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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对《易》学而言，其发展方向确实庞杂而多元，若欲借有限认知以探求无穷哲理，是犹如“以
管窥矢”、“以蠡测海”。
因此，笔者以一种具有特殊意涵的概括性表述，一种精神指引的积极象征——“全型发展”来论述本
文，这与一般的“全面性”概念是不同的。
    在我们生活周遭，除了感官经验所能掌握的“实质”(有形事物)外，更多的“象征”是来自心灵深
处的投射。
“实质”固为人类所取资与利用，其存在意义自不待言；而“象征”则具有普遍性与恒久性，其生命
力往往较“实质，，更为旺盛，《周易》的两大符号系统——象数符号(卦爻)与语言符号(所系之辞)
，即是具有普遍而恒久的“象征意涵”。
至于文化传播，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吾人自不能予以否认，但是在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各种奇
幻变化，常是超越人类理性与知性所能掌握的范畴，也不是用文化传播的概念能加以解释的，这就是
所谓的“共时性”现象。
在《周易》中，“共时性”的心灵联系与“历时性”的因果观，是其哲学内涵的重要依据，也是构成
《易经》横向与纵向系统的主要元素。
    在整个太极演化生成系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联系与发展的互动关系，而形成这种互动关系的主要
媒介就是“共同质性”，经由它的“穿针引线”，一种既能自我发展又能联系外界的有机体系便应运
而生，而这个“有机体系”是可以用“平行中心”的概念来加以阐释的。
除此之外，由于对“共同质性”的了解与运用，在《易》学发展上的两大流派——象数与义理，便可
借此找到共同的根源，而得以消除过去彼此不能和谐共存的歧见；甚而可以透过它，而对“理”、“
气”的统一概念作注脚。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人类意识层面所无法掌握的变数，这种变数具有超越理性思考的特质
，且往往是来自心灵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活动，它能源源不绝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共生
共荣；且透过这种心灵的交会，吾人对宇宙万物存在的价值及其生命意义，当有另一种崭新的看法!    
生命本是不断创造的过程，以《周易》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易》学思想，其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
不衰，除了本身具备完整的理论架构外，最主要原因在于它所拥有的创造性与开放性思想，以及从阴
阳变化中所衍生的玄妙哲理；而从这些思想、哲理中，我们可以体会万事万物都有具不同形态的“生
命质性”，并且在溯其源、察其旨的原则下，进一步达成对“生命质性”的联系，这也是《易》道“
无所不包”的精神所在。
《周易》并非预言性的书，它没有一般宗教普遍存在的“神谕”观，但是由于它能超越时间、空间的
限制，以及打破世俗因果律的逻辑思考，因此可以促成人类心灵的省悟和道德观念上的转变；而其对
生命的重视与热爱，即“生生”思想，也间接打破世俗所谓“人定胜天”的迷思，进而促使人类与天
地万物和谐共处，达到天人合德的境界。
    本文为笔者论《易》学发展的初步演讲，文中倘若有语谬疏漏之处，尚祈贤达不吝诲正！
    (九)四元衍数之合    秦九韶、焦循主此说，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互乘之数为衍数也。
一元衍数是2×3×4为24，二元衍数是3×4×1为12，三元衍数是4×1×2为8，四元衍数是1×2×3为6
；24加12加8加6，合计即为大衍之数五十。
至于为何单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焦循以为四者恰像春夏秋冬、木火金水。
    此说不合乎《周易》之旨，也无法在《周易》中找出支援的理由，所以只能视为附会之说。
    (十)以“天地之数”释“大衍之数”    由“天地之数”释“大衍之数”的学者甚众，二词同样出自于
《系辞传·上》：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将1至10的十个数字中，区分成二组，奇数为天数，偶数为地数，天数、地数相加得数字五十五，即“
天地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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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大倡其道，甚至影响易学的诠释，天数为阳，地数为阴，并产生了生数、成
数的概念，将一至十之数，以一、二、三、四、五为生数，而生数分别加上数字五，即为成数，也就
是说生数一的成数六，生数二的成数七，余此类推，则有六、七、八、九、十这五个成数，天地之数
