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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 1066 年, 有一位叫姬昌的周人被商纣

王捉来关在羑里。 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据说此时的姬昌

已经是一位耄耋老者, 却不气馁。 他利用在商朝国家监狱

的七年时间, 以心忧天下之志潜心研究, 在伏羲先天八卦

的基础上, 用蓍草推演出后天八卦, 初步形成尔后影响中

国文化三千年的 《周易》 之 《经》 部。 到了公元前 500
年左右, 孔子被这部奇书吸引而日夜苦读 (遂有 “韦编

三绝” 美谈传世), 并为此发出 “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

易, 可以无大过矣” 的由衷感叹。 孔子把他的学习心得连

同前人对 《易经》 的看法汇编成书, 这就是 《周易》 之

《传》 部的雏形。 一般认为, 《周易》 的最后定型当在春

秋战国甚或秦汉之际。 后世将它列为 “群经之首”、 “大

道之源”, 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现代分析心理

学的创立者、 瑞士人荣格对其推崇备至, 誉为 “人类唯一

的智慧宝典”。
东汉郑玄注 《易》, 提出 “三易” 之说, 即简易、 不

1



与
人
生
之
道

《
周
易
》

易与变易, 以变易 (变通、 变化) 为核心要义。 《周易》
就是讲变通、 变化的哲学, 观照人的生命和生活, 关怀人

的生存发展。 《周易·系辞上传》 所谓 “一阴一阳之谓

道”, 讲的就是生命、 生活中的辩证法, 生存、 发展中的

对立与统一。 《周易》 合 《经》、 《传》 两大部分之力, 讲

“自强不息”, 善待自己, 修身养性, “乐天知命”; 讲

“厚德载物”, 善待他人, 察微知著, “变通趋时”。 《周

易》 六十四卦以环环相扣、 相互作用、 相生相克、 相辅相

成的圆状循环之象, 教人如何对待人生, 走好人生, 圆满

人生; 如何处理好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易》 乃是用醍醐之浆, 提振人的思想、 人的面貌; 用

智慧之泉, 浇灌生命之树、 生活之树。 大哉 《周易》! 美

哉 《周易》!
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少成语, 如 “自强不息”、

“居安思危”、 “韬光养晦”、 “否极泰来”、 “三阳开泰”、
“革故鼎新”、 “洗心革面”、 “义结金兰”、 “殊途同归”、
“求同存异” 等, 都出自 《周易》。 汉代有学者说过, 《周

易》 是让人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大书———仅 《谦》 一卦,
就大可以保国, 小可以保身。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好

这部大书, 进而得以与人和谐, 与自然和谐, 我们特约请

一批易学专家, 以平视的角度、 平易的手法、 平实的语

言, 来讲易说易———既讲古人的故事, 也说今人的故事;
既讲中国人的故事, 也说外国人的故事; 既讲社会上的故

事, 也说身边人 (包括父母妻儿、 同事朋友) 的故事,
从而形成这套学易讲易小丛书。 丛书细分为 《 〈周易〉 与养

生之道》、 《 〈周易〉 与夫妻之道》、 《 〈周易〉 与经营之

道》、 《 〈周易〉 与人生之道》、 《 〈周易〉 与处世之道》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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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 多侧面多层次地娓娓道来, 期以金针度人, 澡雪精

神。
参加本丛书编撰工作的, 除各书作者外, 吴进、 王晓

琳、 何俊华、 干永昌、 李君惠、 朱小农、 雷英、 李霜琪、
李蕾等同志也帮助搜集资料, 或参与审校, 以不同的方式

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 特对他们的辛勤工作予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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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德而隐, 自强不息
——— 《周易》 中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定位

《周易》 大约是春秋战国之际成书的, 在此稍早有一位

喜欢说道论玄的长寿老人老子 (西方译为 “老哲学家” 或

“东方老人”) 创作了一部 《老子》 (亦称 《道德经》)。 其

开篇第一句就说: “道, 可道, 非常道; 名, 可名, 非常

名。” 意思是说, “道”, 如果能够表述出来, 它就不是永恒

的 “道”; 名, 如果能够叫得出来, 它就不是永恒的名。 老

子虽然以 “道” 为哲学命题, 并为此敷衍了洋洋洒洒五千

言, 可是, 能否将它说清, 就连他自己也没有信心。 所以他

在 《老子》 第二十一章里又说:
道之为物, 惟恍惟忽。
忽兮恍兮, 其中有象;
恍兮忽兮, 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 其名不去, 以阅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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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 以此。
任继愈先生将它译成了白话, 大意是这样的:
“道” 这个东西, 没有固定的形体, 它是那样的惚恍啊,

