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國學」之名，始之清末。當時歐美學術進入中國，號為

「新學」「西學」等，與之相對，人們便把中國固有的學問統稱

為「舊學」「中學」或「國學」等。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

文化和學術，包括中國古代的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

經濟乃至書畫、音樂、易學、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都

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狹義的國學，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

基礎並涵蓋後期各朝代的各類文化學術。

國學大師章太炎認為，提倡國學，「不是要人尊信孔教，

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即其「語言文字」、「典章制

度」與「人物事跡」。國學影響深遠，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核

心價值體系，對於我們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

係，至今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本公司計劃推出的「國學基礎」系列，精選國學領域諸名

家的經典，尤其注重大眾普及，希望選出內容既精專實用，簡



明扼要，又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堪稱國學入門的必備讀本。

本系列將首先出版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常識》和

易學名家詹石窗教授主編的《周易入門 150問》兩種。

後續還將陸續推出其他有助於普及國學知識、弘揚傳統

文化的特色之作，希望不僅可為專業的人員教授、學習國學

提供參考，更為傳統文化愛好者、一般讀者了解和學習帶來

方便。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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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書乃就上課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探索、歸納而

成，屬小讀書會的問答記錄，其中所用言辭帶有課堂教學痕

跡。雖名為「入門」，恐有所失。稍作整理，公諸於世，旨在

交流，以求知《易》方家指正。

二、全書 150 問。導言「六問」，暗合《坤》卦「用六」之

數；每章各「九問」，暗合《乾》卦「用九」之數。 16 章之問凡 

144，合於「坤之策」。以「坤」為先，而「乾」隨之，戒己以明

「天外有天」，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三、關於《周易》之「十翼」篇名， 1949 年以來，學界多

在每篇古名之後加一「傳」字，如《彖傳》《象傳》等等。但查

《十三經注疏》，均未於篇名後加「傳」字。基於傳統，本書涉

「十翼」篇名，僅作《彖》《象》《文言》《繫辭上》《繫辭下》《說

卦》《序卦》《雜卦》。

四、關於《周易》六十四卦的符號使用，為了便於區別，



本書在吸納前賢成果基礎上進行統一處理：（1）凡引用卦爻

辭，則該卦名加書名號，例如《乾》卦六五爻辭、《坎》卦卦辭。

（2）凡三畫經卦（即八卦），或六畫別卦（即六十四卦），若僅

作為卦爻之象介紹，不加書名號，也不加引號；有特殊強調

的，則加引號，如「坎」卦、「兌」卦。

五、凡《周易》經傳引文，直接於行文中標明書名、卦名、

篇名，例如《周易．繫辭上》、《周易．坤》之《彖》等等。凡

引述其他古籍，僅出書名與篇名，例如《大戴禮記．名堂》；

若引書為新點校本，則注明原作者、整理點校者、書名、出版

地、出版社、出版年、頁碼。

六、本書非一人手筆，所用文獻各自不同，同一文獻也有

不同版本，理解各有差異，不求一律。

 本書編寫組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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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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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1. 甚麼是「易學」？
《周易》是我國一部古老典籍，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的源

頭活水。千百年來，《周易》一直被先民們尊奉為神聖的 

經典。

對於「易學」的概念界定，學界有種種說法。朱伯崑在《易

學哲學史》前言中說：「《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

書，可是後來隨着對它的解釋，演變為一部講哲理的書。從漢

朝開始，由於儒家經學的確立和發展，《周易》被儒家吸收列

為儒家五經之首，人們對它的研究，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即

易學。」1唐明邦認為：「所謂『易學』就是歷代學者對《周易》

一書所作的種種解釋，這些千差萬別的解釋，形成了一套同中

1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 1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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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異中有同的理論體系。」1劉大鈞指出，易學以《周易》