结合阴阳五行进而有五行生成说与九宫数的问世，赋予每个天数、地数各自的阴阳性和五行性，郑玄
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
，阳无耦，阴无配，来得相成。
地六咸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井，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
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
(《札记·月令疏》)    基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念，天数、地数是不能或缺，天一、地六在五行
性中属水，方位在北；地二、天七属火居南，天三、地八属木居东，地四、天九属金位西，天五与地
十属土性位中。
五行生成图和九宫图衍变成今日流行的河图、洛书，自此，天地之数与河图、洛书互相诠释，如朱熹
在与蔡元定合著之《易学启蒙》就曾提到：“天地之数。
是“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
”    京房通过八宫卦序建构了一幅阴阳二气相互对待的图景，而其建构此静态图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反映生生不息的阴阳流行图景。
《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
京氏将阴阳的对待关系分布于八宫卦之纳甲、飞伏、建候、积算诸说中，旨在彰显《易》之“一阴一
阳”之道，将“一阴一阳”之《易》道逐步落实到具体之处，从而从具体处阐发《易》的阴阳流行关
系，体现《易》之生生不息之精神，即如京氏所云：“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
二气阳人阴，阴人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
”    京氏的八宫卦序从表面上来看，是一幅静态的阴阳对待图。
在京氏看来，每一宫的本宫卦或八纯卦，决定着该宫诸卦的原本卦体的五行属性，然后再根据每一爻
所纳地支的五行属性确定六亲关系。
如乾宫本宫卦乾卦从初爻至上爻的纳支分别为子、寅、辰、午、申、戌，而乾宫属金，故初爻至上爻
的六亲分别是子孙、妻财、父母、官鬼、兄弟、父母。
这种阴阳相互对待的关系确定之后，每一本宫卦从初爻变起，实现爻的阴阳转变。
如乾卦第一爻变则变成天风媚卦。
因此一变，则本宫乾卦原来的阴阳对待、或暂时的平衡关系即被打破，其所纳的干支、建候、积算、
气候分数、所纳星宿都要随之作相应的变化。
如乾卦变成垢卦以后，变出的媚卦从初爻至上爻所纳的干支分别变为辛丑、辛亥、辛酉、壬午、壬申
、壬戌，原来乾卦所纳的五星也由镇星变为大白，所纳星宿也由参宿变为并宿，建候则由从甲子至己
巳变为从庚午至乙亥，积算也相应地由己巳至戊辰变为从乙亥至甲戌，六亲从初爻至上爻也相应地变
为父母、子孙、兄弟、官鬼、兄弟、父母等等。
此可以说是因一变而引起万变。
京氏认为这种变化是“阴荡阳”或“阳荡阴”的结果，或者是阴阳积气变化的结果。
如京氏于《娠》卦云：“巽积阴人阳”，即指明此一系列之变化是由乾卦初爻由阳变阴所导致。
这就是阴阳之流行。
    《京氏易传·媚》云：“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这为主的一爻就是引起该卦所以从乾卦变为该卦
的一爻。
因此，对于该卦来说，这一爻便是关键的一爻，或者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京氏称其为“世爻”，与
该爻相隔两位之爻为应爻。
世爻多为一卦之卦主。
    在讨论京氏易的阴阳流行关系时，我们还必须谈一下京易中的天、地、人、鬼四易之说，因为该说
从大的框架上正可以说明阴阳二气的流行变化。
《京氏易传·卷下》云：“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
为鬼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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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易在此既借鉴了《易传》的三才说，又借用了《易传》的游魂说。
(《易传》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从本宫卦初爻变起，有一爻变者为一世卦，有二爻变者为二世卦，⋯⋯有五爻变者为五世卦，变化
不能至极，因至极(也就是上爻变)就变成了与本宫卦阴阳相对的另一宫卦，则在上爻不变的情况下，
从五爻变返回至四爻变，亦即恢复本宫卦中的第四卦爻象，即为游魂卦。
游魂卦下卦恢复本宫的下卦象，即为归魂卦。
(参见京氏八宫卦序表)    这种从一世到归魂的卦变规律，反映了同一卦体中阴阳流行的次递关系。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反映到乾宫和坤宫的游魂、归魂卦上，则突显的是一种阴阳二气的大化
流行，从而也可以看出乾坤两卦的卦变规律与十二消息卦间递变规律之间的联系。