惚恍之中却有形象; 它是那样的恍惚啊, 恍惚之中却有实

物; 它是那样的深远暗昧啊, 深远暗昧中却含着极细微的精

气; 这极微的精气, 最具体, 最真实。 从古到今, 它的名字

不能废去; 根据它, 才能认识万物的开始。 我何以知道万物

开始的情况呢? 原因就在这里。 ( 《老子新译》)
可见, 老子最终也没有弄明白他那以 “道” 冠名的得意

之作。 或许不是没有弄明白, 而委实是关于 “道” 的学问太

深沉太广袤太复杂太微妙了, 区区五千言何以能道明? 或许

是老子早已心中有数, 而故弄玄虚, 窃笑着给后人留下一个

永远难破的文化之谜吧?
然而, 《周易·系辞上传》 的作者偏偏不信这个邪, 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轻飘飘的一句话, 似乎就破了老子精心

设计的谜。 中国历代哲学家们 (如朱熹、 陆九渊等) 则顺着

这思路, 一鼓作气, 提出了与阴阳相类的 “道” 的一连串实

例, 如天地、 日月、 水火、 明暗、 动静、 寒热、 出入、 上

下、 升降、 向背、 表里、 成败、 生死、 雄雌、 男女等等, 大

至宇宙天地日月山河, 小至花草树木昆虫泥沙, 可谓网罗万

象, 无穷无尽。 这样, 我们便大致明了: 所谓 “道”, 就是

宇宙的本原、 本体, 就是大自然的变化规律, 就是客观存在

的自然法则; 世间万物都由此派生而出并发展演变。 这就是

《系辞上传》 所说的:
《易》 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老子》 第四十二章所说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

三, 三生万物”, 意思与此相仿。 《老子》 第二十五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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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提出人类当顺应自

然之道, 方能生存、 发展。 这个道理, 其实也被 《周易》 阐

明了。 其 《系辞上传》 说: “法象莫大乎天地, 变通莫大乎

四时。” (仿效自然没有比天和地更大的了, 变化会通没有比

四季更大的了。) 而无论 《老子》 还是 《周易》, 它们所反

复阐述、 申说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变易, 以天地自然之变易

来观照、 说明人世的变易、 人生的变易。 《系辞下传》 举例

说:
夫乾, 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恒易以知险; 夫坤, 天下之

至顺也, 德行恒简以知阻。 能说诸心, 能研诸侯之虑, 定天

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变化云为, 吉事有祥, 象

事知器, 占事知来。 天地设位, 圣人成能; 人谋鬼谋, 百姓

与能。 八卦以象告, 爻彖以情言, 刚柔杂居, 而吉凶可见

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讲: 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象征, 其德行

