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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試圖還原殷商至晚清之間，中國傳統雷電認知脈絡的變遷過程，並探究影響雷電認知

更新，以及造成和阻礙雷電認知傳承的根源。筆者發現中國傳統的雷電認知經歷過四個時期的

主要變化，分別是：殷商時期的自然神認知；周朝以降的自然規律認知；漢唐時期的傳統陰陽

氣論認知；以及宋至晚清多元兼容的陰陽氣論認知。在上述的變遷過程當中，中國傳統的雷電

認知具有兩個主要的特徵：一是不同人群的雷電認知是明顯不同，層次分明的；二是雷電認知

的論述主體自上古以降有著從中原地區轉移到湘湖和嶺南區域的趨勢，同時逐步由一元走向多

元論述並存。

在雷電認知的變遷脈絡中，方士、僧道、技術官僚和庶民是認知更新的主要因素，上述人

群會將區域性的經驗與知識帶入傳統的雷電認知當中，而為傳統士人所記錄與論述。傳統士人

本身則甚少創造新的認知，是傳統雷電認知的主要傳承者，藉由他們不斷地展開經書注疏與類

書編纂的工作，經典論述得以為人持續地援引和形成穩定的傳統，陰陽氣論得以保持其強大的

影響力，但源於傳統士人格物致知的原則，他們亦連帶地述及各種關於雷電的自然記錄，使得

宋明以降的雷電認知趨於多元分立。

阻礙雷電認知傳承和知識更新的因素在於，傳統士人論述雷電認知時普遍缺乏具確定性的

論述意識，轉而以不可知論來形成結論；問題意識呈現碎片化而無法有效集中，解決新的問題；

同時書籍的流傳與保存亦受到現實環境的制約，新穎的雷電認知無法有效地為人傳承和擴大其

影響性。這種情況遂導致傳統的雷電認知長時間以陰陽氣論為主體，兼容各色異源的雷電認知，

最終形成十分穩定的知識結構，直到晚清的西方近代科學全面傳入之前，傳統的雷電認知難以

被內部新穎的認知更新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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