經傳、易學史、易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係為研究對象。 2鄭

萬耕說：「易學是對《周易》所作的種種解釋，並通過其解釋，

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3這些描述，從不同角度解釋了易

學的內涵和特徵。

總結上述說法，我們認為，所謂「易學」乃是關於《易經》

的解釋及應用之學。從狹義上看，易學即是《周易》的解釋學。

它探討《周易》的起源、性質、內容、形式等問題。其主要方

式是通過音韻、訓詁等手段對《周易》的卦爻辭進行注解、闡

釋。從廣義上看，易學還包括《周易》基本原理應用、發揮，

《周易》體系變通一類學問，延伸至風水、命相、太乙、六壬、

奇門遁甲等術數學。

易學源遠流長。上古之時，先民們由於特殊際遇，發現了

一種具有特殊靈性的植物，這就是蓍草。根據《史記》等資料

的描述，蓍草長到五十條莖的時候，其根部伸展的地方就會有

烏龜棲息於下。先民們特別重視這種植物，將其摘取下來，

作為工具，力圖通過蓍草的自然分組排序，來預測一些事情。

在這個過程中，先民們漸漸有了體驗，也積累了大量知識，奠

1 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 7頁。

2 劉大鈞：《百年易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周易研究》

2001年第 1期。

3 鄭萬耕：《易學源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年，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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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礎。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易傳》，在預測基礎上，加

強與深化了解釋的力度，形成了象數推演與義理闡發的基本

方法與體系，這標誌着易學的誕生。而後的兩千年中，以《周

易》為對象的研究代代傳承、蓄力發展，經歷古易、漢易、魏

晉易、唐易、宋易、清易、現代易等不同階段，形成不同流

派，易學也得到不斷豐富和衍生，其範圍不斷擴大。正如《四

庫全書總目》所言：「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

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

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為《易》，故《易》說至繁。」1易學發展

至今，已經形成一門具有東方獨特思維方式，集中國幾千年文

明智慧於一體，以探索天道、人理、變易規律為目的的系統學

術。它研究《周易》蘊藏的深刻義理及思維方式，聚焦《周易》

經文內容之餘，更關注「易」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巨大作用，研

究它在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門類學科中的影響、滲

透和作用。

2. 如何看待易學性質與學科歸屬？
談及易學的性質，首先我們需要釐清其研究對象—《周

易》的本原。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中華傳統

1 [清 ]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第 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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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諸多分支都受到極大衝擊，尤其是道教與民間神明信

仰、術數學的各種法度，都被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學者」扣

上「迷信」的帽子，《周易》這部中國古老的「聖經」當然也免

不了慘遭厄運，進入了要掃除的「另冊」。這些具有傳教士背

景的「學者」是伴隨着洋槍洋炮進入中國大門的，他們打擊中

華傳統文化，其目的就是要拔中華民族的「根」，讓中華民族

變成沒有靈魂、沒有主見、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在中國的

許多學者，不明真相，也跟着搖旗吶喊，全面否定中華傳統文

化，甚至有「漢字不除，中國必亡」的論調甚囂塵上。經過罹

難之後，國人開始反思，漢字不僅沒有被除掉，而且正在煥發

出新的生命力，用漢字記載與傳承的中華古籍也陸續被解放

出來，其中也包含了《周易》這部經典。在今天，如何重新認

識《周易》的性質呢？我們以為：既不可以全盤否定，也不要

全盤肯定，而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予以審視。一方面，我們

要看到，這部書最初是應了占卜需要而產生的，是為預測服務

的。從這個角度說，《周易》古經本來就是一部占卜的書。然

而，我們承認它是一部占卜的書，卻不應該給它戴上「迷信」

的帽子。所謂「迷信」指的是在癡迷狀態下盲目而不理解地相

信。客觀地說，中國古人對《易經》雖景仰，卻不癡迷，而是

有一套自身的理解，並遵循着一定的規則，其實是一種文化信

仰。基於這種文化信仰，先民們對八卦、六十四卦以及相應的

卦爻辭作出種種解說，其與先民們的生活休戚相關，體現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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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們對宇宙天地、社會人事的認知。易學體系中有關天文曆

