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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一部官修百科丛书。
清乾隆年间，经过翰林院纪昀（纪晓岚）、戴震、姚鼐等400余位名入学士历时十载精心甄选与编订而
成，全套丛书卷帙浩繁，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重要典籍，共收录图
书3503种，基本囊括了古代重要典籍，保存了文、史、哲、理、工、医等几乎所有学科的源头和血脉
，也开创了中国书目学之先河，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
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
“四库之书”。
承唐之传统，《四库全书》同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都有不同的类别，每类之下再有“
属”，共计44类66属，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典籍与著述，被视为古代图书乃至传统文
化的总汇。
　　成书之后，《四库全书》被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
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
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杭州的文澜阁（又称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此后200多年间，《四库全书》几经战乱，损毁严重，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
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
　　时至今日，《四库全书》的历史与真正面目已经鲜有入能真正明晓。
现代社会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与典籍本身的古奥气质阻隔了人们对于四库典籍的探寻，传统文化所蕴
含的独特精神气质也往往被误读与忽略。
而在典籍失语的同时.文化传承本身又藉着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衰荣再生的能力占据着广大的群众市场
，深入人们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形式众声喧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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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解太清神鉴》是《四库全书·子部》所收录的四部相术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被公认为中
国古代相术学之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虽为假托之作，但书中内容多属宋代以前相书中的论述，因此对此
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太清神鉴》全书共六卷，专论相法，纲目分明，结构清晰。
先总论，后分论，每篇又详分若干条目。
作者重视阴阳赋形，天地造化，五行生克之理。
相法则重骨法、气色、精神。
书中有论有歌，便于理解掌握，在我国相术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可为研究相术学思想提供参考
。
　　为便于现代读者阅读，《图解太清神鉴》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处理，以供读者更好地批判研
究：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太清神鉴》为底本，对其进行了精心的点校，还对古籍原文进行了白
话释意，加入了简练的小标题，使其结构更加合理有序。
