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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冉冉，不觉已到了徐师的八十五寿辰。要感谢中亮、令琴几位的发起和安排，

众门人弟子得于仲夏聚于复旦欢庆，沪上诸中古史名家亦闻而前来，共预此盛，以介眉

寿。拜祝之余，各人又多奉文为贺，以彰师德及我辈本色。寿庆文集付梓在即，同门嘱

余为序，既不得辞，遂忆当年追随徐师受业之事，录其要节，庶以明师门之学旨归攸在，

凡诸门人弟子当思有以续之弘之。

员怨愿猿年我有幸成为徐师收录的第一位研究生时，他治史执教已三十余年，虽逢多事
之秋，屯邅栖伏而时遭无妄，间仍读书、著述不辍，成就已为海内外公认。早年他做陈守

实先生助教时，曾治元史、唐史及民族关系、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史，深受守老实证与

理论结合、擅能抉微而勇于创拓的风格影响。七十年代起徐师参与《旧唐书》点校整理，

所治渐以隋唐为主，向上溯至先秦、秦汉，向下及于明清。八十年代以来，他兼治官制

史、文化史，在所涉时代上也仍保持了这样的路数。故凡徐师论撰之题，类皆详为剖析，

上连下挂，遂得明其源流，得其纵深，体其要旨而发其古今相映之底蕴。正是这样长期

涵泳积累，使徐师治史精博而尤尚通识，非徒炫人耳目之浅学可得窥其涯岸。

徐师为我所开课程，名称恒为“阅读与讨论”、“研究与讨论”、“习作与讨论”之类，

惟前面挂上“史料”、“制度”、“隋唐史”等名而已。令我印象最深也受益无穷的，正是以

他家中书房为课堂，每周两次展开的讨论。虽说大抵亦不外覆按课业、树义问难、作结

引申以为流程，但如此日就月将，往复渐进，对我实有再造之功。虽师法精微，难尽言

表，仍可举其荦荦五端于下：

一是“读书笔记乃研究、撰文之根基”。这句话凡徐师门人皆应耳熟，一入门来，他

即要求读书必深思，必动笔，凡有所见，随时记录。其法则依顾炎武《日知录》等而损益

之：先据读书发现的问题拟一标题，再抄录原文并标明出处，下以案语记述问题要点和

可资参证的其他资料，并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得失。更重要的是须照此随时补记笺附并

定期整理。倘认识有变则可改题，或拆分、合并，如此日积月累，不仅可使点点滴滴的认

识逐渐扩展而形成系统，而且可以储备独到、确切的可撰之题，因为一条读书笔记至少

是一个可供自己不断思考的线索，一条经过长期积累的读书笔记则不啻为一篇文章的

雏形。



为了让我体认此法之要，徐师更把他历年的读书笔记分批让我抱回寝室细读，使我

得以反复体会，尤其上面逐次留下的补缀、整理、芟削之迹，以金针度人。我不知道同门

之中得此待遇者几人，却深深明白这不仅是我学问上路的关键，更把我直接推到了徐师

治学所识所见的最前沿，使我在大量问题的研习上，在新的高度继续向前探讨。由此足

见徐师对我的恩惠和造就之深。还可补记一笔的是，当年徐师的这种笔记，均书于活页

簿上，便于补缀，其法实与电脑操作，以类相从类似，为读书进益的最佳法门。至今我电

脑文件夹里积存的笔记已近千条，我的文章固皆取自于此，凡教学生亦必以此示之，以

仿效徐师之德，亦以明读书有法而贵在持恒，方能厚积薄发而臻于佳境。

二是“治史之要，在掌握主干史料”。初到徐师门下不久，他曾查考我以往读史之

况，并把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时的学士论文《募兵制与五代十国》索去一观，大概是

