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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界有个共识，认为《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然而在研究、探讨《周易》一书的性质上，却出
现了明显的分歧。
持传统观念者，认为该书是一部卜筮之书，另一种接受近代西方思想观念者，则认为是一部哲学著作
。
还有以为是养生、天文、地理、农业、军事、美学等等，见解上可谓五花八门。
窃以为《周易》古经(以下简称《易》)既不是谈卜筮，也不是说哲学，更不是论养生之种种，而是在
于阐述人生之真谛、生命之本然的传统生命之学。
    纵观《易》之全文，难以见到关于世界的本源与生命的本质等有关哲学基本命题的论述。
《易》只是提出了人生有关生命终极价值的一个远大目标(乾坤二卦)，然后重点阐述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应该怎样做的问题(除外乾坤二卦外的其他六十二卦)。
因此，虽然《易》中不乏哲理性的论述，但也很难给其做出是纯粹探讨哲学问题著作的判断。
把《易》说成是卦书，始于《易传》。
《易》中关于“筮”字是非常鲜见的，在蒙卦卦辞中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之语句。
《说文》将“筮”字解为：“筮，易卦用蓍也。
”以为“筮”就是算卦用的蓍草，实则该卦的卦辞不过是举算卦为例来说明问题而已。
《系辞》又通过对数字的演变发明了筮法，指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
又“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扬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扬而后挂。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有据于此，后世几乎所有卦书，莫不于此基础之上进行占卜方面的发挥。
实则《易》卦爻辞中根本找不到有关筮法的言辞，因此将《易》解为卦书，《易传》的错误引导当是
其首过。
至于将《易》解为养生、天文、地理、农业、军事、美学等等，不过是臆想的以偏概全而已，根本没
有探讨的价值。
    众所周知，中医学的思想核心是阴阳理论。
一般认为阴阳学说源于《周易》，可用以概括说明世间一切事物的构成和运动变化规律。
中医学则主要应用这一理论来统说人体的脏腑、经络，精、气、神等基本理论，用以说明人体的生理
功能和病理变化，进而确立治疗原则。
然后以针灸、按摩以及中药等为手段进行治疗。
而《易》亦以阴阳理论为说理工具，以精、气为物质基础，以神为妙用，从而使精化气，气化神，神
化虚。
《易》与中医学皆言精、气、神，但《易》所重为先天，而中医学所重为后天。
《易》所追求的是形而上之终极，中医学所探讨的是形而下之应用。
《易》所用的阴阳是在自体中使之相互匹配，开发出人体内在的潜能，以使身体的生理、心理发生质
变，形成生命层次的跃迁，而中医学所应用的阴阳主要是用于医者对患者的病情判断，并应用外物的
力量为其予以治疗。
由于目的和手段的不同，虽然说理所用的工具相当，其结果却是导致了殊途。
所以《易》走向了追求、探讨生命本质的传统生命学，而中医学则是向治病救人的传统医学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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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一书，多选用当时社会上或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物来举例，喜用暗喻的笔法以说明事理。
不明此理，往往会望文生义。
如《易》中的“龙”，狭义上应喻指人体的元气；“大人”或“王”等多喻指五脏六腑中心论的心；
“鹿”，指人的心念；“婚媾”，指心与元精或元气的交流，等等。
以上所举为《易》之传统生命学一些关键性的名词，只有看破这些名词语句的表意，才能真正明其所
以。
从传统生命学的观点出发，可以通篇连贯自如地解释《易》之全文。
仅此一点，当引起学界研究者的重视。
历史上许多人曾经试图用一以贯之的方法来注释《易》，但是均因选题的局限而未能如愿。
    《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撰两大部分。
经即原始的经文，由六十四卦组成。
每一卦包括卦符(即六根或实或虚的线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排列出来的图像)，卦名(符号的名字)，卦
辞(卦名后面的话，讲该卦的核心内容)；爻题(一个卦里面的一根或虚或实的线叫做一个爻，爻的名字
就是爻题)和爻辞(在爻题后面讲这一爻的内容的话)。
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计三百八十四爻。
至于《易传》，多把古经文发挥到社会历史、人文政治以及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事物上，用为治世之学
，可谓功也在彼，过也在彼，故本书对于《易传》的内容，不予讨论。
六十四卦卦辞，所讲应为修身体道、实践生命本然的有关理法原则、要求、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六十四
个大事，而每一卦中的爻辞，则为围绕该卦叙述六个小事。
因此可以断言：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辞，其内容所及绝非是谈行为得失、论断吉凶的占卜，也不是言
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农事、用兵等，而只能是古人感悟天地，认识生命，实践生命的学问。
