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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国外兴起了《易经》热，不特众多古代注释《易经》的名著再版行世；今人注
解《易经》的书籍，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呈现于世！
不过古代注释本，虽然说理精详，因为用的是古文，现代人有部分感到不容易完全明白其意义；而近
现代语体文注解本，对于原文文字意义，大都解释清楚，容易接受，较之古代注释，更便初学。
但除了极少数外，一般都有意或无意没有把后世学者研究《易经》发展的精义包容其中，使人很难了
解《易经》为何这么伟大！
老师大半生研究《易经》，体会到这种情况，所以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讲授《易经
》时，便针对当前所需，详细解释《乾》、《坤》、《屯》三卦，不独具备了今天语体文注解本明白
易懂的优点，更继承了古代注家的传统，将原文文字引而未发的宇宙、人生哲理加以阐释、发挥，甚
至将原文相关的义例详细说明，指导学者应用此等义例，解读其他各卦，对于进一步了解《易经》，
很有启发。
我听了讲课录音，再看了整理成为文字的这一本书之后，不特对这三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对这
三卦所阐述的天地之道的自然规律和人道的人生哲理也有了初步的体悟。
对于《易经》已有初步认识而想进一步了解高一层次的读者，这是一本好书！
甚至初学的，如果能够细心阅读，也是一本人门的好书！
所以敢向广大的读者推介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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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讲堂1-周易概论》　　本书是根据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办、黄汉立老师演讲
的易学课程《如何打开之门》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内容既涉及《易经》、易传《十翼》与易学发展的
重点介绍，也精辟地阐述了《周易》与占筮、太极图、太极拳及丹道的关系与精粹所在，并旁及西方
文化以作比较，可视为开启中国文化宝库不可多得的钥匙。
　　《易经讲堂2-乾、坤、屯阐微》　　本书是作者继其 “易经讲堂①”讲述《易经》概论后，进一
步具体而深入地分析卦、爻的著作。
　　书中以传统的“阴阳之学”，及时、位、中、承、乘、比、应等义例，去解释天道、地道、人道
种种变化无穷的规律，从而让读者明白所谓“吉凶得失”皆自取，以及进德修业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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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汉立 ，1939年生，幼承庭训，研习《易经》《老子》《庄子》《史记》等，又得族叔传授龙门派炼
养功诀，幼年已通任督二脉。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在学期间，深得钱宾四、牟润孙、罗慨烈、伍叔傥、
柳存仁诸师悉心启迪，于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上，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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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易经讲堂1-周易概论》　序一 获益良多的《易经讲堂》 霍震寰　序二 跟黄老师打开《易经》之门 
谢锡金　序三 学易者的最高境界 李安　自序 黄汉立　第一章 《易经》是一本怎样的书　　引言：《
易经》释名　　《周易》、《易传》如何变成经　　《周易古经》的体例与来源　　八卦的由来与象
征　　从八卦发展至六十四卦　　代表宏观总论的卦辞　　代表时空细节的爻辞　　判断辞的意义与
条件性　　《周易古经》的作者及创作时代　　《周易古经》的内容特色　　《周易古经》的性质　
第二章 《十翼》要义简介　　引言：《十翼》的作者及写作年代　　《十翼》七种十篇简介　　《十
翼》的重要规律　　以《乾卦》为例看《十翼》对《易经》的阐释　第三章 易学与占筮　　引言：如
何看《周易》的占筮法　　《周易》的天地之数与五行之关系　　《周易》的占筮法　　占筮产生别
卦的过程　　卦爻象征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　　占卜示范　　朱熹的变占法则　　占筮的利与弊　第
四章 易学与《太极图说》　　引言：易学之象数学派　　“河图”、“洛书”简介　　周敦颐太极图
的出处　　无极而太极　　太极是什么　　太极如何运动　　阴阳而后生五行　　化生万物　　人性
与天性　　天人合一与生死观　　周敦颐的贡献　第五章 易学与太极拳　　引言：太极拳与易学的关
系　　“太极”是什么？
　　太极拳如何利用“太极”原理　　一阴一阳之谓道　　对待与互相渗透　　流行的两种可能：渐
化与顿变　　如何将对待、流行应用于太极拳？
　　太极拳定式的重要性　　如何应用五行于太极拳？
　　心为太极的方法　　太极拳的养生之道　第六章 易学与丹道　　引言：易学与丹道关系之始　　
阴阳鱼太极图之来源与特点　　阴阳鱼太极图的开创性　　十二消息卦图与气候及卦象　　阴阳鱼太
极图与丹道　　阴阳鱼太极图与周天功　　周天功功法如何配合天地运行　第七章 如何深入探讨《易
经》　　引言：《易经》成为易学的经过　　易学两大派：象数与义理　　汉朝易学，象数为主流　
　晋唐易学，义理抬头　　宋明易学，象数义理并重　　清朝易学，以汉易为师　　如何深入研究《
易经》？
　　基本参考书目简介　附录：基本参考书目《易经讲堂2-乾、坤、屯阐微》　序一 承先启后的《易
经》阐微　序二 《易经》与教育的变易理论　序三 我对《乾》、《坤》、《屯》三卦的体会　自序
　第一章 《周易》导论　　何谓《周易》之“周”？
　　何谓《周易》之“易”？
　　《周易》的体例——六十四卦　　何谓“数字卦”？
　　何谓“卦”？
　第二章 《乾卦》阐微（一）——卦辞、爻辞　　《乾卦》卦名　　《乾卦》卦辞　　何谓“爻”？
