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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易》风险观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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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但其落脚点并非风险，而是对现代性弊端的一种批

判。《周易》的风险观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周易》认为风险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类必须

学会和风险并存。《周易》提出了五种应对风险的要求：泰然处之，祸福相倚，慎始敬终，祸福由己，恐

惧修省。这种风险智慧今天仍然极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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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risk view in the Book of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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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estern risk society theory is highly critical, but its focus is not on risk, but on a criticism 
of the drawbacks of modernity. The risk view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s highly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The Book of 
Changes believes that risk is part of human life and humans must learn to coexist with risk. The Book of Changes 
puts forward five requirements for dealing with risks: stay calm, fortune and disaster depend on each other, be 
cautious at the beginning and respectful at the end, fortune and disaster are up to oneself, and be fearful and 
self-reflective. This risk wisdom is still extremely valuabl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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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风险社会”的概念逐渐深入人

心，以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

什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风险进行了

深刻的分析。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探究风险出现的社

会历史原因，并以现代性批判为出发点，其根本指

向并非风险而是风险产生的社会原因，由此就导致

风险理论更多地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希望通过批判

现代性弊端来减少风险的产生，至于如何应对风险，

以及对风险自身的认识，并未做太多探究。相比而

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周易》中有着丰富而深

刻的风险观念，这些风险观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至今仍指导着中国人认识风险，应对风险，将之与

西方风险理论对照研究对于应对当下及未来的风险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而古

人求诸卜筮就是为了找到应对未知风险的办法，所

以《周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对此，北宋

李觏在《易论》解释道：“噫！作《易》者既有忧

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

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矣。”[2]可见，对于风险的关注是

《周易》成书的基本出发点。 
《周易》风险观对于反思西方风险理论的意义

可以概括为五个层面： 
1 泰然处之：应对风险的积极态度 
一般认为，风险就是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一种

对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的自然、社会现象。粗观之，

这种观念并没有什么可质疑之处，可是对照《周易》

之风险观之后，会发现，《周易》将风险视为世界

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易》之出发点虽然是

规避风险，求得吉利，但是这种规避并非要消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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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而是要顺应风险，即是要找到一种与风险并存

的生存方式。按照《周易》的基本原理，每一卦代

表一种境遇，每一爻代表这一境遇中的一种可能性。

统计发现，代表风险或缺憾的“凶”“悔”“吝”

“灾”“厉”在初爻至六爻的每一爻中皆有显现。

这就说明，任何一种生存处境都包含着出现风险的

可能性。 
关于风险之存在，《周易·无妄》说：“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意

思是路人顺手偷走了拴在路边的牛，但人们却怀疑

是村庄里的人偷走的。这是绝对的无妄之灾。然而

在卦辞中反复强调“利贞”、“可贞”，认为人只

要按照正道行事，锻炼自己过硬的本领，这种无妄

之灾并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周易·离》云：“九

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卦讲的

是辉煌之时，而这句话以火之突然熄灭为喻，表达

了辉煌之时也可能存在着突如其来的风险。然而看

似致命的风险并没有导致绝境的出现，因为九五以

悔恨之义行反省之事，“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哭泣在这里就是彻头彻尾之反省，于是突如其来之

风险又迎来了自己新的转机。《周易·乾》以“自

强不息”立世，刚健之气充盈全卦，然而初九“潜

龙，勿用”，是由于君子力量薄弱之时不能急于成

事，否则潜在的风险就会到来，经过九二之历练，

九三刚刚壮大起来，又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厉，无咎”，时刻警醒君子要防范风险的出现。而

九五“飞龙在天”的功德圆满并不能冲淡上九对于

“亢龙有悔”的担忧。《周易·泰》卦义是天地相

交，畅通无碍，大吉大利，一个“泰”字甚至已经

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家国美好的一切愿望，然后上六

却不忘提醒一句：“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

贞吝。”国泰民安之时，城墙倒塌，紧张的气氛瞬

时升起。朱熹为此解释道“此亦事势之必然，治久

必乱，乱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变之理。”[3] 
根据上述几个例子足以发现，《周易》认为风

