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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谋？
鬼谋？
一提到“易经”两个字，就会引起许多朋友的浓厚兴趣，这是为什么？
《易经》自古以来就被奉为“群经之首”、“三玄之冠”，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之一。
它自诞生起，就与我们民族的所有存在息息相关：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生产、生活、思想，从安邦
定国到衣食住行，从贯通天地、玄而又玄的诸子百家到家常里短、日用而不知的百姓，从大文化到小
文化，处处、时时都闪烁着《易经》的光辉。
也正是这种原因，才导致了对于《易经》“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局面的出现。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易经》，应该系统了解《易经》的哪些内容？
第一，《易经》的神秘性。
许多朋友由于没有真正全面接触过《易经》，只是通过算卦、风水等对《易经》有些一知半解的认识
，就认定《易经》不过是卜卦算命的方法而已。
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上号称懂《易经》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什么特异功能人士、道教的内丹与符篆
派、佛教的宿命通等，无不打着《易经》的旗号，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虽不缺乏真正的高手，
但大部分不过是骗子而已。
这样一来，就更加混淆了视听：《易经》到底与算命有无关联？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应如何理解？
《易经》与道教、佛教有何种联系与区别？
算命到底有无科学性？
《易经》是不是宗教、封建迷信？
一句话，《易经》是“鬼谋”，还是“人谋”？
亦或二者兼而有之？
  ’第二，《易经》的争议性。
《易经》在先秦时期身负无上荣耀，秦朝焚书坑儒之际幸免于难但又被打人冷宫，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却被奉为“六经之首”。
《易经》的地位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如此大的起伏？
东汉以后，《易经》的义理一派成为正宗，而象数却被打入民间与道教。
文革期间，象数被说成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后又引起肯定与否定双方的激烈交战。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易经》的两派六宗？
古人曾明确提出过，不知易不可以为将相，不知易则不知医、易医不分，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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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中含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
本书作者从分析《易经》卦象入手，结合生动的历史故事，剖析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用现代的眼光
多角度解读《易经》，提出了许多独特、新鲜的看法。
 　　《周易》又称《易经》，是古典哲学的源头，经文虽为占筮之书，但具有丰富的人生哲理，是我
国重要的文化遗产。
本书作者从分析《易经》卦象入手，结合生动的历史故事，剖析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用现代的眼光
多角度解读《易经》，提出了许多独特、新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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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贵，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全身心研究《易经》，专著《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周易》一书，200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从1997年开始，多次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大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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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易经》的自身特殊性与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地位与《易经》同时代的几部元典中，《尚书》深
奥难懂，《春秋》用辞多变，“三礼”繁文缛节。
但是，后几部书只要在文字音义上下工夫，再多方参照有关的注解和研究文献，就很容易过关。
《易经》则不然，它素有“宇宙代数学”之称，即使文字音义全懂，也是枉然。
再加上后代几千年卷帙浩繁的注经之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令大众读者望而却步，只得徘徊于这座
“神秘殿堂”之外。
《易经》是一部奇书，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结构。
别的元典都是由一篇篇短文构成，每一篇独立性较强，篇与篇之间的序列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
十分严格。
而《易经》一书由六十四卦构成，六十四卦的序列自有确定的含义，不允许颠倒，《杂卦传》对此有
明确的说明。
近几年发现的帛书本《易经》虽卦序不同，但只是为了记忆方便，并不具科学性，恐怕这也是其不能
流传的原因之一。
《易经》六十四卦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乾、坤为上经之首，咸、亨为下经之首。
《易经》包括经与传两部分，这也是它的特别之处。
别的元典如《诗》、《书》、《春秋》等，经传并行，各自流传，传是释经的，不能算作经。
如《春秋》所指的就是那大约16000多字的经文，解释经文的《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则不
包括在内。
而《易经》则不同，它包括了《易经》与《易传》两部分的内容。
如果我们先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易经》的最大特点，那就是用筮与卦来表达思想，也就是用象数来
表达思想。
套用现代语言，就是用符号表达思想，并由此形成了许多的特殊性。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象数与义理的统一《易经》之象主要包括阴阳之象、实物之象，数包括大衍之数、太极八卦之
数等。
简单地讲，“象数”是指《易经》六十四卦卦象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象和体现卦爻象的数字。
象数易学的特点是，重点探索卦爻象与卦爻辞乃至与《易传》之间的种种关系。
象数派的学者们认为，《易经》经文字字。
句句无一虚设，皆出于卦象。
