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噬嗑：易经营销本质观的阐释与当代反思

一、营销本真：噬嗑

关于营销的本质，易经中作这样的表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春秋《易经·系辞下》）”。

以上是易经中以人类的市场行为为范例，具体展示中国古代先贤“制器尚象”过程的一段文字。

所谓制器尚象，即“以制器者尚其象”，也称“观象制器”，是易经中圣人为圣四道之一（“易有圣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所谓象，易经中说：“圣人

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简而言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先贤们在

发现天地之间奥秘之后，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来阐述奥秘本身及其本质，这就是象。所以不难理解，

易经中的象有点类似现代科学中已经被证明了的科学理论。而关于“器”，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就是说，天地宇宙间，道是超越一切具象、形状的事物的本真，而一切有形、

具象的都可以称之为器。因此，器可以是一件具体的器皿，如“守圉之器（墨子《墨子·公输》）”也可以

是一种制度、商业模式等，如“摹其法器无不驯，从其事政无不理（陈子昂《申州司马王府君墓志》）”。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易文化中，“道”、“象”和“器”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三个概念、范

畴，即“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在这样一个范畴体系中，“道”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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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宇宙大道、终极真理；“象”是圣人（大约可以理解为西方科学范式中的科学巨匠，如爱因斯坦）根

据自己对道的理解而对她的符号文字描述；而“器”则是依据象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如上所述，

它可以是具体的物质实体，也可以是一套制度，甚至可以是一种行为方式等等。只要是尚象遵道的

成果都可以称之为器。所以，综合以上三者的基本涵义，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制器尚象所阐释的是

“道-象-器”这样一组范畴产生联系的具体路径，即人们根据象来组织具体的社会实践。因为象反映

的是道，制器尚象就能做到人类社会实践符合宇宙大道的基本方向。所以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认

为：“制器尚象，非徒上古之圣作为然，凡天下后世所制之器亦皆暗合阴阳刚柔虚实错综之象，其不合

于象者，虽一时之俗尚，必不利于用而速敝，人特未之察尔”[1]。

二、噬嗑释义

如上所述，在易文化中，人们认为营销的本质是“噬嗑”，噬嗑就是能够反映天下市场本源的象。

故而，神农氏之所以能够开廛立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因为他根

据噬嗑制器尚象的结果。

关于【噬嗑】的符号文字表征如下：（离上震下），噬嗑：亨，利用狱。

要全面理解“噬嗑”所蕴含的意义，首先有必要了解易经的符号逻辑。

易文化的语言表达采用了一种与西方科学语言表达迥然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巨大的差异性不

仅是在形式上，而且是在内涵上。就科学规律、宇宙大道的语言表达方面，中国古代先贤认为“道可

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明确指出了客观真理、宇宙大道内涵丰富性与普通的人类语言的表

达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客观真理的语言表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所谓“道本无

言，圣人强言”。为了尽可能弥合“可道之道”与“道”本身之间的距离，中国古代先贤创造性的发明了

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在这套语言系统中包含了以下几个互为关联的基本概念：象、爻、卦、辞。

所谓象，《易·系辞上》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段话

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先贤找到了用以表达深奥、复杂天道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象”。“象”可以弥补

通行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缺陷，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故圣人立象以尽意”[2]。“象”之所以可

以尽意，就在于她能“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而这个“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用当代系统论的术语来说

就是将一个复杂系统模型化。但是系统的模型化其实并不简单，特别是像宇宙大道这样一个至高无

上的复杂系统，其模型化一方面要体现对系统本身的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客观规律；与此同时，

她又必须简约，以利于复杂系统信息的精约，唯有此才用可能让人理解、传播。也就是说，这象要上

通天道，下理人情。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传播大道，推广客观规律的功能。

为此，中国古代先贤首先发明了用以表征客观世界任何系统都必然存在的矛盾两方面的符号：

和 ，前者称为阳爻，表征阳刚、健壮等属性或事物；后者称为阴爻，用以表征阴柔、绵软等属性或事

物。而阴阳两爻的重合图案“—”就代表道，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至此，阴阳两爻就已经构成