觉得我文中多引唐宋杂记，又不直一度流行的那种轻视正史而趋骛于野史的风气，便谆

谆告诫：治史固须博杂，但最重要的在于掌握主干史料。后来徐师又曾专门就此数次讲

述，使我逐渐加深对此的理解。

所谓主干史料，即各领域研究最为基本和重要，可以撑起该领域认知骨架的史料，

如正史之于治断代史，典志之于治制度史，农书、医书之于治农业、医药史等，皆其例。

但又不止如此，一个领域的主干史料常由两三种或更多类型的记载构成，其共同特点除

原始性及史源、体例清晰，所记相对全面、多可互证等项外，需要不断加深体会的是，主

干史料集中了古人在该领域的基本思考。因而治史入门，必先熟读主干史料，方能鉴赏

其他史料而知所取舍。进而登堂入室，更要以此为轴，自己建立所事领域研究的史料系

统，从中不断体会主干史料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然与所以然，才可接上古人在相关问题

上的思考和学脉，然后可以斟酌古今，形成通识。徐师的这些灼见，对当年极羡那些征

引博杂之文的我，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但对其理之深切著明一时亦难尽领会。而现在

我可断言：这真是史料学书上从未讲透过的道理，也是至为醇正和博大精深的史学思

想，值得所有治史者反复回味。

三是“制度不是一纸空文”。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投考之

前翻检院校系科和导师名录时，唯有复旦历史系徐师名下设有这一专业。当年这一专

业的设置和我的选择，无疑刻有八十年代中国特有的烙印。其时改革潮起而议论风生，

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新近恢复，连同百废待兴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几于人人争

说体制利害，史学亦开始较多研究官制、法制、礼制等以往颇为沉寂的制度问题。记得

徐师为我所出复试题目为“什么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这也可见当时他正通盘考虑这一

专业的一系列基础问题。故入学以后，他即嘱我须留意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相关理论，

课业和讨论更常围绕制度来展开。而当时给我极大启发，又堪称是徐师在制度问题上

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他坚持只有具体发挥作用的规定才是制度，一纸空文其实是不能

称为制度的。

此语今天看来或已寻常，对当年制度研究的胶固之弊却有极强的针对性，对我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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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探讨起点的作用。正是由此出发，我们那时已较多地讨论了后来渐成制度史通则

的一些问题：如，制度史必须揭示制度的运行过程，对行政体制来说，人事控制、文书流

转和层级节制即是揭示其运行过程的基本方面。至今记得当年我在徐师开导下，得出

“文书流转之况是揭开行政过程奥秘的钥匙”的结论时，内心那种说不出的喜悦。又如，

制度真相存在于法令的规定与实施状态之间，仅凭法令的规定，或者脱离了这种规定，

都谈不上了解制度。我在这方面的认识，正缘起于徐师对制度史料的归结，即制度研究

必须把典志所载与列传及其他相关记载结合起来，才能得知其要而免于空洞。循此引

申和思考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法令规定与实施状态的关系内涵之丰富，从中几乎可以

引出制度发展的全部问题和奥秘。再如，制度史必须重视各种制度在同一时期的相互

关系和综合作用。这是徐师有鉴于当时有些研究专文往往囿于一制，又喜按今人观念

来分门别类，有局促、割裂之弊而提出来的，他很早就主张各时期制度自有其结构、功

能，研究者首先要把各种重要制度一并纳入视野才行。后来徐师与子彦兄合撰《中国皇

帝制度》一书，即是对以往制度史领域的一种开拓，我后来的研究较多地涉入法制、礼制

等方面研究，亦是肇始于此。当年的这些讨论至今对我的研究仍有重要影响，其中要者

在我历年文著中皆有体现，而每次将之形诸笔端，也均会想起当年徐师的诸多卓见和

教诲。

顺便指出，员怨愿猿年起，徐师曾与江西大学谷霁光先生等协商筹建“中国政治制度史
研究会”，嘱我与明扬兄等为之编定了《员怨园园至 员怨愿园年中国政治制度史文著索引》，徐师
又承接了教育部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教材编写项目，并应安徽教育出版社之请，主编一