此外，对书中一些重要的理论方法和难以理解的文字，运用数百个插图和示意图表，进行了生动易懂
的图解分析，使读者能够在畅快的阅读中了解相术学这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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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太清神鉴》中的相人之术 �解读面相：自然宇宙的全息缩影�《四库全书白话图解》丛书总序�编者序：
解读神秘的相术文化 �提要�原序�目录�本书阅读导航�导读卷 相术概要第一章　《太清神鉴》：历代宫廷
秘藏的中国古代相术名作1.《太清神鉴》的成书：作者、历史地位与创作背景 �2.《太清神鉴》的主要
内容：相人之术 �3.《太清神鉴》的特色：注重相法，颇有理致 �第二章　神秘的相术：中国古代相术文
化1.中国古代相术的起源与发展：相术源流 �2.相术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 �3.相术的理论皈依：天人合
一4.相术与中医：同源异出 �5.相术体系：形形色色的相术术语 �6.中国古代相术方法：相人之术 �7.中国
古代相术著作要览：相术学重要典籍 �8.相术的影响：相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9.对相术的理性认识：怎样
看待相术 �卷一 相法歌诀第一章　说歌：去恶从善，消灾避凶1.古代相命术中的七种骨形：贵人的骨形
�2.五行的正性：木瘦金方，水圆土厚 �3.强调“德”的重要性：移恶归善，安于天命 �第二章　又歌：受
气成形，三才俱备1.气色与吉凶：清则富贵，浊则灾否 �2.面相与吉凶：面黑身白，位至相国 �3.形相与
吉凶：南人北形，富贵高名 �第三章　相法妙诀：三停与五行1.三停相法：三停端正为贵相 �2.五行相法
：相克相刑多破败 �第四章　神秘论：生命的起源1.精神与气色：有骨不如有神 �2.形体与骨骼：有形不
如有骨 �3.极贵之人的面相：贵人当论骨与神 �4.心通与眼力：心中通彻透明，眼力洞察入微 �第五章　成
和子统论：五种贵人形相1.形相有别，贵贱不同：从形体相貌来区分五类贵人 �2.五行取形：三主、九
曜、十二宫 �卷二 论面部气色吉凶第一章　杂说：声清则神清，神清则气清1.杂说上篇：大贵之相有三
�2.杂说中篇：成形不可变，体具不可移 �3.杂说下篇：形体身骨是看相的根本 �第二章　金书宝印：形体
的相称1.金书宝印上篇：神与气合为贵相 �2.金书宝印下篇：风土环境对形相的影响 �第三章　面部一百
二十位：上应三才，下配五岳1.人面一百二十位：三停三主 �2.中央直下一十三位：十三部位之相 �3.天
中横列八位：天中部位之相 �4.天庭横列八位：天庭部位之相 �5.司空横列八位：司空部位之相 �6.中正横
列九位：中正部位之相 �7.印堂横列八位：印堂部位之相 �8.山根横列十位：山根部位之相 �9.年上横列十
位：年上部位之相 �10.寿上横列十位：寿上部位之相 �11.准头横列八位：准头部位之相 �12.人中横列八位
：人中部位之相 �13.正口横列八位：正口部位之相 �14.承浆横列六位：承浆部位之相 �15.地角横列七位：
地角部位之相 �第四章　五岳四渎与五官六府：丰隆相朝，上下相应1.二仪相应：丰满相朝为贵 �2.五岳
：丰隆而相朝为贵 �3.四渎：端直清大为贵 �4.五官：清秀丰隆为贵 �5.六府：平满光莹为贵 �第五章　五行
生克1.五行所生：仁义礼智信 �2.五脏所出：眼舌鼻唇耳 �3.五表所属之方：东西南北中 �4.五行相生歌：
相生与吉凶 �5.五行相克歌：相克与吉凶 �6.五行比和相应：脸近于眼口为贵 �第六章　四学堂位和三辅学
堂：聪明智识之相1.四学堂位：官内禄外 �2.三辅学堂：上中下辅 �卷三 论道德与气色第一章　可有德而
形恶，不可形美而无德：形相与品德1.心术论：正心术 �2.论德：德在形先，形居德后 �3.死生论：生为
劳佚，死为休息 �第二章　形能有余，神不能不足：形相和精神1.论神：形安而神全2.论神有余：上贵
之相 �3.论神不足：多招牢狱枉厄 �第三章　气以保形，形以安气：形与气1.论气：气以养形 �2.大畜秘神
气歌：五行旺相休囚死 �3.紫堂灵应补气歌：面部气色吉凶 �第四章　论气色：气色与吉凶1.气色法诀：
观气色的方法 �2.气色形状：五色吉凶 �3.六神气色：六神之色与吉凶论断 �4.玄灵宝文：气色发于天府 �5.