是恒久而变易, 且知晓艰难之所在; 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象

征, 其德行是恒久而简略, 也知晓艰难之所在。 《周易》 的

道理能使人心情愉悦, 研究思考, 从而判定天下万事的吉凶

得失, 成就天下勤勉奋发的人。 因此, 遵循 《周易》 的变化

规律 (也就是自然变化之道) 而有所作为, 是为了使吉祥的

事物呈现出来; 观察万事万物的现象是为了明白事物何以形

成; 占问眼前的事情则能推知未来的结果。 天地尊卑的位置

设立以后, 圣人就能依此施展才能。 于是人的谋虑沟通了鬼

神的谋虑, 连一般民众都能参与其中。 八卦用卦象来表示哲

理, 爻辞彖辞拟取事物的具体形态来陈述卦义; 阴爻和阳爻

刚柔交错, 吉凶征兆便可显现出来。 (参见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

东汉郑玄说: “ 《易》 一名而三义: 易简, 一也; 变易,

3



与
人
生
之
道

《
周
易
》

二也; 不易, 三也。” (转自李鼎祚: 《周易集解》) 《系辞下

传》 上述所言, 就展现了 《周易》 此 “三易”, 特别是核心

的变易之说; 当然, 其变易 (消长盈虚, 生生不息) 乃是建

立在简易 (大道至简, 法天地而心至诚) 与不易 (天地变

化之道永恒不变) 基础之上的。 《系辞下传》 所言, 还表明

了 《周易》 是一部讲人生智慧、 讲生命哲学的大书, 难怪能

位居 “群经之首”, 为无数帝王将相、 文人士子乃至普通百

姓须臾不可离。 (诚如 《系辞下传》 之言: “ 《易》 之为书

也, 不可远。”) 《周易》 的卦辞、 爻辞多含警戒危惕之意;
而 “其道甚大, 百物不废” ( 《系辞下传》), 为人们享用不

尽。 可以说, 两千多年来, 以 《周易》 为首的优秀经典一直

照耀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进程, 至今仍放射出理论与实

践的灿烂光辉。

(一) 天行健: 大丈夫处世, 当扫除天下

1. 汉晋间的名山事业

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习 《易》 并获得大成果的是汉代的

两位士子司马迁与扬雄。 《系辞上传》 引孔子的话说: “夫
《易》 何为者也? 夫 《易》 开物成务, 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

已者。” ( 《周易》 用天地之数来做什么呢? 《周易》 开启物

智, 成就各项事业, 包涵天下所有道理, 如此而已。) 所以,
司马迁父子对其情有独钟。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受 《易》 于

杨何, 司马迁则从父习 《易》, 用 《周易》 “圣人之道四”
(即辞、 变、 象、 占的应用方法) 来究天人之际, 成一家之

言, 写出 “凡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的鸿篇巨

制 《太史公书》 (今称 《史记》), 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的

先例。
扬雄是汉代的一位全才型学者 (思想家、 文学家、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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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语言学家、 天文学家、 历史学家), 著述等身; 但他最

得意者却是仿 《周易》 而作的 《太玄》。 《汉书·扬雄传》
讲他 “以为经莫大于 《易》, 故作 《太玄》”。 时 “观之者难

知, 学之者难成”, 知音难觅。 扬雄遂作 《解难》, 以伯牙

鼓高山流水、 孔子作 《春秋》、 老子书五千言而自况自得。
《老子》 当年有云: “知我者希, 则我贵矣。” 所以, 扬雄亦

称: “若夫闳言崇议, 幽微之涂, 盖难与览者同也。” 扬雄逝

世后, 大司空王邑、 纳言严尤问另一位大思想家桓谭: 扬雄

的书能否传于后世? 桓谭毫不犹豫地说: “必传。 ……今扬

子之书文义至深, 而论不诡于圣人。 若使遭遇时君, 更阅贤

知, 为所称善, 则必度越诸子矣。” ( 《汉书·扬雄传》)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 “三不朽”, 即立德、 立功、 立言这

三个永恒的追求。 (参见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所谓立

德, 就是如尧、 舜、 禹、 孔子那样, 建立万古不灭的德性典

范。 立功, 就是建立不朽的事功, 其最高境界, 乃是封侯拜

相。 立言, 就是著书立说, 就是所谓名山事业, 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 司马谈弥留之际, 拉着司马迁的手, 泣声要求他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此孝之大者”。 司马迁牢记父嘱,
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 (因李陵事下狱而遭腐刑) 完成 《史
记》 的著述, 使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

子”。 ( 《史记·太史公自序》) 扬雄也是一生 “默而好深湛

之思, 清静亡为, 少耆欲, 不汲汲于富贵, 不戚戚于贫贱,
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只是执著苦读圣贤书, “好古而乐

道,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 《汉书·扬雄传》), 终成

名山事业, 为后世所景仰。
《周易·象传》 释 《乾》 卦说: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

不息。” (天道运行刚健, 君子因此不停地发愤自强。) 这种

自强, 就是追求 “三不朽”, 就是 “修齐治平” (即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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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参见 《大学》)。 修齐是治平的前提,
治平则是修齐的目的。 而追求 “三不朽” 的最终目的也是指

向治国、 平天下。 《周易·文言传》 释 《坤》 卦所说 “阴虽

有美, 含之以从王事, 弗敢成也。 地道也, 妻道也, 臣道

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阴柔虽为美, 但是用来辅助君

王事业的, 不敢把成功归属己有。 这是地顺天、 妻从夫、 臣

忠君的道理。 地顺天的道理说明成功不归己, 而是用以效劳

天, 事奉至终), 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世说新语·言语》 记载东晋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

(旧址在今南京), “谢悠然远想, 有高世之志”。 王羲之批

评谢安说: “现在四处军事工事林立, 国家处在危难之中,
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分忧才对, 只想着如何不担当政务, 避世