部较为完善的《中国历代官制辞典》。尽管学会筹建和教材编写皆因政治气候旋即有变

而中辍，《索引》亦被搁置而未能续补出版，惟有《辞典》一版再版其惠愈广，但从这些事

项，仍足见徐师当年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及学科建设所做规划和工作的扎实。

四是“专门史须与断代史相辅相成”。这当然不是泛指学科关系，而是指治史者个

人必须有此自觉。徐师当年教我此道，既是出于其切身体会，又是要纠我一时僻好于制

度沿革，诸制必欲一一自先秦至明清理其源流而不知返，遂专门安排相关课业，与我重

点就隋唐史详为讨论。其间徐师屡屡申明断代史与专门史各有长短，学者若长期只治

其一，形成积习，则其短愈短可掩其长；而能交替治之、通之，则二长并美足济其短。他

于隋唐史料本极精熟，研究动态亦了然于胸，当时已在蕴酿他的《唐朝文化史》写作；又

在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官制等专门史上多有心得，且已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有年，故徐

师谈及隋唐的各种问题，皆能信口举证，讲此专题而必照应横向、纵向的各种事态，直接

为我做了专门史和断代史如何相辅相成的示范。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的，如他讲述唐代

前期文人深染六朝之风，从其仕进之途、门阀观念、理财之习直到诗文风格、服饰爱好等

审美习惯，一些当年在我看来不相干的史料和现象，得如穿梭织锦，相映生辉。尤其徐

师又往往从这类专题讨论中引出唐前后期转折之要，以及隋唐在整部中国史上的地位

问题，则不仅是史家知微见著的第一流功夫，也是我后来思考中古史总体走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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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

正是由于这样的教导，我在研究生期间虽以政治制度史为主，经常抱着“十通”寻其

史源、理其线索，却也在隋唐史上打下了底子，毕业论文则以汉唐政枢比较为题，故又对

秦汉史下了一定功夫，在制度同期牵连的领域和问题上有了必要广度。记得做我论文

答辩委员的法史学家叶孝信先生，专门指出文中对汉、唐之况讨论尚晰，即便论题不必

详论其如何过渡，但也仍以勾出其间相连之线索为好。现在回想，这应当算是我研习魏

晋南北朝史的缘起。至于后来我讨论制度多从政治史和思想背景着眼观其当时样态，

治魏晋南北朝史则尤重其与汉、唐历史的关联，所置场景都比较广阔，遂得逐渐形成自

己的研究特点，提出一些得到同仁关注的问题，根子上都是承自徐师所传“二长并美”的

学脉。

五是“为学最忌门户之见”。八十年代学术复兴而学者活跃，生机勃勃的同时，以往

斗争岁月所积恩怨、风习在学界仍留其痕，后来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门户之见，相应的

种种的圈子、樊篱亦伏于此期。徐师对此是十分敏感和深恶痛绝的，就连年轻学子随俗

而以校门、师门相炫，或艳羡那些名人大家的冠盖耸动，在他看来亦须防微杜渐。在徐

师那里，学生们是听不到什么学界秘辛的，所述只有研究动态和得失分析，再要具体一

点，就是这位先生成就如何之高，那位先生功力如何之深，若要治某某之学，其书其文不

可不看，仅此而已。徐师是浙江临海人，但我很少见到他发过台州人多见的火性脾气，

最多只是紧闭嘴唇严肃不语，在记忆中，那正是他碰到那些党同伐异之事的典型态度。

徐师的学生大抵都知道，他确实是把“学术为天下公器”奉为圭臬的，而且多年来持此未

曾稍懈。因而他与学界交往很是单纯，接待访学、求教者则不分轩轾也不厌其烦。我们

这些学生则可以跟他平等讨论一切问题，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将之写成文章他还帮你