了一个最精简的模型系统，就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和1。
由于阴阳变化构成了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中国古代先贤就此建立起更系统的模型系统。“古者

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先贤在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制作

了卦用来依天道传情达意。卦由爻构成，每三爻构成一卦，

，

卦由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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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构成的叫八卦，又称经卦，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而每两卦构成一个别卦，共有六十四卦，各有其

象征意义。至此，一套简约而又意含丰富的语言系统已经基本建立。

为了普通人可以有理解这套语言系统的入口，古代先贤又在这套符号表征系统上加上了一个附

属部分——辞，也称系辞。系辞是对这套高度精约的符号表征系统的基本的、开放式的文本解释，以

利于人们学习和理解。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语言体系就建立了。对于这套系统《易·系辞上》作如

此描述：“圣人立象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样一套语言系统的优点首先在于这种语言体系在表达意义过程中的确定性和开放性。这种

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体现在以爻、卦为代表的符号体系上。众所周知，在易经的符号体

系中无论是爻还是卦都有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意义甚至指代物。如 性质非常清晰，指代阳刚的方

面，而 则相反；而八卦则更为明确，如乾的象征物为天，坤的象征物为地。与此同时，爻卦符号体系

又具备鲜明的开放性的特征，阴阳二爻可以象征世间一切对应属性的事物，而八卦乃至六十四卦除

了确定的象征物之外还可以指征一切类同的事物。与此仿佛，这种特性还表现在这套语言系统的符

号和文字的融合上。用符号来表征丰富的内涵，用文字来确立基本的理解方向，这样文字和符号形

成一种仿佛与智者对话式的语言系统：对应的读者被领进门又被释以足够的自由，而最终的理解程

度取决于个人的悟性。这样，确定性以利于人们去初步学习她理解她，开放性又同时有利于于人们

去丰富她、发展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语言系统具备了像当代人机对话系统那样的智能性

和动态性。

这套语言系统的第二个明显特征就在于她的精约性与丰富性的完美结合。精约性主要是指这

种语言系统中，语言元素的精确和简约，精确性主要体现在采用的语言符号和其想表达的内涵存在

着内在的逻辑性，这样的语言就不完全是一种人造语言，必须依托相应的母体文化才能解读。简约

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符号体系要素的数量和形式规则的简洁明了，整个易经的符号体系基本构成要素

只有一个 和 。八卦和六十四卦又分别是由爻的三叠及卦的双叠而成。这样有利于学习者的识

记，不会因复杂的人造规则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限制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丰富性则体现在其海量

的信息和多元的功用，海量的信息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不再赘述。而多元的功用则强调这样

语言符号体系具有很强的建构性的特点，她不仅可以传达信息，它同时也可以启发思考，同时它也表

达规则。

就噬嗑而言，爻为阳爻 和阴爻 ，卦象为 ，系辞为“噬嗑：亨，利用狱”。依据道-象-辞的意义

统摄逻辑，理解噬嗑最核心的环节在于对卦象 的理解。噬嗑为易经别卦中的第二十一卦。对于他

的理解必须依赖对易经卦象建构逻辑的理解和认同。易经卦象的建构逻辑非常丰富，是一种典型的

多元复合逻辑建构，即同一个卦象他的构成却同时包含了不同的建构逻辑。在线性思维中这是混乱

的做法，但它却是现实世界的真实表征。这就好像同一个人，对父母而言，他是儿子；对于子女而言，

他是父亲；对于老板，他是下属；对于下属，他是上司……而对其本质的把握就在于对这些关系的整

合中，所以马克思才会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就噬嗑卦象的建构而言，至少包含了两种最基本的建构逻辑，我们分别释义如下：

逻辑一：两两重之

这个逻辑就是用两个经卦相互叠加形成一个别卦的建构过程。就噬嗑而言，这个卦象分别由离

卦 和震卦 上下相重而成。因此，在这个逻辑关系中理解噬嗑就是要理解离卦和震卦各自的意义

以及他们相重的涵义。如上所述，易经的终极目的在于对道或宇宙终极真理的反映，而一个个卦象

则是在这样一个意旨统摄下的对具体事物表现背后本质规律的拟象，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如表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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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意义系统中，震卦表征的是以雷为代表的一类现象和事物，离卦

