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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周易》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节选）　　一　　《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
，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易经》约成书于殷周之际，《易传》约成书于战国时
期。
汉代立经学博士，《周易》被奉为经书，此后的两千余年间，它一直稳居封建时代主流学术的核心地
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然而，由于《周易》自身的复杂性，加之近代以来国人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陌生，人们对《周易》
的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多偏差，或者视之为神秘的天书，或者视之为单纯的占卜算命之书。
而社会上的一些旁门左道也都喜欢攀附《周易》，以神秘其说，于是《周易》的面貌变得光怪陆离，
让人觉得好像是雾里看花，似近实远。
　　事实上，如果你懂一点相关知识的话，就会发现《周易》并不神秘。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成语，许多都出自《周易》，或与《周易》有关，如：居安思危、穷变通久
、自强不息、韬光养晦、否极泰来、三阳开泰、革故鼎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洗心革面、义结金
兰⋯⋯等等。
其中象 “否极泰来”这个成语,就来自《周易》的《泰》卦和《否》卦,《泰》卦后面是《否》卦,否极
泰来，意思是坏的过去好的到来。
又如“革故鼎新”,是由《周易》里边的两卦《革》卦和《鼎》卦组成，革是变革，鼎是鼎立。
革去旧的东西,建立新的东西，就叫“革故鼎新”。
再如“义结金兰”,是指两个人或几个人的感情不错,要结义为兄弟,即所谓的结金兰之好。
这个成语即出自孔子对《同人》卦的解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还有成语“三阳开泰”,“三阳”指的就是《泰》卦下面的三个阳爻。
等等等等。
　　再比如，北京故宫的三大殿：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这三大殿是清代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其名字 “保和”、“太和”、“中和”,就来自于《周易》。
又如故宫里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由交泰殿联结，就是根据了《周易》的思想原理。
又如,过去称皇帝为“九五之尊”,这个“九五之尊”也来自于《周易》，《周易》的《乾》卦九五爻
的爻辞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这是《乾》卦中最好的一个爻位,乾代表天,而九五又是“飞龙在天”,所以把它比作皇帝，并称之为
“九五之尊”。
　　其它如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比如我们定下了一件事情,第二天又改变了主意,我们通常会说：“又
变卦了”， “变卦”一词，也来自于《周易》。
可见，《周易》一点都不神秘，它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二　　既然《周易》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给《周易》定位呢？
或者换句话说，《周易》究竟应该算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
回答这一问题前，请先看看清代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这样一段话：　　　　易道广大，
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
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
　　　　意思是说，天文、 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道士炼丹等,各个方面都与《周易》
有关，都受到《周易》深刻的影响。
这说明《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有影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
　　由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周易》的地位非常特殊。
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而经学的核心则是易学，《周易》是处于传统学术核心之核
心的地位。
所以当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曾说：“易乃大道之源。
”著名旅美学者成中英先生则形象地称《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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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地诠释 《周易》的过程中,生生不息焕发青春的。
著名易学家、哲学家朱伯崑先生认为,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接触之前,即近代之前,主要是靠研究《周易》
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理解宇宙、认识社会，把握人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
　　要而言之，关于《周易》的定位，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既然如此，我们学习《周易》，目的是什么？
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可以思考：第一个层面，即知识的层面。
了解《周易》的基本内容，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大有裨益；第二个层面,学习《周易》对于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及其特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第三个层面,也是笔者在本书中
重点论述的,就是对于帮助我们安身立命，过正确合理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而这也正是孔圣为我们探索出的一条学《易》之路。
据史料记载，孔子早年由于瞧不起巫师之流，对于《周易》并不十分看重，到了晚年重读《周易》，
发现里面有“古之遗言”，有“德义”可观，于是“晚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读之韦编三绝”，并慨叹说：“假吾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夫子把学习《周易》的目的，定位在“无大过”上面,“无大过”就是不犯大错误。
这是他的学《易》体会。
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学习《周易》的目的。