审读推荐。徐师最讨厌身为学者却热衷于用种种非学术手段，更不必说以此结网攀援，

为人为学划界定等。他常说学者终须以自己的作品来说明问题，固当以学问为其天职，

而学生正该抓紧时间读书明理。他的处世观是很真实、很通达的，对学生们的各种选择

都能理解，对诸多俗务的态度也皆一以贯之，从他持身待物的态度中可以体会到，名利

须取之有道，欲求须知所归约，否则，其人其学就皆不可问了。

这些都可以说是徐师对我们的身教，他也正面讲过为学何以切忌门户之见的道理，

以为凡大学问、大学者，无不关怀深切，志意磊落，气象开阔，洋洋乎如海纳百川。一些

长盛不衰的学派和师门，必惟学术是尚，故多脱俗之处，而少诸种羁绊、纠葛，同人多能

专心做出成就。而学者凡天才英发，时有卓见者，为人亦易刚愎自用，治学或多意、必、

固、我，则尤要在于安置心性，使臻雍容。这是因为学问、人格终相关联，本来就须一体

涵养，否则不仅为学落入下乘，成就终将有限，更重要的是，治学本来又所为何事呢？这

些直指做人、治学之本和其间关系实质的教诲，确实让我有再次发蒙的感觉。同时也体

认到徐师所忌的“门户之见”，所指固然是不务学术而徒以圈子来历相尚的陋习，更是指

桎梏学者心志，妨其发扬真理的各种俗谛，落到现实中就是那些有形无形的识障和界

·４· 摇 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



隔。其害轻则影响认识的通透和学术发展，重则误人误己，墮坏学林风气而有玷师门。

这些年来眼见学风大坏几成痼疾，我尝反复回味那些愈见高大或渺小的史家事迹，省察

相关学派的兴衰起伏之况，深悲其与徐师当年所述之理合若符契，又尤感同人确应将之

铭于襟底以时时警醒自己。

以上仅就我之经历和体会而记之，其他门人弟子对徐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当各有

独到经历和印象独深者。不过我仍敢说以上五端，众同门多少皆应有所体会，因为即便

各人情况不同，但徐师治学执教所秉之道始终如一，对众门人弟子的关爱同样始终如

一。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三十年前我毕业离开复旦前夕，徐师与叶师母在家设宴相送，

惜别之语，犹在耳边；其时明扬、经方及茂强、礼华、之方诸兄俱在席间把盏话别，依依之

情，宛如眼前。如今我们各有所事而星散海内外，然同门之谊，久而弥深，亦皆徐师盛德

陶冶之故。这次我们又因祝寿而得再聚，历届同学相识、未识者济济一堂，乐也融融，又

尤足见徐师德泽之广而门下雍睦。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良有以也。

谨以此序铭记徐师的授业之恩，亦以表达众同门对徐师多年教诲化育的感激之情！

祝徐师和叶师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楼摇 劲
圆园员远年 员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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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八卦方位”、“乾坤六子”

说与早期易学
①
传承

赖少伟

摇 摇 今本《周易·说卦传》共十一章，内容比较复杂，历来有不少讨论，廖名春先生曾作
过详尽研究。②《说卦传》第一章言蓍、数、卦、爻的产生及卦、爻的作用，第二章述三才

之道，“《易》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显然是就六画卦而言，与其后专论八卦的九

章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差别，故多数观点认为《说卦》前二章盖《系辞》错简。长沙马王堆

汉墓帛书《周易》的《衷》篇中有今本《说卦传》的前三章，同见于该篇的还有今本《系辞

传下》中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据此，金景芳先生将今

《说卦》前二章归入《系辞》，置于《系辞传下》之末。③《说卦传》第三章“天地定位，山泽

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廖名春先生据帛书《周易》的《衷》篇认为应作“天地定

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其卦序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即后文所谓“数往