《京氏易传·卷下》云：“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
”而乾宫游、归魂卦之上卦皆为离卦，坤宫游、归魂卦之上卦皆为坎卦，这正说明了荀爽为何在注《
彖·乾》“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云：“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
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
六位随时而成乾。
”依消息卦说，从复卦至乾卦，是一个阳息阴消的过程，而复卦为十一月子(坎位)，阳息至四月巳火
位则成乾体；从五月午(离位)至十月亥则是从垢卦至坤卦，是阴息阳消的过程，至亥水位则坤体就。
这也正是《京氏易传·卷下》“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
子左行，午右行”所昭示的阴阳流行的《易》道变化观。
后天八卦中的离坎两位，正对应先天八卦方位中的乾坤两位。
从后天八卦的坎位左行至离位，是在平面上由阴极至阳极，而从“一阳来复”的复卦至“成乾体”，
则是阳气从“潜藏”至“亢极”，是在竖面上的阴极至阳极；同样，从后天八卦方位的离位右行至坎
位，是平面上的阳极至阴极，而由媚卦至“坤体就”，则是在竖面上的阳极至阴极。
横面与竖面的阴阳流转同时进行，形成一幅立体的、涵纳时空的、动变不息的阴阳对待流行图。
京房以此方式构建了一幅“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并能“知幽明之故”的宇宙
图景。
八宫卦所纳的干支、星宿、五星等也随之成为体现《易》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京氏虽未提出系统的卦变说，但后世系统的卦变说在很大程度上应受到京氏易的启发。
从爻变到卦变是京房建立八宫卦的基本方法。
从一世到归魂，由爻变逐次变化形成的各卦在隐含本宫卦五行属性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由不同于本宫
卦的干支、星宿、建候、积算等因素的卦体，从而体现出由一爻之阴阳变化而造成整个卦体的变化。
这种阴阳流行变化反映了部分变化与整体变化之关系：部分变化或量变是造成整体变化或质变的先决
条件。
从初爻变至五爻再返回至四爻变而变成游魂卦，下体复归本宫卦，则为归魂卦。
如此从一世至归魂七卦的显象虽各不相同，但它们的隐象除了其所伏之卦以外，仍以本宫卦为基础，
而陆绩更注重世爻之隐象。
世爻之隐象即本宫卦与世爻相同爻所纳干支，如其于《垢》卦：“元世居世”注曰：“辛丑土，甲子
水”，此辛丑土即指《垢》卦初爻世爻所纳干支，“甲子水”则指本宫卦乾卦初爻所纳干支；又如其
于《否》卦“三公居世”注曰：“乙卯木，甲辰土”，此“乙卯木”即指《否》卦世爻六三爻所纳干
支，“甲辰土”则是本宫卦乾卦九三爻所纳之干支。
其他卦皆仿此。
如此则在阴阳流行的过程中，仍时时存在着显与隐之间的阴阳对待关系。
后世流行的纳甲筮法在所得之卦六亲不全、或用神不上卦时，便从该卦之本宫卦中寻找，即是继承和
发展了陆注京易的爻之飞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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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可喜的收获  宝贵的启示            ——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闭幕词                      2001年11
月24日于济南                                刘大钧            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同学们：    “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在教育部社政司的亲切关怀下，在与会海峡两
岸易学界的后起之秀及各位讲评专家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顺利完成了大会预期的各项议题，获得
了圆满成功!    来自海峡两岸的80余名正式代表参加了本次盛会。
其中，以在读博士生、硕士生为主体的与会发表论文的青年学人37名，参加讲评的专家教授32名。
因此是一次高水准的学术会议。
    在此，我代表“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向给予本次大会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的
各单位、各位来宾，向积极协助我们共同开好本次大会的代表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大会的
青年学人在“易学与哲学文化”的主题下，着重围绕“易学的困境与出路”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发表
了他们的看法。
