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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由卦爻象符号系统与卦爻辞义理系统构成，历代注释研究《周易》也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学
派。
本书分析了象数学派的本体论、方法论、天道观、人道观，从而论证了“象数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
重要地位，展示了“象数学派”宇宙世界与人文世界同构、物理之学与心性之学会通的理论图式，表
达了“象数学家”坦夷旷达的宇宙情怀与中和安乐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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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其成，著名国学专家，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中易国学院院长。
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会长，中国哲
学史学会中医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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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周易》是我国最早最重要的典籍，是它对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和传统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超
过同时代的其他经典。
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构成了“易学”。
易学作为经学的一种，从汉代开始，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五经注释书中，《易经》注释书最多，是其他四经注释书总和的三分之二。
历代易学家在对《周易》的研究态度和注释方法上各有特色，总的来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派。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几祥宗、造化宗、
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
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几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
派。
象数学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学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
易》，以义理论象数。
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
因象数学派在解《易》的同时，涉及到天文、历法、音律、伦理、哲学、医学、占测等内容，致使象
数学体系十分庞杂，也造成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度大大增加。
久之，象数学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就近现代学术界而言，可以说对象数学的态度仍然是不够公允的，有人认为象数就是术数，是算命打
卦的同义语，应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有人认为象数学根本不是易学正宗,与哲学更是风马牛不相
及，(只有义理易学才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象数学代表了古代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甚
至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新发明都可以从中找到来源⋯⋯认识的误区带来了研究的缺陷与薄弱。
现代除了两三本象数学源流史著作外，还几乎没有一本象数哲学的专著。
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在分析、比较汉代象数学与宋代象数学的基础上，主要解决以下问题：1、
“象数”范畴在各历史阶段的内涵。
2、“象数易学”形成演变的过程及规律。
3、象学派和数学派从易学本原论到哲学本体论的提升。
4、中国传统哲学史上“象本论”学派与“数本论”学派的特征。
5、象数思维方法的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人文和科学的影响。
6、象数学派的宇宙生成法则与结构法则。
7、象数学派的人文情怀、性命学说与生命境界。
“象数”和“象数学”(象数易学)作为两个既有密切关系又各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在历史形成与发展
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从《周易》开始作为卦爻的“象数”成为从汉代形成的“象数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
“象数学”的两大形态——汉易象数学与宋易象数学对“象数”的内涵又有不同发展。
宋易象学派与数学派在易学本原论上有“象在数先”和“数在象先”的论争，进而通过“气”“理”
范畴，将这场论争提升为本体论的论争。
以周敦颐、朱震以及明清时期来知德、方氏父子为代表的象学派将“象”与“气”合为一体，以气为
宇宙本体；以邵雍、张行成、蔡沈为代表的数学派将“数”与“理”合为一体，以“理数”——“数
”为宇宙本体。
数学派还通过对“太极”的解说强化了这一本体观，“太极”虽被视为一个兼包虚实、动静、心、气
、理数的综合体，但其本质仍是“理数”，即宇宙事物生成变化的次序、理则。
“理数”之“理”不同于程朱的“理”，“理数”之“数”不同于毕达戈拉斯的“数“。
邵、张、蔡的数本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独树一帜。
由《易传》所创立而由象数学派所发展的“象数思维方式”，采用取象—观象法、取数—明数法、符
号模型法，表现出整体性、功能性、形象性、变易性特征，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以中医为
代表)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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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数学派将宇宙生成过程看成气化流行的过程，汉代象数学家通过卦变学说、“四太”阶段、九宫位
序反映了这一过程，宋代象数学家通过“一生二”法则和先天学说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过程。
象数学派的宇宙结构论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一是其宇宙结构论是与其宇宙生成论密不可分
的，或者说有一种重生成论轻结构论的倾向；二是将宇宙的结构视为一种先验的、程式化的象数模型
，即卦爻、九宫、五行、河图洛书模型，这是一种时空合一、偏向关系功能的结构模型。
象数学家一般被认为是只重天道不重人道，实际上无论是汉代象数学家还是宋代象数学家都不能作如
是观。
汉代象数学家虽然偏重天文之学，“多参天象”，但目的却在于以天道推人道，以卦占定人伦、明王
道，以阴阳灾异推论人事吉凶、宣扬五常伦理，表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理想；宋代象数学家则
更是参合天人、以人为核心，或由太极以人极，或由物理之学、宇宙之学而论心学、性命之学，从而
建构了宇宙与人文同构、同序的理论图式，表达了鲜明的人文价值理想。
对《周易》的研究在方法途径上向来就有学理阐发与文献考证之别。
前者关注于揭示或发挥《周易》的道理(“易之道”)，目的在于建立思想理论体系；后者关注于对《
周易》文句、字义的训释考证(“易之文”)，目的在于求取《周易》的本来意义。
当然两者并非完全割裂。
到了近代则出现“疑古”思潮，以抗击传统理学家的“复古”学风。
疑古派治学方法利弊交参。
本书采用当代学者提出的“释古”的方法，注重史料的考证，同时注重逻辑分析和理论归纳，将纵向
的历史文本与横向的思想理论相结合，以史料文本（“易之文”）为依据，以思想理论（“易之道”
）为目的。
既不是为“释古”而“释古”，更不是为“复古”而“释古”，只是企望在“释古”的基础上，总结
象数学派的哲学思维的特征及其得失，建构象数哲学体系，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展开易之“道”，并希
望能在打通易学与现代哲学、现代科学的通道方面，对今人有一点点启迪和帮助。
当然能否如愿，则有俟读者明鉴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象数易学>>

编辑推荐

《象数易学(修订版)》：一本象数论，半部易经史。
欲解《周易》奥义，必知象数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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