者顺”，第四章叙述由雷风、雨日，而至艮兑、乾坤，卦序为震巽、坎离、艮兑、乾坤，恰与第

三章卦序相反，此即“知来者逆”，第三、四章即是说卦位“顺”、“逆”之理。④《说卦传》

第五章将八卦与方位相配，其卦序为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即后世所谓“后天八卦

方位”；第六章前半部分叙述由雷而风、火、泽、水、艮，除不讲乾、坤外，其余卦序与第五

章同，后半部分由水火而雷风、山泽，不言乾坤二卦，廖名春先生认为此亦是言“顺逆”之

理。《说卦传》第七至十一章与其他章节相比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内在的统一性，其要言

八卦之德与八卦取象，即《系辞传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

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云云，此五章

都是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序。综之，据《说卦传》的内容，可大致将其分为两

①
②
③
④

本文所指的“早期易学”笔者定义为先秦两汉的易学，划分的具体依据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员怨怨苑年第 圆期。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员怨怨愿年，第 员远园—员远员页。
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员怨怨苑年第 圆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是就六画卦而言，为第一部分；第三章至第十一章是“专论八卦”，

为第二部分。在“专论八卦”的九章中，第三章是“顺数”先天卦位，第四章是逆推先天卦

位，第五章专陈后天卦位，第六章是兼先天、后天两种卦位而言之，第七至第十一章则以

父母六子生成先后为序。① 从八卦卦序来看，第七至十一章以乾、坤、震、巽、坎、离、艮、

兑为序，即父母、长、中、少的“乾坤六子”之序，第三章若据帛书本，为乾坤、艮兑、坎离、

震巽之序，即“乾坤六子”以父母、少、中、长之序排列，第四章正好相反，“乾坤六子”以

长、中、少、父母之序排列，第六章后半部分叙述由水火而雷风、山泽，排列亦与“乾坤六

子”有关，第五章及第六章前半部分则皆以“后天八卦方位”之序排列。因此，若只据八

卦卦序，可将《说卦传》后九章分为两部分，即“八卦方位”说与“乾坤六子”说。

一、“八卦方位”说

“八卦方位”说见于《说卦传》第五章“帝出乎震”，其将八经卦与四时、方位相结合。

清华简《筮法》第二十四节有“卦位图”，其八卦方位基本同于《说卦传》第五章，惟坎、离

二卦位置相反。②“八卦方位”说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人们对四时、四方认识的基础之

上，即应在帝尧制定新历法、“定四时成岁”之后。③《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

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岀日，平秩东作，日中星

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

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又《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

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南经》“有神名曰

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

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关于四方神与四方风的记载，胡

厚宣撰《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缘圆园“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微。西方曰，

风曰彝。北方曰勹，风曰”，又《殷墟文字缀合》圆远员“帝于北方曰勹，风曰”、“帝于南
方曰微，风曰……”、“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帝于西方曰彝，风曰”。“东方曰析”、
“厥民析”，《山海经》作“东方曰折”，析、折同义，《说文》云：“析，破木也，一曰折也。”

“南方曰因”、“厥民因”，《山海经》云“有神名曰因”。西方“风曰彝”，《尧典》作“厥民

夷”，《山海经》云“有人名曰石夷”，彝应读为夷。“北方曰勹”，勹读为伏。古人以北方

·２· 摇 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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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周易研究》员怨怨苑年第 圆期。
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圆园员猿 年第 愿 期；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
物》圆园员猿年第 愿期。
可参看金景芳：《古籍考辨四题》，《历史研究》员怨怨源年第 员期。



为伏方。《广雅·释诂》四：“伏，藏也。”《国语·晋语》：“龙尾伏辰。”韦注：“伏，隐也。”

《尧典》云：“厥民隩。”《国语·郑语》韦注：“隩，隐也。”《文选·芜城赋》李注引《苍颉》：

“隩，藏也。”可见伏与隩同义。①“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名与商代四方神名相合，这一