　　“爻位”三大原则　　《乾卦》之“初九”爻辞　　象辞与占辞　　《乾卦》之“九二”爻辞　
　“应”的规则　　《乾卦》之“九三”爻辞　　《乾卦》之“九四”爻辞　　《易经》的基本精神
　　《乾卦》之“九五”爻辞　　《乾卦》之“上九”爻辞　　《乾卦》六爻全变　　《乾卦》爻辞
总结　第三章 《乾卦》阐微（二）——《彖传》、《大象传》、《小象传》　　《彖传》的“爻位说
”　　《彖传》对《乾卦》的诠释　　《大象传》对《乾卦》卦辞的诠释　　《小象传》对《乾卦》
爻辞的诠释　第四章 《乾卦》阐微（三）——《文言传》　　《文言传》对《乾卦》卦辞的诠释　　
《文言传》对《乾卦》爻辞的诠释　　“元亨利贞”的引申　　读《易经》的方法　　“阴阳”的引
申　　“推天道以明人道”的引申　　“天人合一”的引申　　“时位”与“物极必反”的引申　第
五章 《坤卦》阐微（一）——卦辞、爻辞、《彖传》、　　《大象传》、《小象传》　　《坤卦》卦
名　　《坤卦》卦辞　　《彖传》对《坤卦》的诠释　　《大象传》对《坤卦》卦辞的诠释　　《小
象传》对《坤卦》爻辞的诠释　第六章 《坤卦》阐微（二）——《文言传》　　《文言传》对《坤卦
》的引申　　“顺”义的引申　　“杜渐防微”与“见微知著”的引申　　“敬义兼修”的引申　　
《乾卦》、《坤卦》两卦相反相成　　“阴阳交感”的引申　　守持“中道”的引申　　“卦主”的
厘定　　“阴阳合德而生万物”的引申　　“由柔变刚”的引申　第七章 《屯卦》阐微——卦辞、爻
辞、《彖传》、《大象传》、《小象传》　　《屯卦》卦名　　《屯卦》卦辞　　《彖传》对《屯卦
》卦辞的诠释　　《大象传》对《屯卦》卦辞的诠释　　《屯卦》的“卦主”　　《小象传》对《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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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辞的诠释　　《屯卦》的“互体”、“约象”　　与《坤卦》“六三”、“六四”比较　　与
《乾卦》“九五”比较　　与《坤卦》“上六”比较　　《屯卦》的“互体”　　《屯卦》各爻与“
卦主”的关系　　《屯卦》的引申　　分析六十四卦的步骤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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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先解释一下《易经》这本书的名字由来。
我们先从“易”字说起，这个“易”字，有两个解释：第一，“易”是古代用以预测未来、算命的书
籍，不单止我们今 天所读到的这本《易经》可以叫做“易”，同类型的算命书籍也可叫“易”。
古代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易”，第一种叫“连山”，另一种叫“归藏”，至于第三种就 是今天我们读
的这一本“易”，我们称之为《周易》。
“易”的第二个解释，就是指掌握、控制或了解此书的人，继而进一步可以预测未来，从事算卦的工
作，这一 种人，也可叫“易”。
意义上，传统最广为学者相信的“易”，是指一种名为蜥蜴的虫类，我们今天称之为守宫，或类似壁
虎的生物。
传说中，蜥蜴可 以在一天内十二个时辰里转变身体和头部的颜色，是故，变色龙也是蜥蜴的另一称呼
。
正因为这种虫类经常变化，于是引申出“变易”之意。
这“易”字，包含着了 解未来变化的学问。
因此，以“易”字来称呼这一类书，或掌握这类学问的人，都十分恰当。
此外，假如我们从秦朝文字小篆来体会这个“易”字→①，或许会觉得 古人这一个说法相当合理。
只要我们略为将它颠倒位置，各位很明显就可看出这正是一条虫，也就是守宫。
除了借蜥蜴来引申“易”字具“变易”的意 思外，古代另有一个非常具影响力的说法，就是相信“日
月为易”，这是一种并字法的解释。
古人认为“易”字上半是太阳的日字，下半则是月亮的月字，于是， “易”字就和太阳月亮有关；既
然说到太阳月亮，当然也就和天地自然现象配合。
尤其是太阳及月亮是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它们的交替，引致大地春夏秋冬，万物变 化；因此，日月正
好让我们联想到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变化，和“易”字那种多变的特性切合。
然而，从中国文字学来说，这个“易”字下面没可 能指月亮，因此这说法虽有道理，但从考据上却说
不通。
今天我们的学者爱根据古文字，包括西周初年的金文，甚至商朝的文字甲骨文，发现当中很多字都曾
经比附 到“易”字身上，但细心考虑，其实并不及旧传统的说法合理，所以我们都不采用。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周易”这两个字。
“周”字在传统上同样有 两种非常有影响力的说法。
一种是“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意思就是说，《周易》里说的道理，包括了宇宙人生的一切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认为这“周”字不过是 朝代的名称，所以称为“周易”，不过是说明这种“易”是在周
朝创立，和我们刚才谈及的“连山易”和“归藏易”有所分别而已。
传说中的“连山易”，可以说是 早至夏朝，甚至是较夏朝更早的“易”。
“归藏易”就是商朝时的“易”。
因此，后人为了把后起的“易”跟夏朝易“连山”及商朝易“归藏”区别，于是把它称作 “周易”，
明确指出它出现的朝代。
这种说法经过唐朝初年孔颖达特别提出，我们后世也多数接受《周易》就是周朝的“易”这种说法。
至于“易道周 普，无所不备”这种说法比较上没有那么流行，但亦有人接受。
尤其最近刘大钧教授就坚持相信“易道周普”这说法，原因是提出这说法的人是东汉末年最伟大的经 
学家郑康成（郑玄）。
郑康成深信《易经》是以天道去推论人道，正和“周普”的意思密切相关。
然而，这其实也是一种引申的说法，倒不如把它简单解作周朝的 “易”更为合理。
注意今天我们读的《周易》，原本字数很少，甚至不足五千字，因此和大家心目中所想像或了解的《
易经》有所不同。
今天学术界为了清楚划分， 就称最原始的这本《易经》为《周易古经》，属于古代的经。
此外，我们要说说《十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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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指十篇，“翼”就是雀鸟之翼。