清谈, 恐怕不合时宜吧?” 其实, 谢安只是说说而已。 《晋书

·谢安传》 讲简文帝司马昱为相时, 就将他看得很清楚,
说: “安石 (谢安字) 既与人同乐, 必不得不与人同忧, 召

之必至。” 后来谢安果在 40 岁时应桓温之请, 出为司马。 此

时中丞高崧开玩笑说: 你谢安自恃清高, 高卧东山, 每次请

你出山都不肯。 你心里哪里装有天下百姓啊! 现在千呼万唤

到底出来了, 让天下人如何看你? 谢安听后, “甚有愧色”。
他其实已在检讨自己。 他之所以终于能够出来为国家服务,
应该是与好友王羲之的时时敲打有关联的。

王羲之虽说也任性率真, 喜山水游, 却反对玄言家的清

谈误国, 强调脚踏实地, 为国家切实做点事情。 所以他在

《兰亭集序》 里批评庄、 老说: “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

妄作”, 主张正视人生, 回到现实中来。 清人吴楚材、 吴调

侯在 《古文观止》 里说, 《兰亭集序》 “只为当时士大夫务

清谈, 鲜效实……逸少 (王羲之字) 旷达人, 故苍凉悲慨之

中, 自有无穷逸趣”。 正是由于王羲之具有较为强烈的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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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 在与山水同乐中亦以山水申其志, 故而使他主导的兰

亭诗文 (包话谢安、 谢万、 孙绰、 孙统等的兰亭诗), 在中

国山水文学初兴阶段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在立德、 立功的

同时, 也立好了言。
2. 唐代士子的报国情怀

在古代传统社会里, 忠君一般是与爱国、 报国联系在一

起的。 而每逢国家有难, 则是检验士人是否忠君报国的最佳

时机。 《周易·文言传》 释 《乾》 卦九四爻辞说: “ ‘或跃在

渊, 无咎’, 何谓也? 子曰 ‘……君子进德修业, 欲及时也,
故无咎。’” ( “龙或腾跃上进, 或退处有渊, 不会有灾祸。”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 “……君子增进自己的道德, 建

功立业, 必须抓住时机, 积极进取, 这才不会有灾祸。”) 所

以, 国家有难时, 也是呼唤士子从准备报国状态进入践行报

国状态。 这也就是 《乾》 卦九五爻辞所说 “飞龙在天, 利

见大人”。 (巨龙飞上天, 有利于会见大人物, 一起来经邦济

世。) 国难和战争为士人提供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好时机及大

舞台。 士人亦得以及时利用这样的时机, 充分地展示其爱国

精神、 报国情怀, 实践 “三不朽” 或 “修齐治平” 的理想

事业。
东汉士大夫陈蕃年轻时曾自云: “大丈夫处世, 当扫除

天下, 安事一室乎!” ( 《后汉书·陈王传》) 李唐王朝从立

国初期, 就受到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向强敌的包围和侵略; 与

此相应, 大唐社会从武德 (618—626 年) 初也就开始了反

包围、 反侵略的边塞战争。 而作为社会脊梁与精英的唐代士

子, 每当边塞报急、 朝廷召唤之际, 自然会自觉承担起对国

家、 对民族的责任, 义不容辞、 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 走向

大漠边关。 刘希夷的 《从军行》 就是这样唱出了唐代士子的

一致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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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怀仗剑, 慷慨即投笔。
南登汉月孤, 北走代云密。
近取彭韩计, 早知孙吴术。
丈夫清万里, 谁能扫一室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 上至君王嫔妃, 下至樵夫村妇, 几

乎都能写诗或者歌诗, 更不用说读书人了。 因此, 唐代士子

大抵都是诗人。 在初盛唐, 诗人很多都去过边关, 上过前

线, 带过兵, 打过仗, 有的还因军功而升官晋爵。 如骆宾王

就曾两度从军塞上, 一次在上元三年 (676 年), 一次在调

露元年 (679 年)。 两次都投在裴行俭帐下做书记。 他在调

露元年所作 《宿温城望军营》 诗中写道: “投笔怀班业, 临

戎想顾勋。 还应雪汉耻, 持此报明君。” 他还在 《从军行》
里写道:

平生一顾念, 意气溢三军。
野日分戈影, 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 马足践胡尘。
不求生入塞, 惟当死报君。
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初唐、 盛唐诗人眼里, 君国利益也就

