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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迄今为止，《周易》一书所留给人们的疑问和谜团依然很多。甚至就连
“易”这个字和 《易》这本书，也存在着种种谜团。

本书本着 “探疑求真，清源正本”的原则，依据迄今所见史料、文献以
及最新的考古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旨
在针对一些主要疑问和谜团，联系当今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关的一些困惑以及
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加以探释破解。能探释破解得了的尽量探释破解，暂
时还不能探释破解的，也实事求是地 “存疑留谜”，或说说自己的见解，跟读
者进行交流，但决不毫无根据地猜测、推断，更不随意地敷衍、曲解。

通过释疑解谜，尽量让读者知道 “易”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易》这
本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与 《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易》到底是怎
样一部书 ; 了解诸如算卦、看相、看风水等等看似 “神秘”现象背后的隐秘，
提请读者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它们 ; 懂得到底什么是 “命运”，学会在现实生活
的风风雨雨中，正确地看待、掌控自己的命运，以便活得更明白、更舒心些。



前言 Ⅰ

前 言

一提起 《易经》、《周易》，好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近些年来，海内外兴
起了一股 “易经热”、 “周易热”，谈论它们的人很多，出版的相关书籍也不
少，关注它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易经》，作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一部经书，一部古代典籍，从其产生

到 20 世纪中叶，可以说在历代都备受推崇。儒家将其列为 《五经》之首，以
“修齐治平”诠释之; 道家和道教将其作为主要经典，以 “道法自然”和符
号咒语等援引之; 佛家也委婉地从其中汲取营养，以佛性修养附会之; 医家
和养生家则径直得出 “医易相通”、“不知易便不足以言太医”等结论……而
混迹于街巷市井的算命、看相的先生们，则更是将其作为算卦之经典，一代
又一代地沿袭、敷衍、揆发、杜撰，使其占卜的光环越来越耀眼，以至于在
普通百姓那里，一提到 《易经》、 《周易》，就会联想到 “太极图”，联想到
“八卦”; 而一提到 “太极图”和 “八卦”，则立刻就会与 “算卦”、 “看相”
等联系起来。

不是吗? 看看那些混迹于街头巷尾的一个个算命、看相先生的卦摊，有
哪一个没有摆放着标有 “太极图”和 “周易八卦”字样和符号的招牌 ; 瞧瞧
那些充斥于市井的一本本阐释 《易经》、《周易》的图书，虽然也有一些学术
性著述，但所占的比例甚少，而更多的则是大都打着 “研究”的幌子，实则
推销算命、看相之类的说教和方法而已。如果说这类图书在写法上也有某些
不同的话，那就是有的书直言不讳，而有些书则遮遮掩掩，大多贴上了 “现
代化”的时髦标签，把旧时代的 “占卜”改换成堂而皇之的 “现代预测”
罢了 !

不错，《易经》、 《周易》的确原本是与占卜有关的著作，从秦汉以来，
历代的占卜也的确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难道它留给我们今天
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和普通百姓的，就只有占卜吗? 算命、看相先生、风
水先生等，为什么总是拿太极图做幌子? 太极图到底是怎么回事? 占卜到底
是怎么产生的? 其本质是什么? 八卦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流行的算卦与占
卜到底是什么关系? 算卦为什么会在历代绵延不绝? 为什么有时会灵验?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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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周易解谜

头看相与中医望诊是什么关系? 它们与 《周易》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易”
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易》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它与 《周易》到底
是什么关系? 《周易》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 人们经常谈论的 《易经》、《周
易》，是不是一回事? 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它们与 《易》又是什么关
系?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命运又是怎么回事? 人们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怎样掌控自己的命运? 如此等等的一些疑问，想必大家都免不了困惑、嘀咕、
思考。

似是而非的谈论在市井街头和普通百姓中流行，不足为怪，但是要是堂
而皇之地出现在学术著作和大庭广众之中，并且被当做 “权威性”的东西任
其流传、以讹传讹的话，那就不是小问题，就必须引起重视，加以澄清了 !