点连劭名、徐锡台、刘大钧等均有论述，②“八卦方位”说的形成或与此有关。兹将连劭

名先生《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一文中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东方神曰析，析与震同义。《释名·释天》：“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

又曰辟历，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析者，剖析破裂之意。震象为雷，发声霹雳，震

动万物，所向皆破，故震者，析也。

南方神曰因，或曰微。南方卦名离。《广雅·释诂》三：“微，离也。”又《广雅·

释诂》四：“微，明也。”《说卦》云：“离也者，明也。”又离、丽古音通。《说卦》云：

“离，丽也。”《易·离》：“离王公也。”《释文》：“郑作丽。”微、美古音近，美字又作

媺。美、丽同义，故离即微。

西方神曰夷，西方卦名兑。《尔雅·释言》：“夷，悦也。”《诗经·风雨》：“云胡

不夷。”毛传：“夷，说也。”《诗经·节南山》：“既夷既怪。”郑笺：“夷，说也。”《诗

经·那》：“亦不夷怿。”毛传：“夷，说也。”说、悦古皆作兑。《说卦》云：“说言乎兑。”

《说文》云：“兑，说也。”《释名·释天》：“兑，说也，物得备足皆喜悦也。”《庄子·德

充符》：“豫通而不失乎兑。”《释文》：“兑，悦也。”又兑卦有毁折之象。《一切经音

义》卷九引《国语》贾注：“夷，毁也。”由此知兑即夷。

北方神曰伏，北方卦名坎。《国语·晋语》韦注：“伏，隐也。”《素问·五常政大

论》：“其动彰伏变易。”王注：“伏，隐也。”《说卦》云：“坎为隐伏。”《易·艮》：“不见

其人。”虞注：“坎为隐伏。”故坎即是伏。

“八卦方位”说即将八经卦与四时、方位配，最早见于《周易·说卦传》第五章。然朱

彝尊《经义考》引干宝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

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三代易名》曰：“郑玄

《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

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经义考》引皇甫谧曰：“夏人因炎帝曰《连山》。《连山

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入于山。夏以十三月为

正，人统，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又引刘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人之道也，以寅为

正。”再引邵子曰：“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谓之人统。易曰《连山》，以艮为首，艮者，人

也。”是夏代之易曰《连山》，夏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是为“人统”，而“艮者人也”，故夏

易《连山》以艮为首。《说卦传》第五章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３·“八卦方位”、“乾坤六子”说与早期易学传承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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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员怨愿愿年第 员员期。
参看徐锡台：《考古发现历代器物上刻铸八卦方位图及其渊源的探索》，《文博》员怨怨猿年第 缘 期；刘大钧：《“卦气”
溯源》，《中国社会科学》圆园园园年第 缘期。



故曰成言乎艮。”又第六章云：“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在《说卦传》属于“八卦方

位”说的部分，其意与《连山》首艮正好相合。金景芳先生即认为此乃《连山》遗说。① 再

考《连山》之名，《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

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又云：“炎帝初都陈，

又徙鲁，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周易正义卷首·论三代易名》亦云：“案

《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列山氏”亦作“烈山氏”，《左传·昭公

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贾逵、郑玄皆云“烈山炎帝之号”。笔者以为，

“烈山氏”的来源与原始人类刀耕火种、放火烧山的生产方式有关，《说文》云：“烈，火猛

也。”与“燧人氏”、“有巢氏”的来源是同一道理。《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

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有学者认为，炎帝时使用的是“火历”，即以“大火”星的运行来纪

时，以规定人事。每当“大火”昏见于东方天空时，即烧荒种地，开始一年的农事活动。

清华简《筮法》“卦位图”正与“火历”有关，②而“卦位图”正是讲“八卦方位”的。由此观

之，“八卦方位”说或在夏易《连山》中即已有之。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要复杂。从《说卦传》第五章的内容来看，该章应包含两层意