算、占星望氣等內容可謂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

的源頭。在易學發展過程中，隨着「十翼」的注入，其哲學性

意味增加，最終建立起的是一套以陰陽為本闡釋宇宙萬物變化

的理論體系。隋唐以降，易學的理性成分更多向科學領域滲

透，最終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概念體系、研究方法和易學史學

觀。故而易學的性質，應歸納為側重於思辨的哲學屬性。

按照現在的學科分類標準，很難將傳統易學歸入某個專

門知識之中。《易》之產生，仰觀俯察、取象於鳥獸、身物，

廣大悉備，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囊括了人生、社會、自

然各方面的知識、經驗。這樣一個結構系統反映出的是根植

於華夏民族文化深層的「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從易學發展

歷史看，易學與其他學科的發展有着明顯的互動關係。宋代易

學數理派對象、數、理的討論，明代宋應星、方以智在光學方

面的發展，直接促進了我國古代數學和物理學的發展。法國著

名科學家貝爾納說過，易學是一門科學的科學，近年來的物理

學研究成果不斷證明了易學揭示的世界觀：宇宙是一個不可

分割的和諧整體。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周易》與現代數學、

物理、化學、分子生物學、天文等學科都有着密切的關係。

其中的太極思維、陰陽觀念、互補原理等對現代科學思維方

法有一定的啟迪作用。易學中的陰陽五行思想，是古老的辯證

法，有着豐富的內容和精緻的形式。從易學中，我們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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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深邃睿智的哲學世界觀和技藝文化的特質，它是中國

古代湮沒了的輝煌文化的一個神秘索引。

必須指出的是，認定易學有其合理性，並不意味着應該將

易學歸類於自然科學的某個學科。需要說明的是，易學思維最

典型的特徵是易象思維，它在根本上是不可進行分割的。就具

體操作過程來看，卦爻的讀解往往具有較明顯的主體色彩，這

是易象思維所體現的一種「境界」。而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特

質乃是對觀察結果的邏輯分析，需要在一系列嚴格的規則引導

下進行，應具有可驗證性。從本質上來說，易學不可歸入自然

科學，而更多地體現出一種哲學思辨性，應歸屬於宏觀大科學

範疇。易學以《周易》為研究對象，重點從象、數、理、占四

個方面解讀、探討、詮釋其各個部分的規律、義理，具有思想

啟迪的特別意義。

3. 易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易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首先是《易》本身。我們現在看到

的《周易》，只是最早的《易》書之一。如前所述，易產生於先

民們的卜筮需要，故而夏、商、周三朝均有自己的《易》書。

《周禮．大卜》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玄《易

贊》解釋說：《連山》以《艮》為首，象山之出，連連不絕；《歸

藏》以《坤》為首，「萬物莫不藏於其中」；《周易》以《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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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可見，三《易》在結構上相似，

在卦序上有較大差異。遺憾的是，除了《周易》之外，其他兩

部古《易》都沒有完本。故而，目前學界的易學研究文本主要

依據《周易》。鄭玄在其《易論》中認為易一名而含三義：易

簡、變易、不易。而此三易，正是易學研究主體之大要。易學

研究的內容，首先應是以宇宙事物存在狀態為對象，研究其如

何順乎自然，又在時時變易之中保持着一種恆態。

其次，易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還包括各種詮釋《周易》的著

述。易學歷史淵源流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易學分為「兩

派六宗」。兩派，即象數和義理；六宗，為占卜、禨祥、造化、

老莊、儒理、史事。在此過程中，各類注疏可謂汗牛充棟。

春秋戰國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就是《易傳》，它是先秦易學集

大成之作。兩漢時期揚雄的《太玄》視「玄」為宇宙萬物的根

源，運用當時的天文曆法知識，描繪了一個世界圖式。魏伯陽

的《周易參同契》以《周易》原理解說煉丹的理論和方法，用

月體納甲法比喻煉丹運火程序。此外，同時期還有《周易乾鑿

度》《易緯稽覽圖》《易緯是類謀》等書。魏晉王弼的《周易注》

以老莊的觀點來解釋《易經》的卦爻辭。唐孔穎達的《周易正

義》、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兩部融會魏晉南北朝各派易學觀

點的易學典範作品。宋程頤著《伊川易傳》，創立了理學派的

易學體系。朱熹的《周易本義》《易學啟蒙》，分別從義理、象

數兩方面注釋《易》之體用。張載的《橫渠易說》是氣學派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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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楊萬里著《誠齋易傳》，力圖將陰陽二氣說同程氏的天

