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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大传新解》奉献给你的理念是：我们的生活充满未知，有了未知，才能好奇和求溯。
作者认为，阅读本书的目的是增加驾驭已知和未知的能力。
无此能力，已知也许只能给人增添忧虑或侥幸。
有了驾驭的能力，已知和未知都在操控之中。
但愿你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里左右逢源，任由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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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动静有常”的“常”字。
联系到雷霆和风雨这种自然现象，有人一听到打雷，乖乖!霹雳一声震天响，就认为是个反常现象，或
者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现象。
实际上，你只要理解了，这就是正常现象，是变化的规律。
所以“震卦’’的爻辞很有意思：“震来虢髋，后笑方哑哑，吉。
”雷声突然来时，大家都显出惊恐的样子(虢髋，但后又言笑自如，惊恐顿消，归于常态了。
那么，你再联系到人际关系、社会现象，这个里面教我们怎么看问题。
从人生推及社会现象，推及自然现象，互相参照。
有些东西是互相参照的。
我们看问题，分析问题，如何去看?实际上这个里面教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是个大的智慧。
智慧就是，你如何在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人自身的健康状况的各个方面悟得了一个“常”。
如你的情绪、性格、运气等等方面，你都可以去推，反着推，顺着推，你在这个里面去找你所需要的
东西。
    有的人讲：“我的运气怎么这么不好啊?我这几年怎么这么倒霉啊?，，不要去瞎猜，你就在这个里
面去寻找一下。
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受社会影响，受小环境或受大环境的影响，也可能与天象和自然现象有关，你去
琢磨一下。
这里面有它的道理，是有规律可循的。
你经常去琢磨，经常去找，你找到了它的可循规律，你就得到了大智慧，你就是高人，你就是圣人，
你就超凡脱俗了。
所以讲，要超凡脱俗你必须有一个路径。
路径在哪个地方?《易经》里面讲到，这个里面就是路径。
我们不能讲讲《易经》，讲讲易传，讲了以后，哎呀!这个东西我懂了不少。
这个没用。
实际上这个必须联系到我们自身，联系到我们自身的健康、情绪、性格、成功率、办事的能力、说话
的口才、思维的方式、认识问题的观念、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大自然中去找规律，从社会现
象中去找规律。
找到后进行横向比较，比比这，比比那；比比今人，比比古代人；比比东方人，比比西方人。
这么去比较，你就是一个大聪明人了，就得到大智慧了，你就不会在那里稀里糊涂了，不会在那里怨
天尤人了，就有驾驭已知和未知的能力了。
    有的人为什么怨天尤人?有的人为什么人云亦云?有人讲这个国家不好，他也跟着人家讲这个国家不
好。
好与不好在哪个地方?讲不出所以然。
他是人云亦云，他没有主见，在什么问题上他都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联系到前面这一段的“是故”，这个“是故”很重要。
联系到前面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你定没定?只有定到乾坤，你才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
的思考、独立的思路、独立的认识观、方法论。
否则，你处处不能独立，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变相地残疾了。
    有人讲：“我没有一米七，我是一个残疾人。
”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真正内在的东西，就是你的主见、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观念、你的思想，这
是很关键的。
我们认为，《易经》最关键的就是给我们一个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人格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慢慢修行得来的。
参易，参道，参天，参地，参人生，你经常去参究，这个你不需要单独花时间。
你走路在观察，吃饭也在思考，就是要思考，在思考中得出你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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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不是人家的，不需要你去背书，你也不会忘掉。
基本做人的准则、办事的准则，它不会变，你也不会忘，因为自己已经熟悉了。
    有些人搞学术研究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现一个东西，哎呀!我是天下第一，历史上我是第一个发现
。
人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先夸自己“天下第一”了，自己把自己给封王了。
“王”是封了，结果手下呢?一个兵都没有，一个百姓都没有，谁都不认可他。
这种“王”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呢?他的定位不准确。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在商界可能也有这种现象。
有人只是夜郎自大，说“我”这个产品是什么第一，做广告时说“我”的产品怎样怎样；在家里夸“
我”的公司怎么怎么样，讲了一大堆。
实际上这个东西呀，要客观地去看问题，要客观地去表态。
所以我承认，我这一本书从头到尾有很多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但是处处我都讲探讨，讨论，欢迎批
评。
我不能讲这是我的，或者讲这是唯一的，或者说这就是正确的，不能这么说。
因为，一说你就错，一说你就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后代。
这个定位要有，不然的话你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
你自己封自己“天下第一”，你的人格就上升到第一了吗?没有人认可，你就是最低的。
这是明摆着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要反复地讲这个问题。
    这里再讲人本。
国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人以心为本。
你的心是怎么想的?老是想做天下第一，这是不行的。
你的东西再伟大，我不听你的，我听不进去了，为什么呢?你给自己“封王”了，这个时候别人是不会
去听你的。
为什么?因为你的人格在那里摆着，你做不出那种东西，你得不到那种东西。
该你得的你才能得，不该你得的你得不到。
为什么得不到?你没有人格你得不到，你没有到那个高度嘛。
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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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呢？
书中的符号图像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它们又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为什么它能流传几千年，至今还能常释常新呢？
它是如何在归纳和演绎过程中发展的呢？
对当今的科学思维是阻碍还是促进呢？
本书为你解开这些关于《易经》的问题，带你了解它里面蕴含的古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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