这本小书就是要探讨《周易》的智慧，探讨少犯大错误的智慧，探讨安身立命的智慧！
　　本书分内外两编，由二十个易学命题构成，讨论了《周易》智慧及其对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包含处世方法和德性涵养两个层面的内容，撇开后者只谈前者，则容易流
于机心与游世；撇开前者只谈后者，则容易流于迂腐与拘谨。
所以，本书内编讨人生活动的德性基础，外编讨论人生活动的方法原则。
前者可谓变中之常，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守持，以使自己保持并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后者可谓常
中之变，可因时地的不同而有所变易，以使自己合乎并顺应时势的流转。
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有机地结合二者，才能使人显得既厚重，又智慧。
考虑到《周易》一书结构特殊，有一套专门的术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附录”中还特别收录了一
篇专门介绍易学基础知识的文字，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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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内、外两编、二十个易学命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讨论了《周易》智慧及其对现实人生的指导
意义，在引用古代故事的同时，还举了很多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案例。
作者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包含处世方法和德性涵养两个层面的内容，撇开后者只谈前者，则容易流
于机心与游世；撇开前者只谈后者，则容易流于迂腐与拘谨。
所以，内篇讨论人生活动的德性基础，外篇讨论人生活动的方法原则。
前者可谓变中之常，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守持，以使自己保持并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后者可谓常
中之变，可因时地的不同而有所变易，以使自己合乎并顺应时势的流转。
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有机地结合二者，才能使人显得既厚重，又智慧。
《周易与人生》的“附录”部分则讨论了什么是命，八字与命运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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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自强不息（节选）　　说到“自强不息”这一成语，人们或许并不觉得陌生；但如果说它出
自于《周易》，不少朋友大概还不十分了然。
《易传》在解释《乾》卦时说过一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就是“自强不息”一语的出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很是耐人寻味，“君子以”是“君子应当”的意思。
“君子应当”如何呢？
“应当”“自强不息”。
为什么应当“自强不息”呢？
因为“天行健”。
可以说“天行健”，是“君子以”的所以然之故。
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说，是“君子以”的哲学基础。
　　　　1．1　　那么，为什么“天行健”，君子就应该“自强不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从《周易》中的“健”字入手。
　　“健”字在《易传》中共出现了15次。
其中，《彖传》中出现了10次，《象传》、《文言传》、《系辞传》中各出现了1次，《说卦传》中出
现了2次。
除《说卦传》中有一条是指震卦外，其余14条均是指三画卦乾而言的，如《乾?象传》、《乾?文言传
》、《需?彖传》、《讼?彖传》、《小畜?彖传》、《泰?彖传》、《同人?彖传》、《大有?彖传》、《
无妄?彖传》、《大畜?彖传》、《夬?彖传》等。
这些材料中的“健”字，基本上都是用来解释卦象中的三画卦乾的。
可见，“健”是乾卦所独有的品格之一。
　　另外，在《周易》中，还有几个六画卦中含有三画卦乾，但《易传》并没有以“健”来解释它，
如《履》、《否》、《遁》、《大壮》、《姤》等。
不过《否》之《彖传》曰：“内柔而外刚。
”《大壮》之《彖传》曰：“刚以动。
”《姤》之《彖传》曰：“柔遇刚。
”均是用“刚”字来解释乾卦，说明“刚”也是乾卦的主要品格。
　　《易传》以“刚”释乾，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就是在他看来，乾是阳类属性的总代表，用《系辞
传》的话说，即“乾，阳物也”。
因此，乾卦的卦象全部是由阳爻组成的（无论是三画卦还是六画卦），可以说是纯阳之体。
而乾卦之外的其他卦中的阳爻，其性质自然也就反映或分有了乾的性质。
或者换句话说，《周易》六十四卦，无论是哪一卦，其中的阳爻，都在该卦中彰显着乾健之性的作用
，不管这种作用是否适当。
　　要而言之，乾的品格为“刚健”。
　　那么，为什么在《周易》中乾卦的品格为“刚健”呢？
这是因为乾在《周易》中象征天，乾的基本取象为天。
请看下面的例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象传》）　　云上于天，需。
（《需?象传》）　　天与水违行，讼。
（《讼?象传》）　　风行天上，小畜。
（《小畜?象传》）　　⋯⋯　　　　组成《需》卦和《讼》卦的两个三画卦分别是乾和坎（位次不一
样），据《说卦传》，乾为天，坎为水，又为云，所以两卦的《象传》分别谓之“云上于天”、 “天
与水违行”。
组成《小畜》的两个三画卦分别是乾和巽，据《说卦传》，巽为风，所以《小畜》卦的《象传》谓之
“风行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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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如《履?象传》、《泰?象传》、《否?象传》、《同人?象传》、《大有?象传》、《无妄?象传》、
《大畜?象传》、《遁?象传》、《大壮?象传》、《夬?象传》、《姤?象传》等，也都是以乾之取象为
天，并以此而立说的。
　　　　1．2　　那么，为什么《周易》要把天作为乾的取象，并用乾象征天呢？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大体而言，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关。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材料：　　　　天有纯刚，故有健用。
今画纯阳之卦，以比拟之，故谓之象。
⋯⋯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
乾是众健之训，⋯⋯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惟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
，故言天行健。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一）　　　　这是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一书中解释《乾》卦