险的存在是有多重可能性的，因此一部《周易》就

是“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周易》并没有因为风险之常存且不可控而

走向悲观主义，相反却积极引导人们“乐天知命”，

泰然处之。《周易·系辞上》云：“与天地相似，

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

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系辞》所述，是要表明研读《周易》之人可以由

此把握天地之本然变化，天地之中有生必有灭，有

忧必有喜，有安逸必有风险，能以超越之心接受这

种变迁，人便会在有忧患意识之同时，亦能有乐天

知命之愉悦。于是，生于忧患而泰然处之，便成为

一种理想的对待风险的心理状态。 
其实，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们就在寻求消

除风险的办法，技术之进步就是人们应对风险的最

可靠法宝。然而在罗素看来：“一切确切的知识都

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

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

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4]

其实风险并非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风险是一种偶

然性的常在，可预测又超出人们预测能力的，解决

风险问题的终极办法并非依靠技术去消灭风险，而

是探讨一种与风险共存的生存方式。《周易》之风

险观便是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所以从更广泛地意

义上来说，《周易》并非仅局限于讨论古代社会之

风险问题，而是具有恒久的启示价值。 
现代社会的风险观念是围绕技术展开的，技术

具有的精确性、可测性使得技术天然地被人们寄予

厚望，用以解决风险问题。这种对技术的崇拜最终

导致了人们将一切安全的愿望都寄托在技术身上。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工具理性或者技术理性之所

以会获得现代社会的青睐，是因为工具理性“通过对

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

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

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5]于是，技术的可预测性成为达成某种目的的基本

保障，在达成消除风险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技术被

寄予厚望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正如刘岩所

述：“建立在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基础上的概率值

在判定今天的全球性社会风险问题上是不适用的，

其后果是将无法计算的、后果严重的、全球性的、

人为的社会风险排除在视野之外，此时单纯依靠所

谓确定性知识的判断就充当了‘风险制造者恰恰在

逃避风险’的作用。”[6]现代社会不断出现的生态

危机、军事危机、政治危机及其远远超出传统危机

的杀伤力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技术，怀疑技术。

海德格尔说道：“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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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对现实

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无论这种对象化是以因果

说明的方式来追踪原因之结果，还是以形态学的方

式来阐明对象，还是确保一种序列和秩序联系的基

础。”[7]然而，计算是否能穷尽世界？如果无法穷

尽，那么又如何确保技术的可靠性？ 
再次回到《周易》的风险观，就会发现，倘若

以“技术”为某一卦之卦名，该卦卦辞中必然会出

现“厉”“凶”等警示性判断，同样也可能出现“无

咎”、“悔亡”等无风险判断。理性作为唯一原则

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一种“单向度社会”，而《周

易》反复强调的是世界之整体性与变易性，于是，

试图以某种单向度的知识一劳永逸地解决风险问题

自然也就成为痴人说梦。当然，同样可以做出判断，

任何一种以批判现代性甚至否定现代性为己任的后

现代主义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完全消除风险的知识体

系。人们能做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现有条件下，

积极而谨慎地去面对风险。而《周易》对风险泰然

处之的态度并非来源于对风险的无知和忽视，而是

尽可能在一种困境中高扬主体的精神，从而敞开与

忧患并存的恒久之道。 
2 祸福相倚：应对风险的辩证思维 
消灭风险是现代知识体系的直接目标，而福祸

相倚则是中国人之共识。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并非两

种文化形态的“各具特色”，而是一个值得深究的

价值问题。因为两种不同观念最终会在应对风险之

时生成两种不同的选择。下面分而论之。 
首先就《周易》而言，祸福相倚是其基本易理

之一。略举几卦以示之。《周易·否》就字面意思

是指闭塞不通的境遇，卦辞亦言：“否之匪人，不

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如果这个世界一团死气、

闭塞不通，那么天地万物无以生息，而人道如果了

无动态、闭塞不通，万事也就无法运行。可见“否”