历史和现实不断地向我们昭示: 在人们所热议的话题中，往往带着某些
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乃至错误的观点，况且，围绕 《易经》、《周易》所形成
的传说也好，议论也好，著述也好，从古至今，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
本来就一直存在着许多疑问和谜团，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未能加以释解清
楚呢 !

本书作者，就是针对上述迄今一直未能释解、或释解不清的疑问和谜团，
联系当今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关的一些困惑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依据传
世的史料、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考古成果，尽自己所能，加以探释破解 ; 能
破解的尽量破解，暂时还不能破解的，也实事求是地 “存疑留谜”，或者说说
自己的见解，跟读者进行交流，让读者了解相关的情况。

作者的主观愿望是 : 通过释疑解谜，让人们知道 “易”这个文字到底是
怎么产生的; 《易》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通过释疑解谜，希望能化解
留存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某些主要疑问和谜团，尽量让读者了解与 《周易》
相关的基本知识，知道 《周易》是怎样一部书; 了解诸如算卦、看相、看风
水等等看似 “神秘”现象背后的隐秘 ; 懂得到底什么是 “命运”，影响 “命
运”的因素有哪些; 提请读者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们，学会在现实生活的风
风雨雨中，正确地看待、掌控自己的命运，以便活得更明白些、更舒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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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 “易”《易》之谜 1

一 “易”《易》之谜

“易”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被混淆的字眼，因为人们通常所谈及的
“易”，单就其总体而言，就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 一是作为一个文字或概念，
二是作为一个书名。

不管就其作为一个文字，还是作为一个书名而言，人们的解释历来也存
在很多的分歧，仍有一些未解之谜。

下面，就让我们分别地来加以探解吧!

1. 就作为一个文字的“易”而言

【点睛句择】
鉴于本书旨在“解谜”，而人们关于在“易”字含义方面的分歧，均与对于

“易”字在起源方面的分歧相关联。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就“易”字的起源
之谜，来加以探解。
“易”字在汉字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字，它的产生，不同于一般汉字的

造字方法，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六种方法，都不适合
于它。它的最初写法“源自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是对这些裂
纹形象的真实的仿照刻画、描绘。

要是硬说它是“象形”的话，那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抽象的“象形”，而是
仿照客观形体，逼真的“象形”。

所以，“易”字不是个一般的汉字，而是一个植根、深埋、隐匿着迄今所
知我国第一部成书《易》起源之谜的文字。“易”之字是《易》之书的根芽，没有
“易”字这个根芽，就没有《易》这部书。因此，“易”之字是揭开《易》之书起源
之谜的钥匙。

～ * ～ * ～ * ～ * ～ * ～

即使作为一个汉字，人们对于“易”的解释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人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易”字的起源而论，二是从

“易”字的含义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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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书旨在“解谜”，而人们在“易”字含义方面的分歧，均与对“易”字
在起源方面的分歧相关联。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要先就“易”字的起源之谜，
加以探解，其含义就不言自明了。

为了说明“易”字的起源，有必要先简略地了解一下汉字的起源。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最初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而

象形文字则是由最初的“结绳记事”，到“契木为文”的刻画符号，再到象形绘
图绘画，逐渐演变而来的。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看，中国最早的符号文字，距今至少已有 7000 多年的
历史了。

由于“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的载体“绳”和“木”，都难于抵御历史岁月
的侵蚀，难以留存，所以，对于“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的真相，迄今无法
了解。目前发现的关于原始文字的有关资料，主要是在岩石、陶器等上面所
遗留下来的某些符号和图画。

记事的需要是符号和图画产生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动力。
我们的先民用符号和图画来记事，从笨拙地尝试性地刻画线条，到形成

与所要记载的事物形象比较符合的图画 ; 从记事到达意，从不规范到规范，
再从个体明白到被群体公认，而形成最初的象形文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文字乃图画之精”。
象形文字是在原始图画的基础上，经过精选和提炼而形成的。这期间不

仅经历的过程相当悠久、漫长，而且凝聚着一代代先民的智慧和心血。
然而，伴随生产、生活领域的扩大，交流和记事的需要，使人们感到单

用“象形”造字的方法，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了，于是又在“象形”造字
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使汉字
的创造和发明，得以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飞跃。

