道树木可以造纸，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仔细想来，这里
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人必须首先认识到树木和纸张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即
纤维。第二、人掌握的能量可以把树木归还成纤维，再按照纸张中纤维的排列方式组合成
纸。这样看来，点铁成金在人看来是玄而又玄的神通，可是在掌握了更高级能量的生命来
看就是小事一件，因为铁与黄金都属于五行中的“金”，他用能量把铁归还成五行中的
“金”，然后再重新按照黄金的排列方式组合一下就把铁变成黄金了 

同时，因为万事万物都跟五行对应，那么它们之间也就有了相互联系，对于这种联系的认
识可以使人从宏观上、从整体上把握生命和宇宙。以前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报道：澳大利亚
有关当局对少数人在火车站随意涂抹、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非常头疼，每年铁路局都要花
一大笔钱去修复被损坏的设施。后来有人提议说可以在火车站播放古典音乐。结果发现破
坏公物的行为真的因此而大大减少了。 

这个事情如果用西方的混沌学来解释可能会建立一大堆数学模型，经过大型计算机的海量
计算还不一定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用五行来讲就很简单，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
迁就在《史记》的“乐书”中说，“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在这里明确
说明了音乐和人体结构，乃至与人的行为操守的联系（五音中“商”属金、五脏中“肺”
属金、五常中“义”属金）。如果按五行角度来看，音乐可以影响人的行为毫不足奇。 

站在五行的角度上去看中国古代的文化，你会体会到“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各门学
科之间一脉相承，一理相通。中国古代有许多人都是全才，象《三国演义》中提到的诸葛
亮不仅仅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他对于天文，地理，阵图，气象，音乐，
法律，机械，安邦治国，甚至奇门遁甲等等无所不通。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是因为
他能认清更高的理，正所谓“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感叹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
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
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读这段话时，我觉得其实这是五行给人间带来的另一个重
要表现，即“相生相克”。“正因为有了相生相克的理存在，人们想做成什么事才会有困
难，⋯⋯”（《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之“佛性与魔性”）。历史安排他们要做什么事
情，给人留下什么东西，那么按照相生相克的理，他们也必须为此而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
痛苦。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神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放射的智慧光芒远非人类这一层
所应该了解和具有，虽然如此，五行也绝非对宇宙和生命的最高认识，太极比五行要高出
许多。而与宇宙的最高大法－－法轮大法相比，太极又只能算做小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