雀鸟之所以能够 飞，就是因为有翼。
因此，“翼”带有帮助与辅助之意。
而除了帮助、辅助这个基本意思外，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简单来说，由于雀鸟没有翼便不能飞，这正好 用来比喻原来的《周易古经》没有了这十篇著作，也同
样不能够飞，同样不能够发挥它伟大的作用。
因此，《十翼》的名称背后，已经特别强调了这十篇文章之重要 性，对原来《周易古经》的贡献特别
大。
这十篇文章其实只有七种，有关这点，容我在第二章再谈。
另一个名词就是《易传》。
什么叫传？
传，传授 也。
任何一本经典的内容都非常深奥，普通人未必能够单凭自己就读得明白。
此外，由于古代无书，唯一的一本书可能只落在当老师的手中。
上课时，当老师的往往 先抄出那一段文字，然后讲解，和今天我们有钱就能买书完全不同。
因此，任何的经典都需要有人去传授，传授时的解释经过整理写成文章，就叫“传”。
中国古代有很多讲解《易经》的人，把他们讲解的内容写成文字，这些篇章也一样叫“传”。
写传的人很多，有的写得特别好，广为流传；有的写得虽然不错，不 幸没有人注意，最终失传；也有
些可能本身写得不好，最终受时代淘汰。
后来，能够流传到汉朝初年，被人们视为特别有价值的，就选出了七种十篇解释《易经》的 文章，就
是我们说的《十翼》。
其他也可称之为《易传》，但后来为了避免混淆，于是一致认为最有资格称为《易传》的就是这七种
文章的十篇，其他就不当它是 《易传》了。
今天，我们谈及《易传》，在一般的用法上，是指上述七种十篇的《十翼》。
此外，其他的经典也有“传”，《易经》的叫《易传》，《书经》的叫 《书传》，其他可以类推。
“经”字的部首是“纟”部，和丝绸有关，它原先是古老的织布机，首先将直线的蚕丝排列在机器上
，然后以一个梭子带着 另一条蚕丝横向走动，累积多次的走动，就织成布匹。
这些直的丝线叫“经”，横的叫“纬”，经线和纬线的结合，就织成我们中国特产的丝绸。
中国古代的书籍， 除了皇室贵族或有钱人可以用绢帛抄写外，一般都是将一些竹或木削成一条条长方
形，然后或刻、或写在上面，再用丝线或牛皮连上。
于是以往的人看书，往往要将 一卷竹简或木简拉开，逐条来看。
读者大概在博物馆看过不少这类书籍，那就是近年来所发掘的汉简，还有战国时代的书简。
因此，大家可以设想，这 些书由一条条的竹简或木简排列，然后将之头尾用绳子连上。
此外，较珍贵的书，两头还有皮革保护。
古书不像今天的印刷科技，可以不断大量印刷；相反，这些古 书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抄写一本，于是一
本古书能传下来，当中的竹木尽管不易损坏，但连系它们的绳子却容易烂掉，这最教人头痛。
因为每次要给这些书简排列回原 来的次序与位置殊不简单，首先它考验你的学问，之后还考验你的记
忆等等。
传说孔夫子读《易经》“韦编三绝”。
“韦”即是熟牛皮，这里指他阅读 用牛皮绳子把竹简编联在一起的《易经》，有很多文字排列不合理
，于是将它拆开重新排列次序，多番努力钻研，包括曾经三次将他那本《易经》的次序排列整理， 这
就是“韦编三绝”。
这个说法一直流传，直至民国时代一些学者表示怀疑，认为孔子没有研究过《易经》，和《易经》没
有关系。
不过，这种说法是错的，今天我 们大可以从大量的考古文献证明这是历史事实。
以上一般的读本我们称之为“书”，也有人称之为“册”。
由于书不是每本都那么伟大，是故伟大的书 我们会分外珍惜，于是，为了要珍惜这些珍贵的书，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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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会把它们乱放地上，相反，都懂得放在架上，避免潮湿。
于是引申出“典”这个字，也就是古典与经典 的“典”字，说的不过是书，但却是相对伟大及珍贵的
书。
“经”字原来是织布机的直线，再引申就是连接书的丝线、书，甚至伟大的书。
既然是伟大的书，为了跟 其他不伟大的书有所分别，这个“经”字就限于最高级最伟大的书用，而普
通的就用“书”字代替，这是人类一个合理想法，不单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
西方的书称为Book，它和另一个字Bible的意思一样，现时法语仍是这样用。
然而另一方面，在西方，Bible“拜扑经”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一本 书、唯一的一本经典。
读者只要翻查字典，就会看到Bible这个字是“唯一的书”之意，指的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经》。
中文也一样，“经”是书的一种， 但由于这是“唯一的书”，其他书不能随便称为“经”，只有高级
的书才可以叫“经”。
“经”大概要到战国时候才出现，在此之前，书就是书，什么人（包括优劣 的人）的著作都能用，但
到了战国后，开始用上“经”这个字，意思也被提升了，即非伟大之书不能用。
《易》原本叫《周易》，改称为《易经》是后 来的事。
《易》尊为“经”相信是在战国，到了汉朝，《易经》已经成了一个通用词，一直沿用至今。
从此，《易》也就是《易经》。
至于上文所说的《易传》，即 《十翼》，当中的十篇文章，古代认为是孔子所写的。
孔子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伟大的圣人，圣人所写的书当然就是经典了。
于是，传说孔子所作的《十 翼》，便被推崇到“经”的地位。
由于《周易古经》是“经”，《十翼》也是“经”。
于是，汉朝的时候，《易经》被分成十二篇。
原本的《周易》当 然放在最先，即第一、二篇（将原本的《易经》分为上下两部分，《周易上经》和
《周易下经》。
上经是三十卦，下经是三十四卦），另外第三篇到第十二篇就是 《十翼》，全部加起来也叫《易经》
。
从汉朝到今天，当我们谈及《易经》，已经和那只有五千字的《周易古经》不同，而是加上了约二万
字的《十翼》。
不过，加 起来也只是二万五千字吧，比起其他经书，字数仍旧非常少。
我们今天谈及的《易经》，就是采取了上文所说，《周易古经》加《易传》。
接下来我想谈谈《周易古 经》的体例，也就是集中于五千字的《周易古经》来作出解说的。
通常，我们如果要分析原来的《周易古经》，多从它的构造来说，问题是个中的体例可分成多少部 分
了解呢？
其实非常简单。
概括来说，首先我们该先从“卦象”开始，也就是卦的符号；之后，就是注意“卦名”；第三“卦辞
”，就是进一步解释卦的文字与内 容；第四就是“爻题”和“爻辞”，再详细解释一个卦里的六个不
