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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是为诸子时代。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经学成为官学，是为经学时代。
魏晋之世，玄谈盛行，以《老》、《庄》、《易》为三玄，是为玄学时代。
之后，佛教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之时，佛学有高度发展，而儒门淡泊，是为佛学时代。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批判了佛学与道家，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理论思维有进一步的发展，经历
元明，是为理学时代。
到明清之际，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趋向于考证之学，是谓朴学时代。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到二十世纪，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
的时代。
中华学术，根据传统的说法，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
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
这是举其大要而言，还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天文历算、兵法、地理、医药、农学等等。
但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占主要地位。
词章之学即文学，包含诗、赋、词、曲，与一般民众关系较为密切。
各门学术是互相影响的。
词章之学亦受到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影响。
研究历代文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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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与中国文学（套装上下册）》是中国《易》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周易》经、传与文学
关系的专著。
内篇八个专题，探讨卦、爻辞与《系辞》、《文言》等原始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学原理、文学观念、审
美意识、语言艺术诸种要素，力证《周易》的内容与形式，被一代代人接受并加以发挥、转换，形成
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观念体系的大致格局。
外篇十个专题，主要论述《周易》对中国文学发展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从人文精神、文学本原到创
作鉴赏等种种文学观念范畴的正式确立，理论构架的成型，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文艺学概论，纲
举目张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附篇介绍的《焦氏易林》，是直接从《周易》本体绽开的文学奇葩。
陈良运教授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历时十年，数易其稿；《周易与中国文学（套装上下册）》是他
继《中国诗学体系论》之后又一部研究古代文学观念起源和文论体系建构的力作，“探源溯流、阐精
发微”的学术风格融贯其中，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而使理趣与情趣盎然于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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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良运，1940年生，江西省萍乡市人。
1964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995年评定），江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期致力于现当代诗歌研究、评论和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理论研究，已出版《新诗艺术论集》、《新
诗的哲学与美学》、《文与质·艺与道》、《诗学·诗观·诗美》、《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
学批评史》、《论诗与品诗》等，主编《中国历代文学论著选丛书》（5卷本）等，承担了1998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课题“焦延寿与《焦氏易林》四言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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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内篇第一章 “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之道：创造之道一 “道”向物质——精神双重创造
意义的转换二 《易经》之“自然宗教”意识与《易传》之“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三 “变通”——
创造之道的核心内蕴第二章 “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周易》的符号象征一符号象征的形成二符
号象征的特殊品格三 符号象征的奇妙变奏第三章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周易》的审美意识
一 自然美的折射与发挥二 以阳刚美为主轴的审美观念系列三美之利与功：“化成天下”第四章 “物
相杂，故日文”——《周易》孕育的文学观念一 “观”、“感”、“情”与“精义入神”二 “文”
、“辞”、“象”与“立象以尽意”三 “志”、“气”与“刚柔有体”第五章 “六爻发挥，旁通情
也”——《周易》的文学思维一 从形象思维到意象思维二 “范围天地之化”的隐喻思维一三广阔深
邃的联想与想象思维 一第六章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的情理品位一深沉的忧患
意识二真实的爱恶之情三 睿智的理性精神第七章 “修辞立其诚”——《周易》的语言艺术一 简古清
丽的《易经》语言二 灵动洒脱的《易传》语言三 《系辞传》中的语言理论第八章 “鸣鹤在阴，其子
和之”——《周易》中的古代诗歌、一 卦、爻辞中所引远古的谣、谚二 原始诗歌的风貌、特色三 卦
爻辞诗歌与《诗经》第一章“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学一 “人文”观念的历史
发展二 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三 人文精神的新思考第二章 “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与文学