色论：五行之人气色 �6.四季气色形状：四时气色吉凶 �7.青色出没：五行属木，旺在春 �8.青色吉凶歌：
青色吉凶论断 �9.黄色出没：五行属土，旺在四季 �10.黄色吉凶歌：黄色吉凶论断 �11.赤色出没：五行属
火，旺在夏 �12.赤色吉凶歌：赤色吉凶论断 �13.白色出没：五行属金，旺在秋 �14.白色吉凶歌：白色吉凶
论断 �15.黑色出没：五行属水，旺于冬 �16.黑色吉凶歌：黑色吉凶论断 �17.紫色出没：旺在四季，发皆为
吉 �18.紫色吉凶歌：紫色吉凶论断 �19.十天罗：气色与凶煞 �20.论气色定生死诀：气色与生死 �21.论病气
定生死之诀：五脏有五气，五气各有时 �卷四 论形相第一章　形神之相：神须形始安，形须神始运1.论
形神：神形有余为有福之兆 �2.论形：神足于形为贵 �3.五形：人禀天地之气而有五行之类 �4.论看形神体
像：凡看形神，须类物性 �5.论形不足：可神足而形不足，不可形足而神不足 �6.论形有余：长寿少病，
富而有荣 �第二章　动物形相：动物比附的相人之术1.鹤形者：鹤形人之相 �2.凤形者：凤形人之相 �3.龟
形者：龟形人之相 �4.犀形者：犀形人之相 �5.虎形者：虎形人之相 �6.狮子形者：狮形人之相 �7.龙形者：
龙形人之相 �8.五短之形：五者俱短为贵 �9.五长之形：五者俱长为贵 �第三章　五音之相：相生为吉，相
克为凶1.论声：五音吉凶 �2.五音：五音与五行 �第四章　行走、坐卧之相：行相、坐相与命运1.行部：
行相与命运 �2.论坐：坐相与命运 �3.论卧：卧姿与命运 �4.论饮食：吃相与命运 �卷五 论骨肉和四肢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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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肉之相：骨肉相称为贵1.论骨肉：刚柔适中，骨肉相称 �2.骨节：骨节之相 �3.论额部：耸然而阔为
贵 �4.论头部：高峻丰圆为贵 �5.额纹：方广丰隆而有好纹为贵 �6.枕头部：有骨丰起，一生富寿 �第二章　
眉目之相：主贤愚之辨1.论面部：三停皆称，上相之人 �2.论眉部：耸秀长垂为贵 �3.论眼部：深入鬓发
，大贵之相 �第三章　腰背、腹脐之相：端阔平圆，广厚平润1.腰背法论：腰背的相法 �2.论腰：端直阔
厚为贵 �3.论背：广厚平润为贵 �4.论腹：宽阔广大为贵 �5.论脐：深阔圆正为贵第四章　四肢之相：五行
调和，舒展匀称1.论四肢：柔软清洁为贵 �2.论手：纤长细软为贵3.相掌纹：掌上三纹 �4.手背纹：五和之
理5.爪部：尖长坚厚为贵6.论足：细软多纹为贵卷六 男女贵贱之相第一章　相黑痣：痣与人的贵贱吉
凶1.黑痣部：生于显处多凶，生于隐处多吉2.头面黑痣：头面痣相3.手足黑痣：手足痣相4.身体上下黑
痣：身体痣相 �第二章　男子之相：男子形相与命运1.男儿贵格：眉清目秀，额角方正 �2.两府格：额广
而平，鼻隆而直3.两制格：天仓不陷，地角不尖4.正郎格：鼻直口方，肩背丰隆5.员郎格：额方骨耸，
金匮方平 �6.男豪富：耳耸大兼长，颧骨插天仓 �7.长寿禄：脑圆成玉枕，清德寿无疆8.夭寿：眉促又相
连，三十入黄泉 �9.先贱后贵：额小初年滞，逢时自发苗 �10.先富后贫：额广荣初主，中年祸必招11.四
相不露：一露二露，有无裤12.三停：相称为贵13.五大：完整无缺陷为贵 �14.八大：八大之形15.五小：
端正无缺陷而俱小为贵 �16.八小：相应端美为贵17.六贱：六贱之说 �18.六极：寒贱之相 �19.六恶：六恶之
形 �20.男克子孙：发粗眉重，骨弱垂肩 �21.相无兄弟：耳轮反转，双颊尖削 �22.孤独无妻：骨颊高耸，鱼
尾无肉 �23.带杀格：两眼如狼，鼻头尖尖 �24.辨美恶有二十：善恶相杂 �第三章　女子之相：女子形相与
命运1.女子相：柔和秀美为贵 �2.女人九善：头圆额平，骨细肉滑3.女人九恶：蝇面蓬头，蛇行雀步 �4.女
人贤贵部：眉长而秀，眼秀而清5.女人贱恶部：目生三角，肉粗骨硬 �6.女富贵：耳耸垂珠，神和色怡7.