理說糅合起來。元代胡一桂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

翼傳》二書，胡炳文著《周易本義通釋》，胡一桂的學生董真卿

著《周易會通》，這些著作都對朱熹易學進行了闡發。明蔡清

著《周易蒙引》，成為明代易學「氣本論」的倡導者。明清之際

王夫之先後著《周易外傳》《周易內傳》等書，完成了易學哲學

「氣本論」的任務。清代惠棟著《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周

易古義》等書，篤守漢易，淡化《周易》的哲學色彩。張惠言

著《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

書，體現了全面恢復虞氏易學的願景。焦循著《易學三書》，即

《易章句》《易通釋》和《易圖略》，建立新的易學體系。近代代

表著作有沈竹礽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學》、高

亨的《周易古經今注》《周易大傳今注》、聞一多的《周易義證

類纂》、郭沫若的《周易之製作時代》《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

顧頡剛的《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及《易繫辭傳觀象製器的故

事》、李鏡池的《周易探源》、胡樸安的《周易古史觀》、屈萬里

的《周易卦爻辭中的習俗》等。這些著作都是易學的重要文獻。

最後，研究各種易學的變體，諸如太乙、六壬、奇門遁

甲、紫微斗數、風水等。在易學研究歷程中，漢代以來，以卦

氣說、爻辰說、納甲說、干支紀年將天文曆法與《周易》象數

融為一體，形成了諸多易學變體。如焦贛的《焦氏易林》，還

有《京房易》、邵雍的《皇極經世》以及題署邵雍作的《梅花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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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等，均是此方面的代表作。自漢代以來，太乙、六壬、遁

甲之學日趨完善。唐宋以來，又有四柱推命、堪輿、相術逐步

流傳。其中，太乙統十二運卦象之術，是推算國家政治命運和

氣數、歷史變化規程的術數學。這種術數因涉及政治，為歷代

統治者所忌，故而在社會上流傳甚少；六壬與文王課一樣是預

測人事吉凶成敗的占卜之術，主要以五行生剋關係來斷吉凶；

奇門遁甲是以隱遁為理趣的一種術數，與古代天文曆法聯繫緊

密、綜合性很強，被稱為中國術數之王；紫微斗數與子平推命

術、星平會海一樣，同屬推命的術數，其特點是斷語明確，可

推出人一生之命運；堪輿又稱風水，原為漢代五行家推測天文

地理的五行氣運之術，多用於選擇墓葬、修房、卜局諸事。由

於歷史原因，以《周易》為本原的各種術數法度當然是夾雜許

多糟粕，存在不合時宜的因素。不過，作為易學研究的變體，

術數學本身也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對於民俗學、民間宗教

乃至道教等文化人類學及社會歷史學科的研究而言有其特定

價值，這點毋庸置疑。其中蘊含的陰陽互補、天地人三才相互

對應、五行同構以及宇宙象數模型等合理內核，值得肯定。

4. 易學是怎樣形成與發展的？
易學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草創、詮釋、廣泛應用的過

程。我們大致將其分為上古、中古、下古、近代四個階段。

上古易學，主要指從伏羲創八卦到公元前 221 年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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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國的先秦易學。自《連山》《歸藏》《周易》「三易」先後於