同符号。
由于每一个符号有它自己的独特性质，通常我们把它叫做“爻”。
我们所说的“卦辞”， 是针对整个“卦”的；至于“爻辞”，就是分别说明六个符号不同的爻的内容
。
我们现在就把《易经》分成以上这四项作进一步说明。
首先，先从“卦象”谈起，再谈“卦名”。
分析《易经》里的卦象，最基本的单位就是指有关符号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古代把这个符号称为“
爻”。
“爻”就是它的专门名词，后人解释“爻”字，有效法、模仿之意。
至于效法什么呢？
其实就是模仿、效法宇宙天地万物变动的规律。
关于“爻”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今天仍不太清楚，古代最有影响力的说法指源于古代伏羲，由于伏羲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经讲堂2>>

观察了天、地、人及万物的各种形象，于是以简单的符号作抽 象提升，这可能是后人加上当时的想法
来解释。
当时，人们已理解到地球上有光明与黑暗的交替、有寒冷和温暖的变化、有男和女的分别。
在相对于现在较模糊和幼 稚的思维里，其实也具备了超级的智慧，懂得把他们所见那数之不尽的万物
，发掘其现象背后的性质，并作出提升。
甚至懂得把万物简化成为两种不同的物质、两种 不同的力量，一切就来自它们的互相交替变化。
这种幼稚模糊、笼统的想法，自然不是我们今天的科学，而是大胆地以两种东西、两个符号表现。
一个符号是一条长 的直横线→①，另一个符号是两条短的直横线→②。
长的这一条最初可能被称为“刚爻”，即我们今天所称的“阳爻”；两条短线最初可能被称为“柔爻
”，而我们 今天惯常称呼为“阴爻”。
以上这种说法广为两千多年来学者所信服，但除了这种说法外，其实古代，甚至今天，还有很多种不
同的说法。
其中比较前 卫和流行的说法，包括有由著名学者郭沫若所提出，他认为人类在远古时代曾经历过一个
对性器（生殖器）崇拜的阶段，这其实也是西方的说法。
郭沫若相信这两个 符号正是男女的生殖器最简化的符号，一长划代表着男性的生殖器，两短划的则代
表着女性的生殖器，有着一种概括性的解释。
郭沫若这个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但 今天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与不合理。
当然，以阳代表男、以阴代表女是天衣无缝的想法，再加上一些西方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振振有辞的
说法。
然而，假使我们再 想像一下这两个“爻”在《易经》里的来源，便会发现其实它最初的来源是和数字
有关的。
当我们占筮的时候，用了五十根蓍草，求得三十六、三十 二、二十八、二十四个数据中的任何一个，
然后根据这数据定出了刚柔爻，其实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奇数和偶数的问题。
凡是一、三、五、七、九，即奇 数，就是阳；每逢二、四、六、八、十，即偶数，就是阴。
如果用上郭沫若教授的说法，就很难解释奇偶数的问题了。
另外又有以下说法，远古人类在未有文字前， 记事往往靠一条绳，大事打个大结，小事打个小结，于
是人们就看着绳子由上而下，约略记下中间阶段曾发生过什么大事小事。
有说法在那绳子没有打结的位置由于 没改变，所以是刚爻；相反，凡中间打了结的，由于中间断了，
就是阴爻。
这说法其实可信性很低。
此外，还有第三种说法。
今天中国一些落后民族仍有用竹占筮， 当中包括长竹条与短竹条。
于是，以上两个符号，有说就是中国落后民族所用的长短竹条，我想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然而，还有一位张政烺教授，当观 察西周古代铜器时，发现很多时候在铜器文字最后，有一些古怪的
字，未能解读，于是他忽发奇想，灵机一动，考虑及这些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字，而可能是由一 组
数目字浓缩而成的。
于是他决定不把它们当文字来读，反过来把它当成是数字来看，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中，发觉一、
五、六、七、八的字特别多。
当他为这些 文字解码以后，再想到远古时《周易》占筮法是和数目字有关，奇数是阳，偶数是阴，于
是他再将那些数目字代入，就成了一个“易卦”。
因此，刚柔爻符号是由数 字演变而来。
后来再进一步发现，不单西周初年金文有这一类符号，甚至商朝末年的甲骨文——另一种占筮法，后
面也有这种类似的符号，而今人也依 《易经》的符号式解码得出卦来。
然而，这都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易经》数字不同，我们今天的《易经》占筮，是用六、七、八、九
这四个字，而不是一、五、 六、七、八。
这可能是另一种占筮法系统，甚至更可能是今天我们《周易》占筮法的前身。
但从张政烺教授的灵感所得，他统计过所发现数字在卦里的比例，发觉其 中以一和六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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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请注意古代有关一和六的写法。
一是一条直横线→①，六则在底部有两条短横线→②，如果略为一变，岂不就是阴爻？
于是他很 高兴地提出这一个说法，就是说原来这个符号并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哲学化、那么高深，
那只不过是由数字简化而成，凡属奇数都以一表示，逢偶数则以六表示。
 这两个数字后来一转，就成了一条直横线和两条直横线，这种说法曾经在学术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
，甚至连我的《易学与气功》一书也采用了这说法。
然而，后来 随着我再细心分析研究，过了原来的“冲动期”后，发现这个说法最好，但其实仍有很多
地方未能解释得圆满。
如果依据这些数码，而不是以奇偶或刚 柔爻为根据，如何能定出只是六十四卦？
而不是六十三或六十二卦？
因为只有卦象是两个不同的符号，是二的六次方，排列组合才是六十四，不多也不少，至于二的 三次
方，也一定是八，而不是七或九。
如果说是由数字演变过来则排列组合有数千以上，不要说古人，就是今人也很难产生这种灵感。