具体到《易经》的解说方面，表现为侧重于解释《易经》经文在卦象上的依据。
至于“义理”，是指《易经》中所蕴涵的各种自然、社会及人生哲理。
义理派的特点是，全面揭示与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具体到《易经》的
解说方面，重在阐明《易经》之微言大义，很少或几乎不问津经文与卦爻象之间的种种联系。
象数与义理虽有区别，但却是有机的统一。
象数是义理的基础，没有象数则义理无从谈起。
同样，没有义理，象数就得不到升华，只能沦为术数。
易学发展史早已证明，东汉的象数易学正是因为忽略了义理的指导而造成了妄说泛滥，迷信横行，直
到魏晋玄学家王弼的扫象之后才使易学重整旗鼓。
而改革开放以前，大陆的易学研究则因过分偏重义理，忽视乃至批判象数，并机械地用唯物主义来解
释义理，造成了易学研究的空洞化。
（二）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任何一部书，都存在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问题，、但这种抽象乃是理论
上的一般，总是有其确定的含义的。
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虽是抽象，仍为具体，这乃是语言表达之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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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经》则不同，它主要是用象数表达思想。
为什么要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呢？
因为这样做具有最大的抽象性。
具备了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备了最大的灵活性、适应性与具体性，这就使它与别的元典，如《诗经
》、 《尚书》、《春秋》等有了很大的区别。
后者所讲的道理，虽有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实际上是比较具体的，肯定或否定什么是很清晰的，最多
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但这类问题只要借助工具书，是不难解决的。
《易经》则不然。
它的六十四卦要极尽三才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开物成务，冒天下之
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对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人物都适用，就必须“只讲一些空套子”
，使得“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冯友兰语）。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象来表达，而且必须是最抽象之象，才能够灵活表达三才之理。
《诗》之比兴和《孟子》、《庄子》中的比喻和寓言，是一种有确指的象，偏主一事一物而言，易之
象则无所不通、无所不指。
例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就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象。
这个象无非是要表达一个“健”意，上自天子王侯，下及庶民百姓，都能适用。
初九“潜龙勿用”，描述的“潜龙”之象，对任何人与事物都适应。
这种极其广泛的适应性，用其它任何方式都不能准确表达。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易经》的象数是没有确定的含义的，从中可以引申出无限的含义来。
稍懂易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学研究的方法，不是“六经注我’？
，就是“我注六经”，但不管以哪种方式，都是解易的著作最多。
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易经》的最高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易经》具有最大的抽象性，
可以任想象力纵横驰骋、。
冯友兰先生把《易经》比作“宇宙代数学”，可以说是对《易经》抽象性的最准确表达。
这就像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方程一样，具备最大的抽象性，也因此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
同时，《易经》又具有最大的具体性。
因为它不仅有卦爻辞，而且有传，这些文字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既包含确切的历史、地点、人物、
事件，又表达了明确的思想与价值取向。
特别是象数方面，它能对上至天文，下至人事的许多具体问题做出吉凶判断。
每当涉及一具体问题时，它的含义就变得非常明确，可见，《易经》既具有最大的模糊性，又具有最
大的准确性。
这一点与现代的符号逻辑不同，符号逻辑乃纯符号的运动，而《易经》的逻辑既有符号又有实物，所
以这种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是自古及今从未有过的，这也是《易经》一书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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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易经》、《易传》再到易学，在中国文化史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深度、广度、长度不断增大的易河
，而这条易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河水系的主干河
流。
易河与其它支流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易学的深深烙印
。
所以，不仅是“不知易则不足以为太医”，“不知易则不知兵”，“不知易不得入阁”，不懂易学，
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传统文化。
这条源源不断、日日新新的易学长河的轰鸣绝唱，不是个别人的天才独奏、独唱，而是由历代易学家
独唱独奏、续唱续奏、反唱反奏所组成的同异共存、互补性很强的大合唱。
而且，这种大合唱除了存在一个最原始的、初级的曲谱本子之外，并没有给任何演奏者划定严格的演
奏范围，包括使用的乐器、演奏的方法等，更没有一个统一的乐队指挥。
虽然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曾经硬性规定了演奏范围，指定了乐队指挥（《易传》），并在特定
时期内禁锢了易学家的思想，但是，“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神无方、易无体”的易学，不可能
被压制，经过历代易学家的共同努力，共形成了“一日以理论易，二日以象论易，三日以变论易，四
日以占论易，五日以数论易，六日以律论易，七日以历论易，八日以术论易，九日以事论易，十日以
心论易，十一日以老论易，十二日以释论易。
”如果再加上“以史论易”、“以谶论易”、“以图论易”，还有当代所形成的科学易、文化易、管
理易、简本易，共有十九种易学研究体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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