夏、商、周三代問世以後，易學的發展態勢呈現出兩條路徑：

一是沿着宗教巫術的占筮道路發展，從《左傳》《國語》的記載

中可以大略了解這種情況；二是擺脫宗教巫術束縛而向哲學

發展，以《易傳》為代表。《易傳》是先秦易學集大成之作。先

秦諸子百家爭鳴，作為傳統文化的軸心時代，儒家、陰陽家、

道家的思想均在易學上有所反映，構成了易學的早期內容。

中古易學，指從公元前 202 年西漢創立到公元 1840 年

鴉片戰爭這段時間的易學。具體來講，又可細分為如下幾個

階段：

兩漢易學眾家紛起：以孟喜、京房為主的卦氣、納甲、

飛伏說，開象數易學之先河，為今文易學；注重義理闡發，以

費直為代表的古文易學；以嚴君平、揚雄為代表的黃老道家

之易。其中，以孟、京象數派影響最大，代表了漢易主流。需

要指出的是，西漢期間的《黃帝內經》是易學與具體學科結合

的先例，反映了易學對具體學科的推動、指導作用。

魏晉王弼易學掃象言理，開《周易》義理派之先河。隋唐

時期，孔穎達、李鼎祚是當時義理與象數的兩大代表人物，從

他們身上可以看出兩派易學相互融通的傾向。

宋代易學發展達到高峰。以程頤、程顥、朱熹為代表，易

學朝着義理派方向發展，展示了易學倫理化、儒學化的態勢。

易學哲學中的宇宙生成論體系轉變為理本論體系。同時興起



導言

011

以邵雍為代表的先天象數學派，將陳摶河圖、洛書發揚光大，

《周易》日益神秘化，以致其末流同江湖術數混雜在一起。南

宋李光、楊萬里着重援引歷代史實，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的義理相互印證，成為史易派代表。

元明清易學家們在前代學者成果基礎上繼續開拓。此期

易學以考據學、訓詁學為特徵，重視實據，考訂文字，在《周

易》經傳文字注釋、考據、輯錄、校讎等方面作出了貢獻，但

沒有形成特有的哲學體系。

下古易學，指從 1840 年清末至 1910 年辛亥革命之前的

易學。此期易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為尚秉和，其易學著作頗豐，

如《周易古筮考》《左傳國語易象釋》《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

《周易時訓卦氣圖易象考》《連山歸藏卦名卦象考》《周易尚氏

學》等。其易學成就集中在易象學方面，提出「易辭從象生」

的觀點，歸納出覆象、對象、互象、大象、半象之法。

近現代易學，時間上從 1911年辛亥革命至今。此期易學

代表人物頗多，包括黃壽祺、于省吾、聞一多、金景芳、張岱

年、高亨、李鏡池、郭沫若、朱伯崑、潘雨廷、唐明邦、劉

大鈞、曾仕強、張善文、張其成、詹石窗等。其易學發展特

點表現為既探索《周易》之源，又研究歷代易學發展進程，出

現新術數學派、新數理科學派、現代易學派、道家易學派等。

除了遵循傳統的音韻、訓詁、考據的法度之外，當代易學最重

要的特點是引入自然科學，形成了「科學易」一派，這與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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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兹、玻爾等著名科學家對《周易》象數的青睞有一定關係。

沈仲濤的《易卦與代數之定律》《易卦與科學》成為「科學易」

的拓荒之作。薛學潛的《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超相對論》將

易學原理歸結為易卦方陣演變定律，認為相對論、物質波、量

子力學諸定律都可同易方陣定律契合。鄔恩溥、董光璧、江

國梁等人的著作着重論述了《周易》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天

文、曆法、數學、物理、化學、分子生物學、天文、地震等

方面的積極影響。至於道家易學，廣義上包括道教易學經典

的考察與研究，其代表作有詹石窗的《易學與道教思想關係研

究》《易學與道教符號揭秘》，此二書以及相關的一批探討《道

藏》中易學著作的論文，開創了「道家易」研究的先河，可謂

獨樹一幟。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易學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

程，它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其根本未變，而詮釋卻發

生了巨大變遷。易學作為經學，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領

域。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

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

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1。黃壽祺先生指出：

「所謂門庭者，便是從師講學如何下功夫，如何讀書。再申暢

其說，便是凡治某一種學問，必須求師指導一了當之途徑，使

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第 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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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迷惘眩惑，若不知要領，勞而無功也。」又曰：「原《易》