之不利大矣。然而《否》之初六却说“拔茅茹，以

其汇。贞吉，亨。”即是说，否之方始，闭塞之形

势尚未形成，万物犹有相通之处，不利之中并非毫

无机会，福便隐藏于祸之中。九五更是以“休否”

为转机，阐释了“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道理，

即是说，即使最不利的时候，只要能及时停止否之

闭塞，危亡之际也能稳如泰山。上九“倾否，先否

后喜”则是苦尽甘来，悲尽喜来，否极泰来之义。

另有《周易·坎》专论风险，以“重险”释坎，可

见风险之严重，尤其是上六谓：“系用徽纆，寘于

丛棘，三岁不得，凶。”适逢牢狱之灾，三年仍不

得出，可见不吉至极。然而卦辞却说：“有孚，维

心，亨，行有尚。”可见险之极致也并非毫无转变

的机会。以文王拘禁于羑里七年之事可见绝境之中

犹有希望。《周易·蹇》所蕴含的祸福关系更加明

确，蹇就是遭遇艰难之义，然而卦辞中反复强调艰

难之后必有后福，更有“大蹇，朋来”的判断，即

是说大蹇之时，外部力量也会纷纷现身，帮助人们

走出困境。 
如前所述，消灭风险是现代知识体系的直接目

标。如果将风险作为人类生活之毒瘤去看待，那么

必然会采取一种彻底手术的方式消除风险的危害，

这就是现代人赖以抵制风险的法宝——技术或者理

性。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技术作为一种保护

性措施，其自身也是一个“福祸”共同体。于是，

以《周易》观之，技术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

新的风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思想家的普遍认可。 
关于技术局限性的批判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

传统，而以贝克和吉登斯为首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

家都是将自己的论断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之

上的，批判现代性，其实就是批判技术、批判西方

的工业社会。在贝克看来：“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

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

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

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

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8]然而

事实却是：“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

社会的主宰力量。”[9]吉登斯也有类似的言论。“我

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

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

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

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

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

除。”[10]所谓“人造风险”是和“外部风险”相对

应的概念，后者是传统社会风险的基本表现，即风

险并非由于人类行为产生，而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

发展自身的客观性决定。现代社会则不同，人造风

险的强度空前增强。“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

定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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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

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

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了一幅令人

不安的危险前景。”[11] 
对比发现，“祸福相倚”的观念在面对风险问

题时有双重优势：一方面是对风险观念的矫正。彻

底规避风险的观念导致人们将希望寄托给一个万全

之策——比如技术，然而事实是，并不存在什么万

全之策，所谓的万全之策依旧包含着风险的可能性。

于是，就有必要对所有消除风险的策略重新审查，

这种审查意味着一种开放性策略的引入，可以有效

避免对技术的迷信和对风险的忽略。另一方面，在

应对风险的实践过程中，福祸相倚作为一种事实既

可以帮助人们寻找新的机遇，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将

此作为一种安慰性的观念，重新调动起人们在风险

之后的积极性，进而更快地发挥人们的主动性，消

除灾难在心理层面造成的创伤和痛苦，让灾后重建

不再附带太多哀悼和悔恨，并且也在事实上激发人

们去寻求新的可能性。 
其实吉登斯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风险具

有二重性。“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

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

自己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

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

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

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

满活力的原则。”[12]吉登斯的观点与《周易》不谋

而合，揭示了风险的二重性，启示着人们在绝望中

寻找希望。可以说，“祸福相倚”的观念应该成为

一种人类共识，以促进人们更好地应对风险。 
3 慎始敬终：应对风险的基本策略 
如果《周易》一味提醒人们重视风险之不可消

除性以及风险中蕴藏着机遇的可能性的话，那就会

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消极无为的被动之路。其

实，在《周易》的世界观设定中，天作为人生存的

整体环境确实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人要知天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是以一种被