所以这只是一个很有力的新说 法，但可靠与否还有待考证，是故，今天我们还是宁愿相信上文最初的
说法。
对于这两个符号是不是早在周朝开始？
我们至今并不清楚。
理论上是应该 如此的，甚至古人传说这两个符号是远古伏羲所创的，但从我们的出土文物印证，最初
是一九七三年在马王堆挖掘出土的《易经》里，发现它首先用了这些符号，因 此相信早在秦朝或之前
，《易经》已用了这两个符号。
后来，另一本走私流传到香港的战国时代楚国书简《易经》，后来被上海博物馆买回，那本《易 经》
，相信是战国中期的抄本，当时它已经用这些符号。
从文献所见，这并不足以代表当时刚开始有这些符号，只是表明最低限度已经存在，至于存在多久，
不得而 知。
然而，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有人怀疑原本《易经》不曾用这两个符号，因为那本记载了春秋史
事的权威历史书《左传》，当中有谈及易卦，但没有说及阴 阳爻的符号，有人认为凡没有提过的就等
同没有，因此不相信《易经》有这两个符号，我认为这是十分不科学的。
事实上，楚简和《左传》的写作时代相距不远，它 的来源，也许抄自更古老的版本，由此说这两个符
号没有在《左传》提及就等于没有，是不太合理的。
现在先从两个爻说起，爻即“刚爻”和“柔 爻”。
卦则最基本由三爻组成，叫“八卦”。
在中国专门谈论周朝制度的古书《周礼》上，叫它“经卦”。
“经”即原始、伟大、基础的意思。
此外，又叫“三画 卦”。
这“三画卦”的排列组合只能有八个。
“八卦”里的第一个卦叫《乾卦》→①，要解读《乾卦》，先要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范畴去分析。
《乾卦》取象是 “天”，卦德是“健”。
当我们说到卦的取象是天或地或山或水或火或雷等，都是指向具体的事物，是我们能够感受的物件；
至于卦德，即像“健”这类的字眼，都 是我们不能具体感受的性质、特性，我们必须透过卦象和卦德
两种特质来说明这个卦的基本特性。
天有具体的形象，现在则将它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个 符号就是天的象，把具体的形象变成抽象的符号
，我们叫“取其象”。
凡象，你只能体会它抽象的运动变化，而不能真正的触摸它、感觉它，这就叫“象”。
正如 “气象”和“天象”，你知道它的存在、它的规律，但你能够触摸它吗？
你能否触摸天上的星辰日月呢？
取其象是指具体的事物而言，至于把它内含的性质告诉你， 就叫“取其义”。
相信大家都约略知道人类智慧文化的发展，最初人类只能感受、体会具体的事物，而且只能体会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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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事物的外表，直至人类智慧进 一步发展，我们观察具体事物，并作出归纳，以发现它的内在性质，
了解它的变化规律。
由规律比附想像，以人类的行为思想作相关解释，这就是“象”和“义”的 先后关系。
远古时候很早就有了“象”，直至人类知识文明发展到某种高度，才能发现事物里所蕴含的性质规律
，而这性质规律我们通常叫做“义”。
这两者是我们 研究《易经》的关键，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象”可以帮助你了解“义”，“义”可
以帮助你深入解“象”，从而归纳成一个简单的规律或公式，你应用这公式 时，可以用来解释宇宙万
事万物。
为什么这些符号有这两重意思？
原来《易经》有没有这种说法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根据后世的说法来略作分析、讲解。
举例说，刚爻是代表阳性，阳性的事物是代表向上、运动、光明等等。
一个刚爻是这个意思，至于三个刚爻就变成是非常纯粹的运动，光明而且永不止息。
在古人心目中，看见天日夜不停转动，一日如是，一月如是，一年如是，相反，人须休息、停止。
《乾卦》这三个刚爻，也就是最运动、最光明之意。
而取象于天 的性质，就是永恒无息的运动。
表面上，天的意思固然重要，随着发展，《易经》更引申出另一种意义，原来“健”才是掌握这个卦
最重要的意思。
于是，能够 “健”的事物也就叫《乾》，天是“健”，马是“健”，都可归入《乾卦》范畴，如果我
们把宇宙事物分成八大类，究竟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在《乾》这个范畴之下？
 这样就不能单以“天”来归类，应以“健”来归类。
凡宇宙世间事物具阳刚、健动性质的，都可以归在《乾》类。
古代黄金最刚健，可归为《乾》类，今天就是钻石 也可以归为《乾》类，这个说法是金景芳教授特别
强调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
要了解《易经》，尤其今天我们学《易经》，必须认识这个基本的属性。
卦德的 “德”即“道德”，更可解作性质，只要明其性质，便能掌握分类的方法了。
接着是《坤卦》→①。
《坤》取象“地”，卦德为“顺”。
《坤》这个卦 和《乾》相对，《乾》是光明，《坤》是黑暗；《乾》是运动，《坤》是静止；《乾》
是刚健，《坤》是柔顺。
如果只是单单一爻的柔顺还不怎样，《坤卦》却是整 个卦三爻都柔顺，那是最柔顺了。
注意《乾》与《坤》这两个卦的符号是完全相反的，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总要和同级比较吧！
既然《乾》是“天”，能够和“天” 对比的一定也是大物，而和“天”比较自然是大地了，所以《坤
》是“地”的象征，这是取其象。
卦德方面，《乾》是“健”，和它刚相反的《坤》就是“顺”。
特 别要注意的是，这个“顺”可不是无条件的柔顺，它并不是表示对所有事物都服从柔顺，它只是单
独地对跟它对等的《乾》卦柔顺。
如果再浓缩到用爻 这角度来看这卦的话，这个三画的柔爻只是对三画的刚爻柔顺，绝不会对其他爻柔
顺。
特别注意是刚爻和柔爻还属次要，关键的是整个《坤卦》只对《乾卦》柔顺。
 古人的理论是，当阴柔顺从刚阳的时候，这就是“真阴”，它完全服从，并继续遵从阳刚未完成的作
用，并使阳刚的工作得到完成，因此，这种“阴”是伟大的。
当 阴柔并不顺从阳刚，而是自己独立发展的话，这就叫“假阴”。
“假阴”是邪恶的，是故，《易经》所说的阴有两种，当阴阳合德的时候，这个阴具备一切的美德； 
相反，当这个阴违背了阳，而自立门户，自己发展，就多数为邪恶了。
我们要明白这关键的一点，不要认为阴一定不好，阳一定好；正如阳也不一定好。
《坎卦》→①取象于水，大家看见这个符号很容易便会联想到秦朝小篆中的水字，盖因它的形态跟《