女贫贱：额窄眉高，嫉妒奸诈8.妇人孤独：眼下无肉，掩口笑不断附录一、三才图会：身体七卷?人相
类二、《太清神鉴》原文 �三、相术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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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秋时期：相术的诞生 那么，相术是什么时候才产生的呢？
据考证，相术的最早记录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7世纪春秋之际。
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确凿地说，相术最迟在春 秋时期已经开始在上层社会普遍流行。
当时掌握相术的，不仅有周内史叔 服这样的卜史之官，也有子上、韩宣子这样的国之重臣，甚至还有
叔向之 母这样的妇女（见于《左传》文公元年、昭公二年，以及《国语·晋语八》 的记载）。
他们既为自己的家人看相（如初生的婴儿），也为其他人看相（周 内史叔服相鲁大夫公孙敖之二子，
韩宣子相齐国子雅、子尾的儿子）。
许多 贵族在选择家族继承人时，已将相术作为重要的判定依据。
据《左传·文 公元年》载：“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叔敖闻其能相人也，见 其二子焉。
叔服日：‘谷也食子，难也收子。
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意思是，元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参加葬礼。
孟穆伯公孙敖 听说他能给人相面，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见他。
叔服说，谷这个儿子 可以祭祀供养你，难这个儿子可以安葬你。
谷的下颔很丰满，他的子孙必 定在鲁国兴旺起来。
后来公孙谷果然生有一子，名茂，即孟献子，为鲁国 贤大夫。
 这时的相术所呈现的，显然已经不是它最初发生时期的情形。
从一些 文献记录可以看出，社会对人的某些形貌与其性情、命运之间的关系，已 形成了某些明显的
共识。
这种情况表明，在《左传》记载的时代，相术的 流传不但普遍，而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相法系统。
由此可以推定，虽然有关 相术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春秋前期，但春秋时期并不是相术滥觞的最早源头 
。
 战国时期：相术的发展 战国时期，关于相术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如《增孔子·执节篇》中 有：魏
国国君魏安厘王询问子顺说，马四有大夫的气节，我想拜他为相， 您看合适吗？
子顺说，他有没有气节我可不清楚，我听别人说，长眼睛， 又像猪一样看东西的人一定是很诡诈的，
我看他就是这样的人。
魏安厘王 最后还是用了马四。
后来，果然被子顺说中，马四以陷获罪。
另据史料记 载，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求学于鬼谷子，有一天他们在山谷中谈道时， 鬼谷子忽然看
见孙膑脸上有凶恶之气出现，便惊异地说：“黑赤之气缠于 岳渎，此为珠玉陷于泥中，主身陷牢狱，
而有性命之险。
”后来孙膑果然 有此劫难，几乎送命，最终髌骨被剜而导致终身残废。
根据这些记载，再 结合荀子“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的慨叹来看，战 国时期
，相命的风气已经从贵族阶层蔓延到民间。
 两汉时期：相术的热潮 两汉时期，看相的习俗十分淳厚，人们对相命的迷恋已经到了狂热的 地步。
热衷于此的人们甚至进一步将相命的内容联系到与人相关的事物上 ，发明了由印玺看人命运的“相印
法”，由手版、玉笏看人命相的“相手 版法”“相笏法”等，简直已经到了痴狂可笑的地步。
 两汉相术热潮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相术理论的初建。
如《汉书·艺文志 》中就载有“《相人》二十四卷”。
只是可惜撰者已不可考，书亦不传。
 据《怀庆府志》记载，仅著名相士许负就著有《德器歌》《五宫杂论》《 听声相形》等多种相术学
书籍。
可惜这些著作现今已经散佚，不复得见了 。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术在西汉已得到了初步的整理。
 东汉时期，王充的元气说使中国古代相术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并一 一下子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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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变种。
王充的元气 说和骨相观是对董仲舒“天命观”的有力抨击，虽然从哲学意义上来讲陷 入了唯心主义
命定论的泥沼，但从相术学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元气说和骨 相观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
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相术逐步发展了自己 的理论。
 相术由“奇形即圣人”到“形气”“骨相”之说，再到明确地将禀气 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
相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汉代盛行的特定的文 化氛围使然，尤其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宇宙图式