思。“帝出乎震”至“劳乎坎，成言乎艮”只论八卦，并未言及四时、方位，严格地讲不能算

“八卦方位”说，这部分内容应是古之成说，或即《连山》的正文。真正讲八卦与四时、方

位的是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即“万物出乎震”至“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

艮”，这部分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八卦方位”说。“万物出乎震”以下似乎是对“帝出乎

震”部分的解释，其出现应在“帝出乎震”部分之后。王夫之《周易内传》释《说卦传》第

五章亦云：“前举其目，而后释之。或古有此言，而夫子释其义。乃‘万物出乎震’以下，

文类《公》、《穀》及《汉·律历志》，则或前为夫子所录之本，而后儒加之训诂也。”③若

“帝出乎震”部分为《连山》正文，“万物出乎震”以下即“八卦方位”说部分的出现应在

《连山》之后。惜《连山》亡佚，《连山》中是否有“八卦方位”说今已很难论定，然“八卦方

位”说的形成时间是不容低估的，“八卦方位”或即古之遗说，而《说卦》录之。

《说卦传》第五章只将八卦与四时、方位相配。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阴阳五行家们

将四时、方位、五行、五色、五味、五音、干支、十二月、十二律等熔于一个大框架之下，其

详细内容见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在这个框架中，由于四、五之数

无法完美相配，故其将夏季的三个月分开，以孟夏、仲夏配五行中的火及与火相应的色、

味、音等，以季夏配五行中的土及与土相应的色、味、音等，并以土居中央之位。然而，

《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中的这个阴阳五行大框架里并未熔入八卦。清

华简《筮法》第二十四节“卦位图”将八卦与方位、四时、五行中的四行、五色中的四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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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可见在战国中期以后易卦开始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不过“卦位图”所配的五行还缺

一“土”，此时五行还未与易卦完美相配，而且“卦位图”所配的内容亦不及《吕氏春秋·十

二月纪》和《礼记·月令》丰富，应是易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早期阶段情况的反映。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

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

可失也。’”《集解》引张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

各有禁忌，谓日月也。”可见，在太史公司马谈的思想中，已将八卦与四时、节气融合于一

个体系，其思想实质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及《礼记·月令》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按司马谈学《易》于淄川杨何，杨何为田何弟子，司马谈“将八卦与时节融合一体”的思想

或即源自田生、杨何一系易学。当然，史迁云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

何，习道论于黄子”，其学术背景是比较复杂的，他的这种思想也可能源自别家，或即综

诸家之长而成亦未可知。

《汉书·五行志》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

下及许商……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

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此段文字将“八卦方位”中的四正之卦与四方、四时、五

行中的四行相配。按《汉书·夏侯始昌传》曰：“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

《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

日，至期日果灾。”又《夏侯胜传》曰：“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

说灾异。”“五行”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洪范》，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

五行传》，《洪范五行传》盖为一部专论阴阳五行学说的书。可见，夏侯氏易学观点应是

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且二人皆善言“灾异”。

《汉书·魏相传》载魏相上表言事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

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

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

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

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

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

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

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此段言魏相的易学观，是以“八卦方位”中的

四正之卦与四方之神相配，并主四方、司四时。魏相云“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

土”，乃以八经卦中的坤、艮二卦配五行之土，并居中央与黄帝配。震、离、兑、坎四正之

卦，魏相虽未明言，实已与木、火、金、水相配。魏相这段文字的思想实质，亦与《吕氏春

秋·十二月纪》及《礼记·月令》的基本精神相一致。《汉书》云魏相上表言事乃“数表

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其易学思想应是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５·“八卦方位”、“乾坤六子”说与早期易学传承摇



孟喜“卦气”说，以《周易》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并以此

来推断人事的吉凶。① 惠栋《易汉学》云：“孟氏‘卦气图’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

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数……四卦主四时，爻主二十四气；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

七十二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易汉学》还绘有“卦气

七十二候图”与“六日七分图”。又《新唐书·历志》录一行《卦议》引《孟氏章句》曰：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