道廣大，無所不包，見仁見智，非止一端。今欲辨其門庭，

必須先論其源流宗派，知其源流宗派，然後知何者為本，何者

為末，何者為主，何者為客，本末既析，主賓既分，而門庭斯

立。」1我們了解了易學發展歷史，才能更好地研究《易》學的

思想內涵。

5. 學習與研究易學的價值何在？
首先，《易》是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一把鑰匙。正如之前

所講，《易》是華夏文明之源頭活水，是中國自然哲學與人文

傳統的智慧根源。在發展過程中，易學更是與諸多學科發生了

密切聯繫。某種程度上講，易學促進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全方

位、多層面的發展，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

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故而，學習和研究易學，能

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國傳統文化之精髓。

其次，《易》可為決策提供參考。《易》之為書，本是應預

測之需而產生。在中國古代，國家大事，諸如出兵打仗、皇位

繼承、祭祀典禮、婚喪嫁娶等都要由占筮最後決定。《史記》

有云：「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

1 黃壽祺：《論易學之門庭》，《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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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1《左傳》記載：昭

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

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蠱》的下卦「巽」為

長女、為風；上卦「艮」為少男、為山。根據傳統的解說，這

一卦象徵長女誘惑少男，又象徵風將山木樹葉吹落的蕭瑟景

象。又見《國語．晉語》載：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

公子，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

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濟

之矣，何不濟之有！」這條資料中所謂「之八」，是古時占筮的

一種規則：「之」是對應與變化的意思；「八」表示不動之爻。

在古《易》中，「六」代表老陰，「九」代表老陽，「七」代表少

陽，「八」代表少陰。凡是占得「九」與「六」，需變爻，即陰爻

變為陽爻、陽爻變為陰爻；而占得「七」與「八」，則不變爻。

「之八」就是在占卦過程中，「本卦」（現在卦）變為「之卦」（未

來卦）時，陰爻沒有變化。此外，古《易》的「先天卦位」，每

一卦有相應的數字為表徵：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故而，「《泰》之八」也就是《泰》卦變為

《坤》卦，上三爻因為都是陰爻，沒有變化，但整體卦象實際

1 《史記．龜策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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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發生變化的。至於「小往大來」，出自《泰》卦卦辭。所

謂「小往」，指的是陰爻居外卦；所謂「大來」，指的是陽爻居

內卦。《泰．彖》辭謂：「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這條資料表明：董因替重返家園的晉國公子重耳占卦，

遇《泰》卦。他先分析卦象，接着又引述卦辭判斷重耳受排擠

迫害的流亡時代已經結束，鼓勵重耳及時返歸家園。除了這兩

個例子，《左傳》《國語》中還有近二十個筮例，都體現了古人

按照占筮決策的過程。《易》之決策參考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時至今日，易學在預測中仍有廣泛運用，可以為人們的實際生

活提供一個參照系。

再次，《易》可為修身養性提供依憑。《繫辭上》謂：「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洗心先要退藏，關

鍵在「密」。「藏密洗心」也是後來理學討論的格物工夫以及修

養心性的重要途徑。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即由此出。

道家發揮《易》中的陰陽對應思想，提出「道法自然」「無為而

治」的理念，對於人之身心修養起到積極作用。儒家則發揮

《易》之中正思想，例如《易傳．乾．文言》就通過對乾卦辭「元

亨利貞」的解釋，提出四德說：「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文言》的解說以仁愛為

諸德之首，強調既要利人利物，又要符合正義。《坤．文言》

又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修德在先。《黃帝內經》

中的五行文化與陰陽文化，是易學與中醫相結合的典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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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醫醫國、醫人、醫病的精神。

最後，《易》可為社會生活提供文化價值觀：中正、變通、

積善、自強、太和。《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自下而上

為初、二、三、四、五、上，其中二、五爻分處上下卦之中，

是為「得中」。引申之，表示公平、公正，一個社會正氣、真

氣流行。此所謂《易》之中正也。何謂變通？《繫辭上》云「法

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天地是最大的「象」，而四

時更替則是最大的「變通」，人的活動的物理空間沒有超出天

地，人事吉凶的變化也不會超越四時變化的規律。掌握這種時

空觀，即可體味變通之神髓。《周易．坤》之《文言》有云：「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從這段陳述可知，《周易》持善德思想，乃是傳統文化核心價