所以，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就成为汉字形成、创造
的六大方法。

那么，易字，到底是依据其中的哪个方法来创造的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不能单凭个人的想象或臆测，而必须、也只能依据可

靠而翔实的客观事实。
从迄今所见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易字最先出现在甲骨文中，尔后出现在

金文中，再往后就是出现在小篆文中了。后来的隶书、楷书，均是在小篆文
的基础上演化而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撇开直接从小篆衍生出来的隶书和楷书不谈，而主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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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的字形之演化，来探释其形成的真实过程。
易字的甲骨文体写法，也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但最终的成型字则是这

样写的:

易字的金文体写法，是这样的:

而易字的小篆文体，则是这样写的:

以上就是易字从甲骨文体到金文体，再到小篆文体的演变过程。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易”字起源的解释，所依据的均是上述“易”字演变

的客观史实。
依据虽然都一样，但结论却不一致。
概括地说，对于易字起源的具体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
其一，“象形说”，即认为易字是个象形文字，但是在具体解释上，却又

意见不一，大体有以下三种解释 :
第一种解释是“蜥蜴说”，即认为易字在甲骨文中的形体，像头朝上的一

条蜥蜴 ; 在金文中的形体，也像蜥蜴的样子 ; 而在小篆中的形体，则更像蜥
蜴了 : 上面的“日”字部分代表其头部，下面的“勿”代表其身躯、尾巴和脚，
而现代楷书的“易”字写法和形体，就是直接从小篆演化而来的。一言以蔽之，
就是认为易字，是仿照自然界中的蜥蜴形象创造出来的。按照这种见解，易
字原指蜥蜴之“蜴”，因为蜥蜴的肤色善于伴随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所以，用
蜥蜴代表易，就是借易字表达卜筮之中的种种变化，提醒人们要懂得通权达
变，知所进退，从而形成所谓“蜥蜴说”。

第二种解释是“器皿注水说”，即认为甲骨文的“易”字，起初像用手把一
个器皿中的水，注入另一个器皿中的形象。这个字形后来经过不断地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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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截取保留器皿中带耳的一片和三点水滴，便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前两种即
甲骨文体和金文体中的样子，而到小篆时，则又讹变得面目全非了。“易”的
本义是“给予”，在金文中常用作赏赐之“赐”，后来才又有了交换、更换、改
变之意。后世的“易”字，则多用作“容易”( 与“难”相对) 、“平易”之义。

第三种解释是“勿字像旗说”，即认为小篆“易”字下方的“勿”是个象形文
字，据甲骨文看，像旗。右边是柄，左边是飘带，本义是古代士大夫所建的
旗帜，半赤半白，用来麾集人众。

其二，“会意说”，即认为“易”字是个会意字，但在具体解释上，也不尽
相同，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 :

第一种解释是“云气汇集阴阳变幻说”，即认为从甲骨文来看，“易”字的

半边是云，半边是气，云气积为旸。甲骨文体 字云在左边，气在右边，叫

做“阴”; 金文体 字气在左边，云在右边叫做“阳”。这样一来，“易”字有

就有了“阴阳”的形意，即具有“阴阳变幻”的意思。根据出土的古代甲骨文记
载，古人常以龟甲和兽骨问卜，预知天气晴雨 : 天晴为“昜”，天雨则为

“易”，可见太古时代的“阴阳”，乃是指天气的晴雨变化。而 和 ，则均源

自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

第二种解释是“乍晴乍阴说”，即认为“易”字在甲骨文中的形体，最初是
左边三点，象征从云缝里透射下来的阳光 ; 中间一条长弧线，象征是一条挡
住太阳的浮云，或表示多云的“多”，因为古人常以“三”代表“多”( “三为数之
众，九为数之极”) ; 右边是半个圆圈，象征是半个太阳。或左右颠倒过来，