动的状态去顺应天命，因为天命同时赋予人参与和

创造的机会，天命并没有剥夺人的自由。就像人类

现在只能生存于地球之上一样，必须学会适应地球

环境带来的约束，但人类仍在开创人类自己的文明。

敬畏天命并创造生命，是《周易》的基本精神。 
这种能动性在风险观方面的体现就是，《周易》

一直要求人们发现风险，见微知著，进而规避风险。

在《周易》看来，对风险的发现要在风险的显现之

前完成，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原本没有任何征兆

的风险成为影响大局的致命因素。那么，看起来，

问题的重点就落在了如何观察和发现风险了。《周

易》认为，风险的出现有两种可能，其一就是在细

微处埋藏着风险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满足，这种风

险就会迅速成长起来，这就是风险的渐进性；其二

就是在事件趋于圆满之际，风险突如其来地显现，

造成重大危害和打击，这就是风险的突变性。 
首先，就风险的渐进性而言，需要在初始状态

中把握一切可能导致风险的因素，发现风险出现之

端倪。《周易·坤》初六云：“履霜，坚冰至。”

意思就是当冰霜在大地出现的时候，寒冷的冬天就

已经开始迈进了。显然，其指向绝不是节气之变化，

而是要人能在端倪处发现事件的倾向性，进而更早

地提出预防的措施。《周易·姤》以不期而遇为卦

义，初六云：“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

羸豕孚蹢躅”。也就是说在面对偶然未知之可能性

的时候，停止不前，谨慎行事则吉，轻狂躁动、盲

目冒进则凶。此时的吉凶就来自于偶然性中埋藏着

的风险。也就是说，初六并不清楚风险是什么，但

是在面对未知情况的时候，首先预想了风险的存在，

如此就可以以谨慎的态度去稳步前进。《姤》并不

否定前进，而是提醒人们，当无法确切把握未来之

可能性的时候，要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前行，而非一

味自恃刚强、不听劝阻。 
其次，就风险的突变性而言，需要在事件的完

成状态中仍旧保持着对风险的警惕。一般认为，在

成功之际，各方因素已经凝聚，大势所趋、所向披

靡，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周易》却不断提醒着风

险的存在。由于初始状态中的主体仍处于弱小阶段，

任何风险都会直接造成致命打击，所以此时的主体

一般会谨慎行事；而完成状态中的主体则往往会忽

略风险的存在，由此导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据

统计，《周易》六十四卦中，“凶”“厉”“吝”

等不利词语共出现 121 次，其中有 40 次出现在第三

爻，有 34 次出现在第六爻。单就“凶”而言，《周

易》中共出现 52 次，其中 12 次出现在第三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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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在第六爻。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分布，是因为

《周易》之第三爻乃下卦之上，经历初爻与二爻的

积累，三爻就易于松懈大意；而上爻则是全卦之最

上，是卦义完满之时，此时成就最大，风险亦最大。

比如《周易·乾》之上爻“亢龙有悔”，即是提醒

刚健之精神亦应有张有弛，一味刚健，不知婉转，

则有悔。而《周易·既济》之上爻“濡其首，厉”，

即是提醒人们在万事皆备、功成圆满之际，对风险

之忽略极易发生。后世欧阳修之“祸患常生于忽微”

是对此理的高度概括。 
其实，不论是对初始阶段的风险端倪的察觉，

还是对完成阶段的风险可能性的控制，都是对风险

自身规律的把握。后世张栻将《周易》的风险观总

结为：“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使人

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13]