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

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

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

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

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

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

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由此观之，孟喜“卦气”说以坎、震、离、兑

为四正之卦，主冬、春、夏、秋四时，并以四时配四方。四正之卦一卦六爻，每爻主一个节

气，一卦主六个节气，四卦之爻刚好与二十四节气相配，四正之卦的初爻刚好对应二分

二至。四正之卦外，余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即每卦对应六又八十分之七日，六十卦

共三百六十爻主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合周天之数。孟喜“卦气”说又以复、

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为十二辟卦，主一年十二个月，并与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相配，十二辟卦共七十二爻则主七十二候，是所谓

“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孟喜“卦气”说以四正之卦主四时、配四方，与“八

卦方位”说是一致的，以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则是孟喜的发展。

焦延寿、京房之易也讲“卦气”。《汉书·京房传》曰：“京房……事梁人焦延寿……

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孟康

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

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

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其说长于灾变”指的是焦延寿的易学，《汉书·儒林

传》云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从孟康注来看，焦氏易以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

主四时，为二至二分用事之日，确实与孟喜“卦气”说同。京房“卦气”说对孟喜“卦气”

说有继承，也有发展。② 孟喜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之日数，京房则将坎、离、震、兑

四正之卦纳入一年的日数之中，即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之日数。其具体日

数分配，如《新唐书·历志》录一行《卦议》所云：“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

·６· 摇 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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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

日七分。”即主二分二至的四正卦初爻，各为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四卦各

为五日十四分，其余各卦皆为六日七分。这样，四正卦中坎当十一月，离当五月，震当二

月，兑当八月。其他四个纯卦则乾当十月，坤当七月，艮当正月，巽当四月。① 京房将四

正之卦纳入一年的日数之中，并使八纯卦各当一月，八纯卦的排布与“八卦方位”说中八卦

之序正好相合，且京氏以艮当正月，与前文所述“夏易《连山》以艮为首，建寅”之说一致。

易卦约于战国中期以后开始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并在汉代形成成熟的孟、京“卦

气”说，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兹略述如下：

第一，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天人感应”与“终始五德”逐渐成为主流的、官方

的意识形态。“天人感应”要求统治者的政令须顺应四时、节气的变化，是所谓“四时之

大顺，不可失也”。只有政令应时，君主“动静以道，奉顺阴阳”，才能“日月光明，风雨时

节，寒暑调和”，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终始五德”则成为政治变动、朝代兴替的理论依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

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

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②秦以周为火

德，在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中，胜火者为水，秦代周，故秦为水德。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的

大框架，水居北方，主冬，配色为黑，成数为六，故秦“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

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又水主阴，阴为刑杀，故秦“急法”。汉朝建立统治之后，同

样以“终始五德”作为其代秦的理论依据，并“定正朔”、“易服色”。古代诏书以“奉天承

运皇帝”起首，“奉天”即标榜皇权“受命于天”，以示其统治上承天道，顺应阴阳、四时、

节气之变，能致太平；“承运”即符合“五德”之运行。

第二，自战国后期至秦汉，在政治上实现大一统的同时，思想学术领域上的“百家争

鸣”也开始了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

数万言”，是荀子虽为战国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然其学术实兼儒、墨、道、法等数家。《吕

氏春秋》、《汉志》列其为杂家，杂家的学术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吕氏春秋·十

二月纪》正是欲将诸家之说熔铸于其以“月令”编排的大框架之下。至汉，如前文所述，

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其学术亦是兼数家之说，

融合诸派之长。夏侯氏通五经，其易学观的形成亦受其他学说的影响。魏相上表言事，

乃是“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易阴阳》大概是阴阳家之说。“明堂月

令”见《大戴礼记·明堂》，其注曰：“于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汉志》礼类载有《明堂

·７·“八卦方位”、“乾坤六子”说与早期易学传承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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