值觀的重要淵源之一。積善得福的傳統，延續至今。至於自強

精神，乃源自《周易．乾》之《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此處之自強，有三個層面的含義：體魄、能力、德行。

孔子教育科目中有「六藝」，其中騎射乃是關乎體魄強健之要，

可見體魄的自強很早就為古人所重視。能力和德行方面的自

強自不必說，也是從古至今不斷強調的。最後是太和的價值

觀。《周易．乾》之《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乃利貞。」而老子《道德經》有「沖氣以為和」之說法。和

為貴的思想，貫穿於中國人的日常行為當中。當下我們倡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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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價值觀，正是對《易》之太和思想的最好詮釋。

6. 如何學習易學？
首先，了解掌握有關易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基本概念、卜

筮之法、閱讀古文的要領等。基本概念如太極、爻、陰陽、

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天

干和十二地支等。只有熟悉這些易學專用範疇，才能在之後的

學習中更好地理解《易》的根本原理及主要旨歸。所謂「未學

易，先學筮」，易學之初，以卜筮為要。故而，對占卜之各類

應用，如六爻、梅花易數等應有所了解，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

太極陰陽之學、五行生剋之道、「天人合一」之論以及宇宙全

息之理等。此外，需要強調的是，研習易學，應有過硬的古文

閱讀能力，掌握閱讀古文的要領。《周易》經傳本身成書於春

秋戰國之時，其文字晦澀難懂，而之後的易學著作也多由歷代

古文寫就，因此古文功底是學易的基礎。除上述三要點之外，

習《易》還應注意學習過程中的儒釋道互參共修，循序漸進。

其次，選擇一個好的讀本。《周易》的編次在古代就相對

混亂，各種版本的編次存在很大差別。戰國楚簡《周易》是目

前我們可見到的最早版本的《易》書。還有馬王堆出土的帛書

《周易》。《周易》通行本出自漢代費氏古文本。目前通行的編

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經注疏》中的《周易正義》和朱熹的《周易

本義》。此兩版均屬於經傳混合，將傳中的注釋放在經中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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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處。另有宋代呂祖謙等人採取經傳分離的編次。發展至

今，各種解說《易經》的書更是多如牛毛。讀書不當會誤入歧

途，所以在選擇何種版本的問題上應當慎重。黃壽祺、金景

芳、高亨等人的易著可供參考。

總而言之，易學研究應具有系統的、綜合的、聯繫的科學

觀點，注意義理與象數相結合、易學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相結

合，以易經為核心，以易傳為基礎，適度吸收現代科學觀念，

深刻體會《易》之宇宙觀、哲學思想與道德內涵。



上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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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周易》被尊為「五經」之首。孔子對該書非常

推崇，曾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將其

奉為修身處世的典範讀物。後來在傳播過程中，該書又廣泛影響

於釋、道二家，因此被世人稱為「群經之首」。從十七世紀始，《周

易》被介紹到西方，其所包含的二進制模式直接啟迪了現代計算

機的發明。可以說，《周易》所構建的基本理念和智慧，不僅影

響了中國人數千年的思維，還影響着世界人的思維；不僅影響了

古代人的思維，還影響着現代人的思維。《周易》就像一個可以

無限取用的聚寶盆，被古今中外的人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從各種

各樣的角度進行解讀，無論是誰，好像都能從中得到自己想要的

東西。然而，《周易》更像是一個大大的問號，雖然被讀了幾千

年，仍然有許多未解之謎，等待大家去發掘，比如：《周易》的書

名是甚麼意思？它的作者又是誰？它的基本內容如何？古人寫這

樣一本書是做甚麼用的？如此等等，而這些也是這本《周易》入

門書首先要向大家介紹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