    此所谓的“周易传统生命学”，主要是运用传统中医学以及后世的道学、佛学、儒学等有关对生命
的认识理解和实践方法等理论，力求对其原古经文予以通俗的翻译并进行科学的分析，以为至今仍然
对古代传统生命学充满兴趣的朋友，奉献一点精神食粮。
此外，研究《易》之传统生命学，对中医学向形而上理论方向的发展，可谓指明了出路：而对于培养
真正懂得中医、热爱中医、信奉中医的中医专业人才，具有非常可行的、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若想读懂《易》之古经文，除对文中所举的事例应弄清其暗含的寓意外，对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某些
字词，更应该从生命学的高度予以统一的认识。
如元、亨、利、贞、孚、吉、凶、无咎、吝、悔等。
元，即元气；亨，指元气对身心的温煦作用；利，为有利，利于，宜于；贞，指体道信念的坚定；孚
，指诚实的信仰；吉，即好或正确；凶，与“吉”相对，为不好或不正确；无咎，指不会出现差错；
吝，本意为吝啬，文中多含有尴尬之意；悔，即后悔，为一种普遍的不良情绪，并且含有怀疑的成分
。
文中将古人对生命学的实践称为“体道”或“体道实践”，将付诸践行者称为“体道者”，将普通人
称为“常人”。
行文中，因每一卦的卦符添加到正文中比较麻烦，故将一张64卦卦图图片附于书末。
    笔者曾用数年时间研读《老子》，幸于2007年4月出版了《老子传统生命学解析》一书。
其思想脉络，正是沿着古人对生命认识、实践的道路，窥视到《老子》如诗歌一般对生命如何进化、
归终的诠释。
个人觉得，《老子》一书，其思想理论源于《易》，是对《易》最好的发挥性注文。
由于有此方面知识的点滴积累，因而在完成本选题时，尚不至于力不从心。
但因《易》中生僻的字、词以及典故较多，故在查阅、筛选资料以及作出分析判断时颇为费时费力。
长春中医药大学周建华教授曾对拙作《老子传统生命学解析》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在本书撰写
的彷徨时期送来了无私的鼓励，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于选题的原因，对原文某些内容找不到旁证的资料，臆测性的论述颇多，所以缺点和错误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对传统生命学感兴趣的朋友，多多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编者    2012年2月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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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传统生命学解析》从传统生命学角度入手，探讨古人对于人类生命的理解、认识与实践。
书中揭示了人类生命进化的目标，阐明了生命践行的原则、方法、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内容。
《周易传统生命学解析》按64卦卦序分为64章，每章均冠以标题，以提示该章的主旨，并按【原文】
、【译文】、【章旨】、【分析】的顺序编排。
重点内容主要体现在【译文】与【分析】两个部分。
适合于周易爱好者和传统生命学爱好者参阅。
本书由韩永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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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安贞，吉。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贞。
    【译文】女性体道者，由于元气的产生而进人了先天境界，元气具有温煦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作
用，宜于女性体道者保持信念的坚定。
由于男性体道者有了体道实践的先行经验，借鉴的结果往往使女性体道者先迷惑而后才明了主要的方
向。
静修时选择清晨至午前的时间会得到阳气的助益，如选择下午至夜半的时间则得不到阳气的助益。
安心地、坚定地进行生命的体道实践，其结果一定很好。
(初六)初人于先天境界时元阴的产生似履霜踏雪，坚冰如期而至一般。
(六二)元阴进一步增加，其用意的原则是“直、方、大”，如果不注重修习“虚无”之法，结果则不
利。
(六三)元阴不断增多，显现出了生命的美好及信念的坚定，有时会动意而与元阴交流，达不到阴阳交
流成功的目的，但最终会有好的结果。
(六四)像扎紧了的口袋一样地感悟天地和人生。
(六五)像穿上了黄衣裳一样，美好而吉祥。
(上六)元阴之气过盛，像两条龙在荒野打架一样，流出了黑黄色的血液。
(用六)若要使用元阴之气的功能，宜于永远坚定地保持不追求的状态。
    【章旨】坤卦为上坤下坤，坤为地。
其象为地，六爻皆为阴爻，为纯阴之卦，代表了阴性事物的先天状态。
暗示女性体道者的生命已经由后天复返到先天，充满了柔和的生机，获得了生命的长久存在。
坤卦表女性体道者的先天境界及其修行次第等事项，其基本思想与乾卦大致相同。
只是个别语句上，有轻视女性的观感。
本卦的卦辞部分指明了女性体道者的先天境界以及修炼时间的选择、爻辞部分从初入先天之门时的状
态、调心之法、内涵之美、静静地等待、“黄裳”之美、元阴之气过亢以及元阴之气的德用原则等方
面予以论述。
    【分析】    一、女性体道者的先天境界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安贞，吉。
”    女性体道者，在体道的过程中进入了道的门径，跨人先天境界，谓之“坤”。