可谓得其真义。可见，那种认为专家系统足以全盘

应对风险只能是一种空想。贝克说：“由于现代风

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

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

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

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

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14]因

此，解决风险的关键就成为：发现并遏制风险的蔓

延。 
为此，德国社会学家卢克拉斯·卢曼提出了对

风险的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卢曼认为，人们需要

通过双重观察的方式发现风险，第一重是对外物的

认识，即如何将一个现象的各个层面条分缕析地呈

现出来，这就是一阶观察。一阶观察有助于发现现

实的各种风险可能性，但是仅有一阶观察还不够。

一阶观察受限于人类认识的发展水平，其自身的历

史局限性决定了一阶观察只能达到“想象”中的完

美。因此必须从更高层面对观察本身展开批判和反

思，这就是二阶观察。在卢曼看来，“只有当人们

将观察者当作观察者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才属于二

阶观察。‘当作观察者’意味着涉及对方观察的方

式和方法。”[15]二阶观察实际上是对一阶观察的批

判，是对人类现有认识能力的批判。通过一阶观察

与二阶观察，卢曼建立了系统而极致的观察机制。

这种既依靠观察又不断反思观察能力的风险应对方

法可谓是慎之又慎。 

然而，受限于人类认识水平与世界的复杂性，

风险依旧是不可消除的。卢曼的观察理论仍旧试图

全面控制风险，他希望通过对现有条件尽可能全面

的分析来把握可能出现的风险。相比而言，《周易》

对风险的判断并非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

建立在一种辩证法之上。《周易》认为风险的出现

是必然的，必须以“祸福相倚”为应对风险的基本

思路，在无风险环境中也保持着忧患意识，这就构

成了一种慎始敬终的风险应对策略。《周易》风险

观对卢曼观察理论的补充正在于此，既然任何事件

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那么一切在风险观察

范畴之外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由此，人造风险

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4 祸福由己：应对风险的责任意识 
西方社会学家将风险社会的形成归咎于现代

性，认为正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风

险。然而在《周易》的世界观中，现代性的到来仅

仅是一种势之必然，与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时代没

有根本的差别。现在，人们生存于一个技术日渐发

达的时代，人们利用并操控着技术，却不愿意为技

术带来的风险承担责任，反而将责任推卸到技术身

上。固然可以说，现代性批判是对人类的理性的反

思，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时代的风险，人

类越是建立起复杂的生产、流通、交往等社会关系，

风险就越是集中地显现为“人造风险”。因此，时

代并不能作为风险的责任主体，风险的责任主体只

能是人。 
《周易》成书于农耕时代，此时人类所面临的

风险更多地来自于自然界，风霜雨雪，高山深渊，

都会成为人类需要应对的风险。然而《周易》仍旧

将人作为风险的责任主体。所谓：“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是属人的，

与是否遭遇风险似乎并不相关，然而《周易》的基

本思路就是，人必须学会与天然之风险共存，不怨

天，不尤人，在风险中寻求扭转困境的契机。既然

对于客观的风险只能选择顺天而动，那么改变现状

的契机就只存在于主体之中。通观《周易》全书，

第一爻多吉少凶，是因为第一爻多有戒惧之心；第

三爻、第六爻多凶，是因为三六处上，易狂妄自大。

这其实都是对人之主体性的重视。 
《周易》将风险之责任归之于人，树立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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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并非出于法律追责的考虑，而是出于对风

险的重视和预防。当人人都被视为风险之责任主体

时，人们就会主动地反思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看似日常的道理恰是现代社会所严重缺失的。

贝克发现，现代社会找不到风险的责任主体，他称

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

明这个问题：在莱茵河上游有一个阿尔滕斯特德小

镇，镇上居民遭受到化学物品砷和氟的侵扰，当地

居民出现了恶心、头痛、皮疹、发烧等症状。污染

源显而易见，来自于一个水晶加工厂的大烟囱。居

民为此起诉了这个工厂。然而最终却无人承担责任，

此事不了了之。[16]贝克将这种现象称为“有组织的

不负责任。”在贝克看来，由于现代社会分工导致

个体只是复杂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承

担起全部责任，而这也就导致责任意识的淡化。这

种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现

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提到的，由于集中营的理性

化分工导致大屠杀的参与者毫无责任意识。 
然而不负责任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当人们将目