本原一 《文心雕龙》之前的文学本原论二 “自然之道”——刘勰的文学本原本体论三 “自然之道”
的文学表现第三章 “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刚柔有体”与作家气质、创作风格一从“气有刚柔
”对文学本体质的把握二 由“风趣刚柔”展开的审美批评三 “刚柔杂居”与文学流派的发生第四章 
“感于物而后动”——“感而遂通”的创作心理机制一 “致虚守静”——“感而遂通”的心理机制二
“通灵感物”——古代“灵感”理论的发展三 “情以物迁”——东方最先出现的“移情”说第五章 
“诗不患无言，而患言尽”——“言不尽意”的诗学升华一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二 “言不尽意”
的质变：“文已尽而意有余”三 “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升华：“无言之美”第六章 “意象所生，方
圆随造”——“立象以尽意”的艺术转变一哲学领域“立象”理论的发展二 “象征型艺术”与中国文
学早期特色三 “立象”的质变：“物色尽而情有余”第七章 “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神无方
”的美学风采一从哲学走向艺术的“神”二 “神主形从”之形神理论的发展三 “神无方”的美学风
采第八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旨远辞文”的文学语言论一 文学语言理论的早期发展二 “美文
”意识：文学语言的纯化三 “百炼为字，千炼成句”的诗歌语言艺术第九章 “《诗》无达诂”——
“仁者见仁”，知者见知”的接受鉴赏论一 “以意逆志”与“《诗》无达诂”二 “披文以入情”与
“辨于味”说三 “代日益精”的诗歌接受美学第十章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变通以趋
时”：永恒的启示一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二 “文以情变”与文体之变三 “入圣”、“入神”—
—“变能启盛”附篇一部超越时空的诗体启示录一 中国最早的哲理诗二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篇三 诗歌
艺术的超常发挥四 《焦氏易林》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引用书目与参考书目重写《周易与中国文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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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爻象的主导意象是男子出门求婚，第二爻（六二）爻辞：“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这位男子在“勿用有攸往”的时候偏要出门求婚，他乘着高头大马带一大群随从（“班”，马多之
状），缓缓地但神气十足地前行，不是一伙强盗，是去求婚的队伍；可是当他一到女家就碰了一鼻子
灰：少女守贞不允嫁，要十年后才肯出嫁。
第三爻（六三）更换一个意象：  “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
往吝。
”说的是进山狩猎，追逐山中之鹿，可是又没有守护山林的“虞人”当向导，于是只能在茫茫的林海
中空逐一场。
能够见机行事的君子，就不应该在此种近于盲目的情况下狩猎，舍彼而归；硬要执意前往，得到的只
能是悔恨憾惜。
这似乎是一个与前者相对独立的意象，但又可以与前者联系起来，等于用另一个形象的事例告诫求婚
者，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可盲目地追求，最好有熟悉女方的人先去沟通关系，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先
回家去吧！
第四爻（六四）又回到男子求婚，大概他已请了媒人以通款曲：“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
”这一次他充满了信心，很乐观。
可是，事情还有麻烦，还是棘手，第五爻（九五）爻辞日：“屯其膏。
小，贞吉；大，贞凶。
”这条似乎又与前后条没有联系，原意可译为：为了克服初创的艰难，广施膏泽于人，柔小处下位者
喜获吉祥之物，但刚大居上者可能不为“膏泽”所动，尚存功败垂成的凶险。
联系前面求婚之事可否这样说：男子带了礼物前来，女家小辈柔顺者见了高兴，长辈刚正者见了不高
兴，拒绝接受，求婚又将告吹。
最后一条爻辞（上六）不无幽默嘲讽的意味：“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这位不择时机出门的男子失望而归，哭得眼睛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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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丁丑牛年春节期间最后一轮艰苦的鏖战（元旦与除夕也未敢稍息），历时一年有多，《周易与中
国文学》的再造终于完工了。
当我写下附篇末尾纪年、月并加“百折而成”四个字，自己也抑制不住感叹：这是意志与毅力的胜利
！
甲戍年岁末搬迁新居，我本是不太管具体事务的，却对一个画有八卦太极图的瓷盘特别小心，用几层
纸包好并结扎稳妥，叮嘱家人不要将它与大件同运。
不意临搬运时手忙脚乱，家人偏将此盘插进装车大件的空隙间（也许根本不该用纸包起来），出门不
远，因平板车震动，偏偏是它，被摔到了水泥路上，到新居打开纸包一看，碎成不只八片！
这个瓷盘，是我1987年12月去济南参加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带回的纪念品，就是这个会上，我起
意要写一部论述《周易》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书。
在与这个瓷盘朝夕相对的七年里，1988年第3期《哲学研究》发表了我的“投石问路”之作《论（周易
）的符号象征》（现在本书内篇第二章一二节的）主要内容）；同年以《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周易）与中国文学》课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立项，于11月16日获得正式批准，并在《文学
遗产》1989年第2期公布；1990年又蒙一家出版社约稿，稍后正式列入该社的选题计划；1991年6月，
约25万字的书稿脱手并让我儿陈新专程赴京呈送，原约定，如书稿质量无大问题，1992年内可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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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易与中国文学(套装上下册)》对中华学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列周易做了宏观的考察与周全的论述
，力求从文学研究中总结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为推动中国的学术文化而做出努力，鼓励
更多学人参与，致力于继承与发扬近年来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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