坎卦》符号相当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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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曾有人提出“八卦”的八个符号其 实最初不是什么卦象，而是古文字，好像这个《坎卦》，根本
就是水字。
尽管这说法很有影响力，然而却并不正确。
《坎卦》之所以为水，其实也有一个很简单的解 释，各位不妨先从卦象的符号来对比看看，由于《坤
卦》是“地”，上下这两短横画不就是跟《坎卦》一样？
可是，中间的一长横画却明显不同，这一横画其实是刚 爻，阳的性质是活动，于是，原来两边高高的
泥土中间有东西在活动，是动而不息的，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水，即河流。
凡是在大地中受控制，却又能活动于其中 的，当然就是水了。
至于《坎卦》的性质（卦德）是“陷”，“陷”即陷阱之意，为什么？
因为从图像所见，水流被两边的泥土挡着，只能在中间流 动，明显在中间的低地，不能出来，《坎卦
》在这里是陷入的意思，深入其中不能出来，自然是危险了。
所以《坎卦》背后的意思就是陷入，不能出来，有危险之 意。
古人，尤指生于北方的古人，他们眼见所住之处河水太急，以当时的船只技术来说，每次渡过这些地
方都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每逢在《易经》说到过河、涉 水，都代表危险，这个《坎卦》自然也就代
表危险了。
《易经》发展是向前的，如果碰上这个卦，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说出你向前发展是危险极了，还是别发展反而 安全。
《离卦》→①取象为火，卦德是“丽”。
“丽”在这里有依附之意，古人把依附在某些东西时叫“丽”，和我们今天理解为美丽的意思不同。
但 今天我们把丽字衍生出美丽之意，却和这很有关系。
可以说，《离卦》和《坎卦》刚刚相对，刚才说的《坎卦》象征有阳性活动的事物在地面行走，所以
是水；而 《离卦》却可以看到它的符号组成刚好和《坎卦》相反，两刚一柔。
然而这卦为何是火呢？
关键是“阳”代表“光明”，“阴”代表“黑暗”，在光中有比较阴暗的 地方。
大家看看火就明白了，因为中间的氧气比较少，所以燃烧时外面比较光亮，里面比较暗，这是其中的
一个象征。
第二，可以用“天”来设想， 《离卦》的上下两爻其实代表“天象”，有“光明”之意，然而当中光
里有暗，自然就不是纯粹的天了，而是指人间之火的光。
这个相对的例子，其实还可以引申下 去。
《坎卦》可以是月亮，《离卦》可以是太阳。
人间是火水，天上就是日月了。
《离卦》就是太阳，外表光明，中间黑暗。
远古中国人比外国人优胜的地方就是很 早就发现太阳有黑影，即今天所谓的“太阳黑子”，所以太阳
这个“日”字，在我们中国古代这样写→⊙。
这一粒黑子传说是太阳中间的一只乌鸦、一只神鸦，因为 太阳黑子在我们古代早已发现。
《离卦》外面光明，内里黑暗，象征着光明的太阳之中也有黑暗；相对地，《坎卦》上下两爻代表黑
暗，中间代表光 明。
同样在远古时候，中国人早知道月亮无光，而光源正是来自太阳，因此后来有人说《坎卦》象征月亮
，中间一阳爻，其实是从《离卦》（即太阳）传来的。
 《坎》又可以解释为“阳”被“阴”包围，陷身女儿国，在陷阱之中，即被另一种物质包围。
相对的《离卦》，则阴性物质在阳里，不能离开，只能依附着阳，因此 它的性质就是附丽。
尽管《离卦》真正的作用是把事物附丽、连合在一起，但《易经》最讲究是物极必反，即任何事物发
展到极限，就会产生相反的意 思。
因此我们读《易经》，一定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当你看见最好的时候，也就要想到它很快变不好；
当你看见现在它不好，你反而应该充满希望，因为它一定会 变好。
而《离卦》是附合，发展到最后，便是离去了，所以《离卦》也有旅行之义。
《易经》里的好坏，都只是短时期的，每一分钟都可能会有所变 化，向相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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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各位如果明白这个哲学，做人看事物就会想得多一点，对未来的好坏幸
福也会掌握多一点。
因此这个卦是附丽在事物之 上，《离卦》代表光明，凡在光明中事物就变得清楚、美丽；黑暗中就不
能辨美丑，因此美丽与否是跟光线充足与否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原来附丽的意思可以引申出 美丽之意
。
大家想想今天北方人称赞别人美丽叫“漂亮”，当中的亮是什么意思？
就是光明！
可见还保留了古老的想法。
接下来就是《震卦》→①。
《震卦》以天上的雷为象的代表，它的关键德性，就是“动”。
这个卦从下向上数第二第三两阴爻是大地《坤卦》的缩写，最下面的阳爻代表一种动力，喻意大地下
有东西在活动，也就是令大地震动。
一般来说，能令到大地震动有两种可能性，较罕有的指地震，最常见的是打雷。
巨大的雷声能够令大地产生震动，这也是《震卦》为“雷”的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 解释是，由于此“卦象”是两个阴爻压抑着一个阳爻，阴爻的性质是向下的，阳爻的性质是向
上的，阳是要活动的，但现在的它明显没办法活动，等于被束缚着。
可 以想像，当一个永恒活动的东西突然被束缚着，它一定会作出挣扎。
挣扎的最初反应是震动，例如捉着别人，别人挣扎，就会动，因此有“动”之意。
然而，待挣扎 到了最后，即解除挣扎，它又会突然向上冲以冲破束缚，完成由被束缚到得到自由的过
程。
所以《震卦》之动，以向上动为主。
我们从前总认为雷电是 从上而下，但从人造卫星拍摄到的，原来它是从下冲向天上。
此外，地震当然是从下面传上来。
所以这个“震”字，古人以雷来取象，以“动”为最基本性质。
凡是 “动”，尤其这种“动”是经过束缚后挣扎解放，这种“动”虽然会左右上下地动，但关键到最
后是向上的动，这种动就是“震”，凡具有这类德性的事物就可归入 《震卦》范畴。
接下来就是《艮卦》→①。
《艮卦》取象“山”，其德性是“止”。
读者只要一看这个卦象，便可以看到下面两阴爻是大地《坤卦》的 缩写，上面的阳爻则是向上升。
有一点须特别注意的是，通常“三画卦”的三个爻并不是平等的、对等的，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其
