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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为六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
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
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易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
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两汉的象数易学、魏晋的玄学易学、宋代的理学易学、明代的心学易学、清代的朴学易学以及近代的
科学易学等等，都具有各自的特色。
不同的易学家和易学派别从各个角度对《周易》一书进行解说、诠释，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博大精
深的《周易》文化。
    《周易》文化遗产丰厚，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能找到它的踪影。
《四库全书总目》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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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周易》和易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特别是其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理念、阴
阳变易的辩证思维、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的革新意识等，更是有着永恒的
魅力，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
态文明，也有着重要的资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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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余敦康先生论《周易》的和谐智慧《周易》的和谐思想《周易》的流派、特点与地位论帛书《要》篇
“《损》、《益》说”的两个问题论《系辞》为集录之书及相关问题苟子传《易》考述昭宣时期易学
思想的治国应用与创新发展汉魏之际的易学发展趋势郑玄易学在隋唐衰亡的原因初探易学与柳宗元的
文学创作《周易》与苏轼蜀学略论《诚斋易传》的易学思想杨甲及其《周易图》考辨易学思想与张居
正改革清儒易学平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的易学观《四库提要》的易学研究成就乾隆帝
易学论析《周易》认识世界的元创性——医易同源今说《红楼梦》中的数字象征与道袍之谜易学思想
与明代帝陵风水漫谈北京风水形胜汪学群先生《清代中期易学》读后附录：　附录一 《中国易学文献
集成》拟目　附录二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卷一～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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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形式与内容不可分，象数与义理紧密结合。
讲象数，目的在于阐发某种义理；谈义理，也不能脱离象数这种表现工具。
《周易》这部书是中外思想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它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义理派与象数派之争不在于是否摒弃另一方，而在于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内容
屈从于形式还是形式服从于内容。
　　就《易传》的主导倾向言，它属于义理派易学。
《易传》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把《易经》这部占筮之书改造成为一部哲学之书，根本原因在于它发挥了
解释学的优势。
《易传》并没有扫落象数，只是在处理象数与义理的关系时，把义理摆在首位，使象数服从于阐明义
理的需要。
为此，《易传》对象数的体例、结构和功能作了一系列不同于筮法的新规定，诸如承、乘、比、应、
时、位、中等，这些规定也是《易传》解释《易经》并且阐发自己哲学思想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易传》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立足于本体论哲学的高度，来说明象数与
义理之间的关系。
象数有形可见，是为形而下，义理隐藏于象数之中，无影无形，是为形而上，但形而上的义理必须借
助形而下的象数才能表现出来。
《系辞》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①这就是义理派易学的理论依据。
它首先肯定有“圣人之意”，这就是义理，也就是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文字语言不能完全表达，
所以圣人借助于《周易》卦象、爻象以及卦辞来表达，在言（卦爻辞）、象（卦爻象）、意（义理）
三者的关系中，意居于首位。
　　但另一方面，《易传》也没有完全否定占筮，而是保留了某些对象数的神秘崇拜。
比如它把卦爻结构看做一个圆满自足的先验体系，认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些神秘的数字是事
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说卦》中把八卦与四时、八方相配，组成为一个八卦方位的世界图式
，并且列举了一系列来自宗教巫术的卦象，作为沟通神人关系的手段、预测吉凶祸福的依据。
所有这些表明，《易传》还存在一种与义理派格格不入的象数派倾向。
　　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易学倾向并存于《易传》之中，有时把义理置于首位，有时又把象数目为神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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