光集中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之上时，会发现，现

代技术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便利，人们

在利用技术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将一

切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技术，自己却仍旧不愿意放弃

任何现代文明的成果。每一个人都是风险的责任主

体。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等，与每一

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种“与我无关”的

托辞，只是主体逃避责任的策略，而非是现代性的

后果。因此，可以说，将风险归咎于现代技术恰恰

是由于现代社会责任意识的隐身，也就是说，人们

只关注自己在做的具体的、片断的行为，而不考虑

行为整体带来的社会风险，并选择性地逃避这些责

任。于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只是风险事件的表

面，责任意识的缺位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比现代社会，《周易》似乎过多地将风险责

任置于主体之上，对主体形成了压迫之势。然而，

一方面，对主体责任的凸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在面

对风险时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是风险应对的最大

法宝。另一方面，主体以担当风险为己任，凸显了

人性的光辉。中国古代皇帝的“罪己诏”就是一个

明证。中国古人不会愚蠢到认为天灾乃是帝王之德

行不修，可是哪怕是惺惺作态的“作秀”，“罪己

诏”也迅速起到了承担责任、凝心聚力、共抗风险

的作用。这种风险担责不仅不会削弱帝王的地位，

反而有助于增强帝王之至高无上的权威。 
贝克曾经指出，风险的全球化期待责任的全球

化，“正是这种对全球风险社会进行的自省与反思

打破了寂静无声的状态，并且使得全球性成为人们

在全球意义或全球层面上对其自身行为进行自省与

反思后而产生的痛苦的认知结果，使得人们试图重

新构建可以应付各种冲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框架，

并在此意义上形成着眼于全球层面上的新的联盟。”
[17]然而就西方的现实来讲，贝克并不认为这种合作

可以顺利实现，因为利益高于责任的意识一直左右

着西方政坛。可是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说：“二

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只有

全球合作，才有可能以人类之全体应对文明发展过

程中不断产生的危机。值此之时，习近平“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担当，而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言论也恰恰凸

显了逃避责任的极端自私心理。 
5 恐惧修省：应对风险的反思精神 
风险历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尤其是重大风险给

人类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9.11”恐怖袭击，新冠疫情，

都对理解人类的生存境遇有着积极的意义。风险的

影响并非孤立的，风险之影响也并不以风险之消除

为其终结，正确的对待风险的态度应该是：将风险

视为人类生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事件，以此为契机

反思过去，筹划未来。这也是《周易》风险观的要

义之一。 
《周易·观》讲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意思是说，仰观祭祀之礼，即使不去关注其中细节，

也会让心中充满崇敬之意。这里的“观”并非是对

某一社会事件的分析，而是对仪式的观瞻。仪式是

充满象征意味的，借由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仪式，

主体在“观”的过程中获得了认识上的提升与境界

上突破。现在，同样需要将风险作为一个象征性事

件，通过对风险的“观”，引发人们对社会文化系

统各个方面的反思，甚至引发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反

思。重视风险并反思风险，是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

中理解自身、推进文明的基本动力。《周易·观·象》

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圣人所作，



张文                                                                               论《周易》风险观的当代意义 

- 7 - 

无非就是将人类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作为

“观”之对象，从中发掘可以借鉴的经验。《观》

卦将风险置于人类发展的全部历程之中来“观”，

从而形成了知古鉴今、引以为戒的风险观。 
当然，“观”可以涵盖一切历史事件，也可以

从一切过去经验中寻求通往未来的道路，为何“风

险”会成为“观”之首要选择呢？《周易·震》，

云：“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意思是说雷声大作，万物惊恐，于是谨言慎行获得

吉利，君主之令唯有威严震恐才能保证其行之有效。

《象》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在震卦中，恐惧

并非是消极的，而是具有积极的价值，恐惧之积极

价值就在使人从生活之惯性中警醒，进而重思当下

之行为合理性。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解释道：“以

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惧

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则可以无眚矣。”显然，震

卦更关注的是风险之后人们生活的继续展开，如果

能以恐惧为契机，思过往之不足，去过往之不正，

那么新的风险就会提前得以规避。总之，风险，尤

其是重大风险，一方面给人们带来的是巨大的心理

创伤，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们冷静下来，重思过往。

这就是《周易》对于风险意义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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