各位讲评老师满怀对于青年学人的殷切期望，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他们的发言一一作了精彩纷呈
的讲评。
老师们所作的讲评，不仅涉及到对论文观点优劣之评判，而且更进一步向青年学人们指明了布局谋篇
等写作技巧与何以治学之基本方法，使他们普遍深受教益。
本次论文发表会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土简帛资料的研究。
有的同学认为，帛书《易传》相关篇目中，蕴涵着明显的卦气思想，这一卦气思想是与其前的卦气思
想一脉相承的，汉代的卦气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完善起来的。
有的同学指出，帛书《易之义》中，既引入了阴阳、刚柔两对关乎自然哲学的范畴，又引入了文武这
对关乎人生哲学的范畴，这就使得《易》不仅有“穷神知化”的天道精微，更有“文武并用”的现实
层面的关切。
如此，由天道而人道，亦可见其对《周易》解释的多面性，以及《周易》文本所可具有的被解释之活
力。
    (2)《周易》经传的研究。
有的同学借助数理统计中的定量分析法，详细探讨了《周易》古经中断占之辞“悔亡”、“无悔”、
“有悔”的所以然，指出，古经论占富有人文精神，强调中正之善之美，开示中正、比应是致吉之关
键。
有的同学坚持考据、义理有机结合的治学理路，在详细占有大量原典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易
学史上的正统筮法“大衍筮法”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大衍之数具有内在深层的学理意涵，它之重要
即在于以数目的方式表示演化的最初根源状况，也就是它指涉了“太极”或更高的根源，所以理清大
衍之数的意涵，有助于我们掌握根源。
有的同学则专就《彖传》的卦变思想作了剖析，指出，卦变乃是《彖传》内在结构的主体部分，其实
质就是依据卦中爻象的变化关系，推明一卦之异于另一卦，是因为其爻与位有变易。
有的同学以哲学的视野，论述了《系辞传》的人性论思想，认为这一人性论思想应出现于诸子之后，
为杂糅融合、全面整合诸家之论而成。
在诸家之论中，老庄只见到人性禀受于天道与物性相同的一面，从而断言人性无善恶；孟子也只看到
“继之者善也”的一面，从而断言人无有不善；荀子则只见到人有所不继的一面，从而断言“人之性
恶，其善者伪也”。
这些皆属片面性的各有所见，不能全面揭示人的本性。
而《系辞传》的人性观则是由普遍存有的“道”出发，借着顺道而生的善，而体现性本然的面貌，因
此它括及这些片面不全的看法，加之整合为另一套完满的天道人道关系，谓之集先秦人性论之大成，
亦不为过。
有的同学从哲学形上学的角度切人，分析了《易传》中所展示的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指出《易传
》为孔子的作品，它为道德的存在提供了形上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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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传》的学理脉络下，道德的动力来源于天地之大德，即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
《易传》透过其“尽性至命”之论，实现了对道德功利论的超越，这一超越表现在，它所肯定的人生
价值乃在于通过仁义道德的实践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善，从而体现“命”所具有的易道本质。
这一过程是不考虑吉凶结果的、非功利性的。
有的同学还就《易传》“寸”的思想作了掘发，认为《易传》中的“时”有自然之天时与社会之人时
两层含义。
《易传》的时观念反映了《易传》如下三个方面的思维特点，即象数与义理相即相成，直观整体的时
间思维模式，以及借助象数表达的积极能动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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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易》是古代占筮用书,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众说纷纭。
其在中国的知名度极高。
有关其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争论，自古未休；而后人对其内容、作用以及内在思想的评说，则更
加莫衷一是；更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周易》是一本"算命"的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至少有一点是较少争议的--《周易》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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