其意义是一样的。

在古文中，同一个字，不少是正反互写的。这样，“易”字的原意就是“乍
晴乍阴”之意。甲骨卜辞里常有“易日”、“不其易日”。“易日”是指“好天
气”，“不其易日”则是指“天气不好”了。“易”由其本义“乍晴乍阴”，后又引
申出“变换”、“更易”、“交易”等义。而“易”字在金文中的形体，则是以甲骨
文中的形体为基形发展过来的。半边的太阳，散射的阳光都没有变，只是把
蔽日的浮云的长弧线，变为先向左拐、后向右弯的弧线罢了。而太阳里像“鸟
的眼睛”的那一点，其实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日( 太阳 ) 中的“黑子’。 ( 此形乍看
也像飞鸟之形，这也就是认为《易经》中的“易”，是金鸟，大日，生命以及
“易，飞鸟形象也”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和由来) 。

在秦代的小篆中，“易”字的上部已经变成方形的“日”，弧线的下部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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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阳光已讹变为“易”下的“勿”了。于是“易”这个会意字，沿循小篆中“易”字
的形体，发展成为汉代的隶书之“易”和现代楷书的“易”了。

第三种解释是“日月组合说”，即认为“易”是日月的组合，古人认为日为
太阳，主阳 ; 月是月亮，主阴。阴阳相重是为“易”，亦就是蕴含阴阳的哲理。
在古人看来，天象莫大乎日月，日月在天空之上最具变化之义，因此“合日月
而为易”。

第四种解释是“上日下勿说”，即认为“易”字下方不是“月”字而是“勿”的
本字，是表示“不可”的标旗，古人于外出狩猎或外出农耕时，受气候的好坏
影响很大，因此，借着预卜天气情况的好坏，以期避免损失或抓住时机，这
正是教人们进退有节、攻守有序，掌握并抓住时机之意。

上述说法，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合乎“易”字的本义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和厘定，不能单凭想象或臆测，而必须依据“易”字创造

或产生的客观事实。
迄今为止，就“易”字的演变过程而言，撇开大家熟悉的隶书和楷书不谈，

史料和考古学所提供给我们的，确实仅仅就是上述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
篆三种字形。所以，我们的探解也只能据此而论。

为了便于比较、对照，我们不妨将上述三种字形横向排列。这样，就比
较容易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了———

从以上三种字形之间的演变可以看出，金文体中的“易”字，除了将甲骨
文体中的“易”字的字形左右调换外(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同一个文字之左右两
部分，相互调换的情形是常有的事情) ，还将原来带角的图形变成圆弧形，把
原来中间的那条稍微同向弯曲的竖线，变成两头背向弯曲的弧状了，而小篆
文体中的“易”字，则是把金文体“易”字中间的那条弧线，同左侧的三撇合拢
在一起，成为类似“勿”字之状，同时将剩余的半个圆，也升华成表征太阳的
“日”字状了，并且将“日”字状的部分置于上部，其余部分置于下部了。

所以，单就字形的演变而言，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三者之间的
联系，是很明显的。所以，那种认为“易”字由“金文到小篆时，则又讹变得面
目全非”的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

依据上述三种字形演变的客观史实来看，我认为，无论是“象形说”还是
“会意说”，都不无道理，但同时也都带有不全面、不确切乃至牵强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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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象形说”来看，说甲骨文“易”字 像头朝上的一条“蜥蜴”，我看就未

免太牵强了。因为我对于“蜥蜴”非常熟悉，儿时在老家每当夏季和秋季下地
时，经常拿它们玩耍，除非“蜥蜴”古今体态差异甚大，不然，不论怎么看，

也不像头朝上的一条“蜥蜴”。要是去掉旁边的三撇，金文中 剩余的半边，

倒还有点儿像，至于小篆中的 字，则可以说就比较像了!

但是，只要稍微较点儿真的话，那么，金文中的“易”字右半边姑且不说，
即使小篆中的“易”字，说它像“蜥蜴”，也同样未免牵强。因为从其形体来
看，除了像“蜥蜴”之外，它也像类似“蜥蜴”的其他爬行小动物呀!

至于说金文体中的 字，右半边的太阳像“鸟的眼睛”的那一点，“其实

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日( 太阳) 中的‘黑子’”。请读者盯着上面的金文体“易”字，
仔细看看 : 其中哪儿有像“鸟的眼睛的那一点”呢?

