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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医药学思想，例如伊尹使用汤药的记载就是一例。  

在下层百姓从日常生产和生活行为中总结出各种具体科学思想的同时，因科技水平低

下导致的宗教迷信思想仍十分盛行。殷商统治者已将人们心目中的神秘力量秩序化，出现

了地方神和最高神的划分，帝的地位最高，天地四方神各管一方，有完整的空间秩序观念，

由此产生等级极为森严的神谱和祭祀权力，把与上天主宰者的关系逐渐集中到王一人身上，

但同时又实施具有明显母权制度残余的“殷道亲亲”制度。在王的周围形成了一批既把握祭祀

大权，又有知识与技术，并代行王权，以思想为职业的巫觋和史官，他们把握外部世界的

星占历算之学、整顿人间秩序的祭祀仪轨之学。奴隶主贵族十分重视农作物种植和收成，

经常举行农业宗教仪式，卜问农业生产收成，占卜疾病能否治愈，巫在疾病治愈中扮演十

分重要的角色。据记载，当时的十巫除了主持便于人和神沟通，以祈疾病痊愈的占卜和祭

祀祝祷活动外，他们还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用药物治病，可见“当时的医和巫、治疗与迷

信活动、科学与反科学经常混合在一起，不可分开的”。且在祭祀过程中将祭祀程序秩序化，

将祖灵崇拜与王权结合产生的观念秩序化，重视对祖先和子嗣的关注，墓葬、宗庙、祠堂、

祭祀成为肯定和强化生命意义的庄严场合，且通过对群组以降身、献腥、馈食、祝册等程

序进行翌、脅、彡等三类五种祭祀活动（既祭祀先公先王等直系男性祖先，又祭祀先妣以

及先公先王的诸兄弟）的方式形成一种家族、社会、天下为一体的家国同治宗法制度，使

之成为“后世宗教性礼仪的源头，也是区分血缘等级秩序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方法”。  

商朝思想体系的最高思辨水平集中表现在《坤乾》和《洪范》这两本哲学著作中，它

们具有非常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坤乾》乃孔子得之于宋，是其观殷道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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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书籍，据《礼记·礼运》记载“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该

书既是哲学著作，又是卜筮之书，是后来《周易》的重要来源，这以孔疏引熊氏之语“《殷易》

以《坤》为首，故先坤后乾”和贾疏“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和黄以周所言“《归藏》首《坤》，

即《说卦传》坤以藏之之义”为证。由此看来《坤乾》就是《归藏》，是《周易》的直接理论

来源。故不难发现《坤乾》是一部极具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因书中已初步提出了寰道、

阴阳观念、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物极必反等辩证思想。《坤乾》首言坤，这是我国母系

氏族中母权社会的遗风，说明当时社会氏族制度依然存在，与当时殷王提倡“殷道亲亲”的家

族、社会、天下为一体的家国同治宗法制度一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理念。  

与《坤乾》性质相同的哲学著作《洪范》，不仅思辨性理论水平较高，而且极具可操作

性，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整体性思维的典型代表。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

视为整体，在初步分析、分类和综合基础上进行抽象与概括，阐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

书中记载了殷商旧臣箕子应对周武王访问所阐述的“九畴”思想：（1）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

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简单认为世界由五种简单的物质元素构

成，同时，又简述它们的性质，并将它们的性质和功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具有朴素唯物

主义辩证法思想。（2）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

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晰，聪作谋，睿作圣。”此五事仅就人的思

维而论，对人的思维的基本要求做出一个基本规定，我国后来几千年的思想史中，人们的

思维就局限在这几个字中。（3）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 15 - 

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它专言社会所应关注农用之事，社会和国家治理如是而行。（4）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简论时间变化之理，要求人之行为

与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5）皇极：阐明王道，即树立皇极威信，建立遴选官员

和赏罚之基本原则和标准：“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做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

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天子作民父母，

以为天下王。”（6）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

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规定和解释了为人之基本品德。      （7）稽疑：“择建立卜筮

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

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

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

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

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这是我国古代运用算筹决策的

语言痕迹，介绍将龟甲、菁草等占卜信息与卿士、众民和占卜者的意见相结合做出相应判

断和决定的方法。（8）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

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晢，时

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

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

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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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

则以风雨。”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关注农业生产的语言文字体现，就是通过雨、晴、暖、寒、

风等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既是我国传统天象学、气象学和物候学经验的总结，也

为我国后来的气象学和物候学奠定了基础。（9）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终命。”（10）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

曰弱。”实际上第九和第十是紧密相关的，它们是从正反两方面的角度劝导人们弃恶从善，故

而合称为一筹。第九通过寿、富、康宁、亲近有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向善，第十通过夭

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门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洪范》的主旨在于论

述天的“彝伦”，即天之复育下民的美德。王乃天子，是皇极，皇极之言“无党无偏”“无反无侧”，

臣民必须服从，服从者可得“五福”，违背者则受“六极”之祸，这是一种典型的天命论。后来，

人们将它与历数、卜筮占候紧密结合，发展成为各种迷信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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