则表征的是以火为代表的一类现象和事物。离卦与震卦的两两重之并非人的主

观随意而为，而是以经卦拟象为基础，进一步表达卦象所代表的类属物之间相互

关系的实质。就噬嗑而言，离上震下的卦象首先就可以表征雷电之后得见彩虹

的历程，如图1：
事实上，包括八卦拟象在内的中

国传统语言文字都会使用的以物状物

的表意逻辑，即是以具体人或事物之

间的真实组合来表述一种现象后的本

质。这种表意的好处在于能够剔除人

为的语言文字意义赋值，从而有可能

取得超越时空的意义恒常性。例如以成语秉烛夜游中的秉字为例，秉字在甲骨文中为，左边是禾苗

的象形，右边是手的象形。而秉字最初也就是表达的人们手持禾苗准备插秧的动作[2]。这样的组合

使字的意义一目了然，而且只要插秧生产劳动不消亡，字意就不会因造字人的消亡而无法解读。而

噬嗑中的震下离上组合就是与此类同的表意逻辑，只要我们经历过雷电交加之后，最终看见彩虹横

亘蓝天的美好景象，就一定会自然而然理解噬嗑所表征的是一种经过斗争、博弈或互动而最终达到

和谐境地的这样一个历程的本质。事实上噬嗑也可以表征公平的诉讼行为，即卦辞所说的“亨，利用

狱”，它甚至也表征男女之间的性生活的和谐。

逻辑二：兼三才而两之

所谓“兼三才而两之”语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

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说的是易经别卦的另一种建构逻辑，即用天、地、人这样

一个三维结构来表征世间万物，小至微尘，大到宇宙，莫不如此！天指代一个有机系统中的最高规制

系统，即“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彖传》）”。地指代一个有机系统中的最大的涵养系统，

即“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易经·彖传》）”。而人则指代是这个系统

中最活跃的部分，整个系统因其而变化发展。这样，天地人就构成了一个稳定而又不乏变化发展的

系统。就像一个父权社会中的家庭，父亲可以代表天，母亲可以代表地，而子女则代表人。母亲养育

子女，父亲给家庭提供保障，而子女逐渐长大成人后，这个家庭又开始分化发展！在现实中，在不同

层级下，天、地、人有着具体的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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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说的就是人类的消费要取用有度，顺应自然，给大

自然以休养生息的时间。只有这样，任何自然才能够相得益彰！《淮南子》中规定春天：“禁伐木、毋覆

巢、杀胎夭、毋鹿、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埋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综上，在中国传统易文化中，营销的本质上是促进个体幸福、社会公正及生态和谐的三维一体的

人类社会实践！

四、反思：营销本真的当代回归

人类的交换行为从最初偶然的物物交换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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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为生产已经不再是瓶颈，分销才是商品得以实

现社会价值的关键所在。整个社会逐步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变。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学

家艾文在《意识的首领中》这样描述：“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

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

他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这个时期，商业理论，人类营销思想异常繁荣发展起

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业革命发轫于西方社会，上述的整个商业地位的转换历程也首先完成于

于西方社会，这种历史背景下沉淀出的营销理论也大多为西方营销学者、实践者的思想、语录。而这

些思想、语录也伴随着工业化的全球推进的以在全球范围内丰富和发展起来。而这个时期的营销理

论则更多地突出了其作为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属性。故而，这个时期商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消

费是光鲜的。

不过，人类社会不会在任何一个时代面前裹足不前。伴随着工业化社会在全球的蔓延和发展，

人类又迎来了“后工业化社会”或者叫“后现代社会”时代。尽管时至今日，上述概念还没有获得一个

各个学科公认的内涵，但其作为对现代文明、工业化社会的反思是毋庸置疑的。而此时的人类营销

实践也已经完成了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进化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方式——市场经济社会的

历程。这个时候，人类营销本真的显露业令商的因为述形 人人底
“

不过社社

、

人类沉营ᾃ沉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