实是整个“三画卦”里的某一 爻。
所谓“物以罕为贵”，大家见到“三画卦”，先不要管两个相同的爻，而是先研究相反属性单独的哪
一爻，也就是说，凡两阴一阳，以阳为主；两阳一阴，则以 阴为主。
《艮卦》的关键是哪一爻呢？
两阴当然不是主，阳才是主。
换言之，《艮卦》由两阴一阳组成，这两个阴爻不是主，阳爻才是整个艮卦的主宰，也就是控制 这个
卦的精神性质与作用之所在。
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了解《艮卦》的领袖即阳爻，阳性向上，领导泥土上升的，泥土上升自然就成了
“山”。
造山运 动不是一分钟或者几秒钟以内的事，通常是慢慢上升。
然而，当它升为山后，便不会继续上升，转为停止；因此，古人想到山，以它为象征升到极限，动到
极限便停 止了。
相对之下，《震卦》的阳爻在下面，由于下面为刚开始，是动之始，所以会有继续活动之意；相反，
《艮卦》的阳爻在最上，它已是动到极限，所以反而是停 止、制止、限止，不能再动。
这种“止”是停止，便是《艮卦》的性质（卦德）。
《巽卦》→①由两阳爻一阴爻组成，这一阴爻当然就成了这个卦的主 宰。
阴爻的性质是向下的，在它主宰之下，带动了整个卦向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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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阴的性质是寒冷的，阴在运动时，向下，带有寒冷的意思。
在古人心目中，这种寒冷可能是来 自风，为什么呢？
寒冷时，如果在室内，大家便会发觉风是由门底的隙缝流入，它从来不是由上方而来。
类比来说，室外的风也是这样运行的。
另外， 《巽卦》的两画阳爻象征天，正是《乾卦》的天，而下面的一画阴爻正如象征有阴性的物质在
天空活动；阳是无形的，阴是有象的；阳是看不见的，阴则可以看见； 天空看不见，但天空之间的云
雾在移动中却看得见。
这种移动是什么原因呢？
正正因为风吹的作用，于是由具体云雾的移动联想到风吹它移动，至于它的卦德是 “入”。
《兑卦》→②象征具体的沼泽，即卦象中的“泽”；它的德性为喜悦，即卦德为“悦”。
我们同样可以从三爻作一些想像。
首先，大家可觉得 整个卦上面的两画爻，与之前大家所见的卦有哪个最配合？
那不就是《坎卦》的上半吗？
相反，下面的一半（下面两爻，中间一爻，上下兼用）像《乾卦》的天。
奇 怪，何故水底下会有天？
观乎此，我们可以推想这水一定很静止，而且不会太深，因为深水从来不能静止，亦很难反映事物。
所以大家在旅行时，会发现只能在静止 的沼泽看到蓝天白云的倒影映入水底，相反，在海洋就很难看
见倒影了。
只有少水的沼泽，人们才能看见倒影这个现象。
要知道水是绝对的重要，人类 没有水就不能生存，由古到今，这都是不变的定理。
《坎卦》的流水很难控制，要取水也难，但沼泽就不同了，尤其在我们住处附近有沼泽，对我们的生
活是非常关 键的。
因此，当古人看见水，尤其在北方这些比较干燥的地方看见水，就非常开心，因为不单止人，就是万
物得到水也会欣欣向荣，所以当人们看见水总是开心与喜 悦，也就正是这个符号。
此外，由于这水向下，有坚实的阳挡着，水向下即有东西保护，可以蓄水，这是沼泽的另一个象征。
以上就是八个“三画卦” （“经卦”）的符号，其中最重要是记着它的德性（“卦德”），只要能够
将这些德性的意思谨慎小心地定义与规范，然后再由这个严谨的规范意思作出联想，下一 步就可以海
阔天空地延伸到对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想像。
古人将天下的事物粗略分为八大类，以最初最基本的“八卦”作占算未来类象之用。
最古老的时候，就是以 “三画卦”占筮，并通过它们得出结果。
这正是各位学习《易经》的最关键之处，为此，古人又想了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来记忆以上的
材料，有一首叫《八卦 取象歌》，只要大家在车上或船上读一两天，就一生不会忘记，将来应用时，
便容易触类旁通，所以大家的第一个基础功，就是熟读以下的《八卦取象歌》。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简单说说这首歌吧！
“乾三连”就是说《乾卦》的符号就是三画连续不断的线；“坤六断”就是说《坤卦》和《乾卦》刚
好相反，所以是六画断了的短线。
“震仰 盂”中的盂即我们的砵，《震卦》就像个向上的砵，一个仰面的饭盅。
“艮覆碗”，也就是说这个《艮卦》刚好跟《震卦》相反，像一个向下倒放的碗，如此说来， 这就容
易记多了。
至于“离中虚”，各位可以看到，根据阳为实，阴为虚，这卦的中间好像空虚了，是故叫“离中虚”
。
与之相反的是“坎中满”，坎卦中间像充满 了事物。
“兑上缺”，《兑卦》中最上一爻断了，不正是缺少了点东西？
相对“巽下断”，《巽卦》是最下一条线断开，很清晰。
其实，大家只要用二十分钟熟读 《八卦取象歌》，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就容易学习其他了。
然而，如果我们只用三画的“八卦”来判断祸福吉凶实在是太简单儿戏了，亦不见得周密，得到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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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 是很模糊简单。
是故，随着人类智慧、文化的发展，由简而繁、由模糊向精密发展是必然的。
所以，后来就发展到从三画的“经卦”变成了六画的“别卦”。
“别卦”的名称来自记载周朝制度一本经典古书《周礼》。
“别卦”的“别”就像公司分号，带分支之含意，也有继续发展的意思。
如果“经卦”是原始、简单， 则由简单变繁复，就是“别卦”。
另外我们也习惯叫它做“重卦”。
“重”即重叠的意思，重叠了两个“三画卦”就得出“六画卦”了。
一般会称它作“六画卦”， 或“六十四卦”。
当我们说“六十四卦”，便知道是指“六画卦”。
“六画卦”就是将“八卦”重叠，根据这三画八卦为基础，我们再以数学排列组合，便能排列出 刚好
是六十四个不同的卦象。
但我相信在周朝如此古老的时代，要明白这个排列，也是经过很长久的实验与尝试才得出来的，由确
定“八卦”到“六十四卦”，某程 度也代表了古人有一定的聪明智慧及数学知识，才能将这些卦形分
析得出“六十四卦”。
有一首叫《卦名次序歌》，这歌除了说明“六十四卦”的卦名外，也告诉我们二千多年通行的《易经
》卦的排列次序。
要了解卦名，这首歌就最快最好，尤其如果你要经常翻查《易经》各卦，得熟读这首歌，就很容易查