和董仲舒“天人 感应”说的出现，都对相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充的禀气说的出现 ，相术开始自觉地整理自己的理论，看相习俗以更快的速度弥漫于民间。
 可以说，两汉是相术产生质变飞跃的时代。
 唐宋时期：相术的流行 “其门如市”的场景是唐宋时期相术流行的真实写照。
与两汉的相术 热潮相比，唐代看相的习俗不仅更为普遍，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 们开始更多
地关切自己的命相，而看相的内容又是预卜科举和仕途。
由于 相术理论至唐代已日臻成熟，有影响日深的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因此， 更容易让人深信不疑
，于是文人雅士以谈命相为主题，以卜功名为所求， 聚集在相士门前。
相术在当时已经成了官员们察人观色，守护官位的一种 重要手段。
一些官员除了让相士给自己看相之外，还千方百计了解其他官 员的命相，以便处理好与同僚之间的人
事关系，趋吉避祸。
 宋代和唐代的社会政治、科举仕进等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影响个 人命运的政局变动、人事沉浮
，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士大夫企图通过建功 立业，以实现自己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强烈欲望没有丝
毫的淡化，迷信 命运的风气只增不减。
此时，相术著作已经极其丰富，其中有的是对前人 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是自创门派，成一家之说，
但理论基础还是“禀气 ”“骨相”之脉。
郑樵《通志·艺文略》中就记载了《相书》《相经》《 相书图》等73部相术著作，可见相术在宋代是
怎样的昌盛了。
如此卷帙浩 繁的作品，使相术成为一门学问。
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相术在宋代已 经定型，相术的各个方面，如面、骨、气、神、色等均有总结
，如果参照 《麻衣相法》来看，更加可以证明这一点。
P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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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太清神鉴》历代宫廷密藏的相学宝典，探索传统相术学的必读之书。
　　400余幅精美古图和手绘插图，200多个示意图表，6卷文渊阁足本。
　　明朝广为人知的一部相书，皇上钦点，断人贵贱，以此书为重要佐证。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庞大的一部百科丛书，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纂修，从乾隆三
十七年（1772）开始，历时10年才最终编修完成。
该丛书共收录图书3503种，总计约10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四库全书》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各种学科门类的重要典籍，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
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白话图解》丛书精选《四库全书》中收录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适应现代读者
阅读需要的编辑方法，经过精心校勘、白话评注、生动图解编撰而成。
本丛书既保留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权威版本，又加注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提要；此外，还辑录了
大量古代珍贵图版，并精心绘制了便于读者理解的手绘图、表格、图表等，用现代编辑手法大大增强
了古代典籍的可读性，让传统经典生动易懂，同时兼具一定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
　　《四库全书·子部》一共收录了四部相术学著作，《太清神鉴》即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被公认
为中国古代相术学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将其收录为子部·术数类，使其更好地保持了原貌并流传于后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此书虽属假托之作，但书中内容多属宋代以前相书中的论述，因此
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图解太清神鉴》以《四库全书》文渊阁足本六卷《太清神鉴》为底本，对其进行了精心的点校
，还对古籍原文进行了白话释意，加入了简练的小标题，使其结构更加合理有序。
此外，《图解太清神鉴》运用插图、图表、图解等现代手法，对原书进行了生动阐释，使读者能够在
畅快的阅读中了解相术学这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由于古代科学的落后和古人认识水平的局限，相术学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流
于荒谬。
但是作为一种几乎是整个中华民族曾普遍有所接触的文化现象和文明遗产，它也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较
为全面的了解，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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