坤，八卦之一，代表地，指女性体道者的先天状态。
进入先天境界之后，元精可以化为元气，称为“元”。
元，即元气，在女子为元阴。
女性体道者人得道门，元精化为元气，因元阴之气温煦、滋养身心，故言“亨”。
此处之“亨”，与乾卦的“亨”同意。
在元阴之气的温煦、滋养下，脏腑功能逐渐旺盛，身心和谐畅通，因而有利于女性体道者保持体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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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坚定，故称“利牝马之贞”。
牝马，即母马，喻指女性体道者。
由此不难看出，《易》作者具有轻视女性的思想。
由于男性体道者行体道之事在先，而且会取得一定的先行经验，女性体道者既然落在了后面，那么刚
开始体道时就必然会参考已经先行的男性体道者体道的有关理论、方法和经验，甚至会照搬照抄，丝
毫不差地拿过来为我所用，因此开始阶段出现了不得其法的迷惑，经过摸索实践后方搞清楚其中的关
键，名之为“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君子，指男性体道者。
有攸往，即有所往，有所前进之意。
攸，所；往，去之意，指前进。
迷，迷惑；主，意为主要的，指女性体道人门的关键。
依据乾卦“初九”、“九二”的观点以及《老子》第六章的论述，可以认为男性体道者所采用的是意
守下丹田的方法走入了先天的门径，若女性体道者亦如此进行，则往往易出现头晕、眩晕等症状，根
本就谈不到什么调心人静，此一点令女性体道者所迷惑。
其原因在于，男属阳，阳为上，所以男性体道者意守下元可以有效地调节身心的平衡；女属阴，阴为
下，若意守下元则会使下焦的阴气益盛，清阳之气不能上达，所以会出现头晕、眩晕等症状。
通过实践，女性体道者幡然醒悟，认识到了这种意守下元的以一念取代万念的方法在生理上违背了女
性自身的条件，所以明确了调心入静的道理和方向，转而寻求其他人静的方法。
    关于“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是历史上解释最为混乱不清的一句。
句中的“西南”与“东北”，亦可以句读为“西、南”，“东、北”，肯定是指方位而言，关键是“
得朋”与“丧朋”之所指。
从字面分析，可以理解为：前者当指得到友人的助益，而后者为丧失友人的助益。
那么，西南方向与东北方向的友人究竟是谁呢？
窃以为既不是指高山，也不是指平地；既非殷(商)，亦非周。
从与生命学的相关性来推断，似指月亮的季节升降变化所衬托出的一日中四时阳气的流变。
大体而言，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春、夏两季，圆月自东南方升起，落于西南方；而秋冬两季则从东
北方升起，落于西北方。
按《内径》理论，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
而人体内气血的运行规律，在一日问亦同白天与黑夜的变化交替一样，晨起后气血方生，至午最隆，
傍晚的时候已弱，到夜半人藏于五脏。
故“利西南”，当指体道者于早晨至午间前后一段时间适合于练功，能得到这两个时间段阳气运行由
生而长的助益，故日“得朋”。
而“东北”，指选择日暮到夜半这两个时间段来练功，既不符合自身气血运行的规律，也得不到自然
之气的助益，故言“丧朋”。
从以上分析可知，所谓“朋”，当指一日四时中的自然之气(阳气)。
古人以圆月的季节方位衬托出一年四季的变化，由四季联系到一日内的日夜交替阴阳之变，参以人与
自然相应之理，为自然而然之事。
明了了每日中的最佳练功时间，为了能够在清晨的时间如法实践，则应早睡早起，安排好生活作息，
安安静静地于心中保持好坚定的体道信念，如此作为是为正确，故言“安贞，吉”。
    二、初入先天之门时的状态    “初六，履霜。
坚冰至。
”    脚踩在霜上了，谓之“履霜”。
霜，《说文解字》释为：“霜，露所凝也。
土气津液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
”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多形成于0。
C以下的夜间，我国北方以秋末及冬天多见。
通常，日出后不久霜很快就融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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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脚踩在霜上了，自然就会知道水要结成结实的冰了，预示着寒冷天气的到来，故言“坚冰至”。
    坤卦“初六”用“履霜，坚冰至”这一常见的自然现象，来暗喻女性体道者元阴之气的凝结，已由
后天跨入了先天之门。
前文以道家内丹术的“百日筑基”解析了乾卦“初九”男性体道者人于先天之门的简要方法及过程，
其中意守下元的入门方法，不适用于女性。
今之女性体道者，当以金代文冠孙不二的《孙不二元君法语》一书为蓝本，参以今注，才不至于方向
错误。
《孙不二元君法语》收有《坤道功夫次第》五言诗14首和《女功内丹》七言诗7首，全部以诗歌的形式
描述女子内丹的法理及内景。
《坤道功夫次第》之诗题先后为《收心》、《养炁》、《行功》、《轩龙》、《养丹》、《胎息》、
《符火》、《接药》、《炼炁》《服食》、《辟谷》、《面壁》《出神》、《冲举》等，概括性地叙
述了女子内丹的功法次第。
今之所流行的女丹功，以“止念”、“调心”、“守中”为法，其中的“守中”，就是每当子夜后、
午时前，阳气发动之时，扫除一切杂念，意守两乳中间的膻中穴，同时结合呼吸的调整。
这种采取守窍的方法，虽人手快捷，但把握难度较大，容易出现弊病。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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