是国家利益, 是高于一切的; 相比而言, 个人的荣辱功名实

在是太渺小了。 再说仕途不通, 还可走从军之路。 是热血男

儿, 即当到保卫祖国的战场上去博取功名。 这就是李颀所说

的: “直爱出身早, 边功沙漠垂” ( 《塞下曲》), 也是祖咏所

吟的: “少小虽非投笔吏, 论功还欲请长缨” ( 《望蓟门》),
更是岑参所感的 “功名祗向马上取, 真是英雄一丈夫”
(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陈子昂也是两度从军: 一次在垂拱二年 (686 年), 一

次在万岁通天元年 (696 年)。 他第二次是抱病随建安王武

攸宜出征东北边陲讨契丹, 以右拾遗职在武帐下做参谋。 在

8



龙
德
而
隐
︐
自
强
不
息
　

渔阳 (今天津蓟县) 时, 因武攸宜 “轻易无将略” 导致

“前军败, 举军震恐”。 陈子昂挺身请缨, 愿率 “万人为前

驱” 出战契丹, 却遭拒绝。 几天后, 他不忍目睹唐军败势,
再度求战, 终于激怒了武攸宜, 将他 “徙署军曹” ( 《新唐

书·陈子昂传》)。
与苏颋 (许国公) 并称为 “燕许大手笔” 的张说 (燕

国公) 在开元八年 (720 年) 秋率轻骑二十, 持节入突厥诸

部, 平息了因朔方军大使王晙诛突厥降户阿布思而引发的九

姓骚动; 接着又亲领步骑万人在银城 (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地方击溃党项羌。 开元九年 (721 年) 九月, 张说因功拜兵

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开元十年 (722 年) 四月, 又

“诏为朔方节度大使, 亲行五城, 督士马” ( 《新唐书·张说

传》)。
以 “歌从军, 吟出塞” 名世的王之涣在新旧 《唐书》

里无传。 据对近人李根源所藏 《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

府君墓志铭 (并序)》 及现存诗篇的研究, 王之涣在 “拂衣

去官” 后的十五年间 (约在开元时期), 曾沿黄河两岸漫游

数千里, 去过玉门关、 蓟庭 (蓟县地区, 县治在今北京城西

南) 等边地。 他与王昌龄、 高适最友好。 薛用弱 《集异记》
卷二及 《唐才子传》 卷三记录了著名的 “旗亭画壁” 的故

事。 故事说他们三个一起到旗亭 (酒楼) 聚会, 请歌伎唱诗

以分高下, 结果歌伎唱得最多的是王之涣的绝句。 其 《凉州

词》 云: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此诗要点在 “何须怨” 三字上。 诗人代远征将士表明这

样的立场: 尽管远离故土, 思念家人, 但戍边卫国却是战士

的责任; 国家的安宁胜过儿女情长! 盛唐 “边塞诗派” 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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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高的诗人是高适和岑参, 并称 “高岑”。 高适是 “以诗

人为戎帅” 的, 《旧唐书·高适传》 说他 “喜言王霸大略,
务功名, 尚节义。 逢时务难, 以安危为己任”。 他曾三度出

塞, 屡建奇功。 他于永泰元年 (765 年) 正月卒, 赠礼部尚

书, 谥曰 “忠” ( 《旧唐书·高适传》)。 《旧唐书》 本传还

说他: “有唐已 (以) 来, 诗人之达者, 惟适而已。” 岑参

也曾两度出塞。 他在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诗里写

道: “万里奉王事, 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 岂为妻子

谋?”
岑参一向不愿效法那些皓首穷经却碌碌无为的腐儒之

士。 他在天宝三载 (744 年) 进士登科后, 自认为有过十年

的蹉跎岁月。 在 《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 诗中, 他

写道: “偶逐干禄徒, 十年皆小官。 ……君子满清朝, 小人

思挂冠。” 在 《银山碛西馆》 诗中又写道: “丈夫三十未富

贵, 安能终日守笔砚。” 他这里所说的 “富贵”, 当然不是

指物质上的, 而是指精神上的, 是指实践治国平天下抱负过

程中的荣誉与快乐。 正因为如此, 他对知他、 用他的封常清

充满了感激之情:
何幸一书生, 忽蒙国士知。
侧身佐戎幕, 敛衽事边陲。
自逐定远侯, 亦著短后衣。
近来能走马, 不弱并州儿。
( 《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艰苦的战争环境, 火热的战斗生活, 将这位 “少年诗

人” 锤炼成一位能走马杀敌的坚强战士。 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 岑参的仗剑塞上行, 使他在成为一名英勇的爱国者的同

时, 也成就为一位非凡的诗人。
虽说是 “报国行赴难, 古来皆共然” (崔颢: 《赠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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