出某个卦约在哪里，对我们了解《易经》，有很大帮助。
《卦名次序歌》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现在简单解释一下“乾坤屯蒙需讼师”一句，它指《易经》第一卦卦名是《乾卦》，第二卦是《坤卦
》，第三卦是《屯卦》，第四卦是《蒙卦》，第五卦是《需 卦》，第六卦是《讼卦》，第七卦是《师
卦》。
各位只要随便翻开《易经》目录就明白了，下面可以类推。
“比、小畜、履、泰、否”，每一顿号即代表它是一个卦 名，有单字卦名，也有两个字的卦名。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注意“兮”字在这里是助语词，没有意
义的。
“剥、复、无妄、 大畜、颐、大过、坎、离”至“三十备”，就是指《周易上经》这三十个卦，按以
上三行六句的诗歌次序排列。
跟着是“咸、恒、遁、大壮”，“晋、 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
、困、井、革、鼎、震”，“继”不是卦名，只是继续之意。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 涣、节、中孚”，“至”是来到的意思，不是卦名。
“小过、既济、未济”，以上便是《周易下经》的三十四卦。
上经三十，下经三十四，加起来就是六十四卦了。
 这些对于学《易经》的人来说，同样是基本知识，这种排列的次序其实是很有哲学味道，到了第二章
，我会跟大家再谈。
接下来是“卦辞”的部分。
所谓“卦辞”， 一般附在卦名之下，即每一个卦开始一定是一个符号，一般称为“卦”或“卦象”，
即“卦”的形象。
后人为了更加清楚，怕错画了这些符号。
以《易经》《乾卦》 为例→①，卦名下更加上“乾下”与“乾上”作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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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必须先读“乾下”，后读“乾上”，因为《易经》的卦和常识想像不同，它是由下面开始的，“
下卦”是 根本，“上卦”是引申出来的。
从以上例子说，“乾下”、“乾上”都是后人加上去的，《乾》字是卦名。
在《乾》这个卦名下的文字，就叫“卦 辞”。
翻开《易经》正文第一页就可以看见，《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
通常“卦辞”有详细，也有简单，文字有多亦有少，不过，一般都不会太多。
例 如《易经》第一个卦是《乾卦》，而《乾卦》的“卦辞”只有四字，就是以上说的“元、亨、利、
贞”。
这四个字如何解释呢？
单就这点，历代就有不同的解说。
今天一般学者都认为“元”即大的意思，“亨”则是古代的一种祭祀；远古时，国家最重要有两件事
，一是祭祀，二是战争。
所以我们刚提到那本记录春秋的权威 历史书《左传》，它便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
，只有祭祀和打仗。
于是，“元”是大，“亨”是举行大型祭祀，“利”就是有利，“贞”就是卜 问。
原来的意思可能是：“我们要举行祭祀，想请问神灵我们在某时某刻，该用什么来祭拜祢呢？
祢又是否满意？
”就是通过这一种方式，人就能和天帝神灵相通。
 至于这个卦询问适合祭祀吗？
它的答案是非常适合，而且还叫人们放心举行！
这种说法是来自我们今天新派的想法，尤其是高亨教授最主张这说法。
但 原来的《易经》是不是真的如此解释呢？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用文字学来解说，绝对没有错，以甲骨文卜筮来解说，
更绝对没有错，但应用 在《易经》上，是不是这样呢？
答案是未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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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师详细解释《乾》，《坤》，《屯》三卦，不独具备了今天语体文注解本明白易懂的优点，更继承
古代注家的传统，将原文文字引而未发的宇宙、人生哲理加以阐释、发挥⋯⋯对于进一步了解《易经
》，很有启发。
  　　——霍英东之子、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 霍震寰  细听黄老师的易经课程后，才发现《易经》这三
千年前的著作，当中已有不少内容与西方近二三十年的变易理论观点相同⋯⋯变易理论的作用，就是
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事物的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应用到更广泛的层面上，例如，知道左便能明白右，
并同时知道与空间有关。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谢锡金教授  《乾》、《坤》两封最基本、最重要，再通过讲解《
屯》卦，并与《乾》、《坤》两卦各爻义进行比较，说明异同，学者便可举一反三，自行解读其他各
卦。
  　　——黄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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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经讲堂2:乾、坤、屯三卦阐微》：学习《易经》的基本读物，承先启后的《易经》阐微据作者授
课录音整理成书，通俗易懂获益良多的《易经讲堂》——霍英东之子、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跟
黄老师打开《易经》之门——香港大学谢锡金教授学易者的最高境界——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安
作者得传龙门派炼养功诀，幼年已通任督二脉深得钱宾四、牟润孙诸师悉心启迪，在中国文史哲研究
上颇有心得于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讲述《易经》，门生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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