的《象传》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天有纯刚的属性，所以有刚健的功用。
《周易》用三个（或六个）阳爻象征它，也正是为了以此模拟天的刚健。
而天之所以有这种刚健的属性，乃是由于它周流运转，没有停息的时候；在在生动，没有衰竭的时候
。
孔颖达在该书中还引用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刘表的解释说：“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
亏退，故云天行健。
此谓天之自然之象。
”很显然，孔颖达所谓的“惟天之行，日过一度”也好，刘表的“天体之行，昼夜不息”也好，他们
都是在以天文学意义上的天为根据，解释乾卦“刚健”之性的来源。
类似的解释还很多，如三国时期的著名易学家虞翻就曾用“天一日一夜过周一度”解释“自强不息”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古代，天文学是相当地发达的，据传早在黄帝时期，就曾“考定星历，建立
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史记?历书》）。
到了尧帝的时代，便已形成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较为成熟的历法系统
（《尚书?尧典》）。
至于夏商周三代，天文历法就更是趋于完善了，如殷商王朝以干支纪日，周而复始，一年12个月，并
有置闰；同时还对日食和新星等异常天象有所记录。
这些无疑对于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是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
　　《周易》本属于蓍占类著作，但由于它的蓍占是透过由阴爻阳爻组成的卦画及卦画所组成的卦象
来完成的，所以，其中也明显地吸收了许多星象学方面的知识和内容。
例如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就曾经利用天文学的知识，对《乾》卦作出过颇具特色的解释。
李镜池先生受此启发，释《乾》卦的“龙”字为龙星，并认为“潜龙”就是秋分的龙星。
其它如“月几望，吉”（《归妹》六五）；“宜日中”（《丰》）；“日中见斗”（《丰》六二、九
四）：“日中见沫”（《丰》九三）：“月几望，马匹亡”（《中孚》六四）等，也分明是与天文星
象有着密切关系的话语。
诚如《系辞传》在记述八卦的起源时所说的，“仰以观于天文”，“仰则观象于天”，“天垂象，见
吉凶”，等等等等。
乾卦的取象于天，也正与此有关。
可以说，《周易》是用一种新的方式，从新的角度对古代天文学的部分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吸收。
这也为以后的易学家们借助于天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诠释《易》辞（如汉代的卦气说）提供了根据。
　　然而，《周易》用新的方式，从新的角度对古代天文学的部分成果进行的总结和吸收，并没有仅
仅停留在单纯的对自然天象的类比或模拟上，而是更进一步，以拟人的手法，从哲学的高度对自然天
象所表现出来的品格和精神进行了概括。
《易传》所谓的“天行健”，就是利用《乾》卦的符号特征对天的刚健品格作出的概括。
《乾》卦的《彖传》说：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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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是一段十分优美的文字，《彖传》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概括了《乾》卦的特性。
如果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是：　　　　伟大啊乾元，万物资取它才有开始，而它则本之于天。
云气飘动甘雨降临，万类在流动中成形。
太阳一出一入，六个爻位适时完成。
因时制宜驾乘六条巨龙巡游天空。
天道变化，决定了万物的命运和本性。
保持那本来的和皆，才可能合宜贞正。
它始生万物，使普世获得安宁。
　　　　这是一种多么盎然充沛的力量啊！
难怪《象传》要用“天行健”来概括它了。
“资始”，是指万物因他而有开始。
明朝的著名易学家来知德解释说：“乾元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资始者，
无物不有也；统天者，无时不然也。
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此乾元之所以为大也”（《周易集注》）。
这是说，宇宙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靠着“乾元”来开创、来开始的。
　　然而，“始”还不等于“生”，因为它还不能赋予生命以完整的形式，还需要“至哉坤元”的配
合，才能使“万物资生”（详下章）。
所以，“乾元”“资始”，不是“创始”，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创世之始。
也正因为这样，它才不像犹太人的上帝那样，工作了六天，就把一切都造出来了。
相反，它需要具备“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品格，在宇宙变易的历程中生生相因，赓续不已，
这就是《周易》所谓的“生生”，用《系辞传》的话说，这叫“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广
生焉”。
　　天道的“资始”和生生不息，使之具备了刚健中正的品格和能动进取的精神，《周易》称之谓：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彖传》）；“乾元者，始亨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大
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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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易与人生》听杨庆中老师讲“《周易》与人生”！
丰富我们的生活智慧与生命智慧！
把握变化之道，享受生命的乐趣！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迁善改过 谦卑礼敬 利以合义 乐天知命 当位处顺 知几察变 屈伸有度 求同存异 
否极泰来 革故鼎新　　《周易》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中。
　　《周易与人生》卖点：　　语言通俗，可读性强，是学习周易中人生智慧的最佳读本。
　　图文并茂，用周易智慧指导读者把握人生命运。
　　所涉及二十个易学命题，都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许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
成语，具有很好的启发性。
　　是对周易的智慧的积极解读，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内容深入浅出，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作者是易学界的权威人士。
　　《周易与人生》读者定位：普通大学生、具有基本文化修养的普通人群、 对易学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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