这显然又是牵强附会!
那么，在对于古文字的解释中，人们为什么总是出现见仁见智、意见不

一，乃至牵强附会的观点呢?
我想，这与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大有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是“汉

字”形成、创造的六种基本方法。大家可以想想，当我们结伴游历名山大川比
如黄山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 : 同样的山石景色奇观，在我们每个人的眼中，
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样子。有的景观看着像动物，有的看着像人物，或其他什
么; 而具体认为像什么样的动物、人物或其他什么，又会各执一词，讲出各
自的理由来。

同样道理，汉字既然可以由六种方法来创造，那么，当人们面对同一个
汉字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不
就是很自然的了吗!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单就“易”字的起源或创造而言，由于历代
沿袭下来的众说纷纭的解释太多，所以，迄今仍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团。

譬如，前面我们在介绍“会意说”时，就提到其中的“云气汇集阴阳变幻

说”认为，甲骨文体的 和金文体的 ，“均源自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

的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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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然要问 : 既然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易”字，“均源自于烧灼龟甲占卜
时，所出现的裂纹”，而这些裂纹的出现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
么，为什么又说这两个字是“会意”而创造的呢?

难道人们“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能“会”“谁”的“意”吗?
这显然解释不通啊!

“云气汇集阴阳变幻说”认为甲骨文体的 和金文体的 ，“均源自于烧

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这话并不错，但是，把它说成是“会意”，则就
大错特错了!

因为“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并非人
为所致。

所以，上述“会意说”中“云气汇集阴阳变幻说”，显然自相矛盾，不能自
圆其说。

那么，“象形说”是否就站得住脚呢?
依据“易”字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中字体演变的客观史实来看，“象形

说”也同样站不住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所谓“象形文字”，是指仿照客观事物的形象，像绘图绘画那样创造

出来的文字。一般而言，象形文字是用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事物的外形特
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中国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月”是这样的:

两种写法，都像一弯月亮的形状 ; 再看“人”的象形文字，是这样的:

多像一个站立的人啊!
所以，象形文字是仿照客观事物的外部形貌，人为地刻画、描绘出来的。
就拿众所周知，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象形说”中的“蜥蜴说”来说

吧! 难道“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会比照自然界蜥蜴的样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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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吗?
其荒谬和不可思议，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象形说”中的“器皿注水说”和“勿字像旗说”，其荒谬和不可思议，
也是同样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似是而非，而且两千多年来一直混淆视听的见
解呢? 其谜团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能不能解开呢?

我认为，谜团就存在于人们对于甲骨文体“易”字的误解之中，现在到了
应该解开谜团的时候了!

依据我的分析，上述那种认为甲骨文体的 和金文体的 ，“均源自于

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全面、确切。

说它有道理，是因为甲骨文体的 确实“源自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

的裂纹”。就是说，这个字，就是仿照“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真实
地刻画、描绘而成的。

说它并不全面、确切，是因为金文体的 ，并非如此，而是对于甲骨文

体中的“易”字的变通写法，并加上了主观想象，即会意的成分。

所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 甲骨文体中的“易”字 ，“源自于烧灼龟甲占

卜时，所出现的裂纹”，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形象的真实

的仿照刻画、描绘 ; 而金文体中的“易”字 ，则并非直接“源自于烧灼龟甲

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而是对于甲骨文体中的“易”字的变通写法，并加上
了主观想象，即会意 ( 如太阳光和水等 ) 的成分 ; 至于小篆文体中的“易”字

，则是依据金文体中的“易”字进一步创造而来，其中既有“象形”的成分，

也有“会意”的成分。

之所以这样说，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因为汉文中的“易”字，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字，由它命名的

《易》，是迄今所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部成书，而其内容又是专门记载卜
筮活动的，那么，由此判定，“易”字起源于占卜活动之中，最初“源自于烧灼
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形象
的真实地仿照刻画、描绘，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

第二，甲骨文体中的“易”字，结构简单、明了，其线条及其构成，也很
像烧灼龟甲占卜时，所自然出现的裂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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