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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药文献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

程,也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 学生通过对古汉语基础知识及古代医药

文选的学习以及阅读实践的训练,在中学文言文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古医籍常用词语及

主要义项、古汉语基础知识及断句、今译及文意理解的基本技能,能比较顺利地阅读古医

籍、清除文意理解上的障碍,并为后续古典医著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研读古医籍打下良

好的基础。 根据新时期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要求,结合中医药文化建设的

实际需要,我们组织编写了本版《医古文》教材,供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各中

医药类专业教学使用。
本教材共分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基础知识、文选赏析、拓展阅读三部分内容,不

同于上编为文选、下编为基础知识(有导致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倾向)的编排体例。 基础知

识涉及六个方面内容:汉字,古汉语词汇,语法,中医药词语选释,标点、今译与工具书,古
代文化常识。 每部分内容的具体编排,不强调理论的系统完整,而更注重其实用。 这样

安排,旨在强化基础知识,并使基础知识尽量贴近中医药学,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中医古

籍的水平。
本教材六个单元精选三十五篇文选,包括文哲类五篇、医家传记六篇、序跋及提要类

五篇、中医经典类五篇、医论七篇、医药杂文七篇。 同一单元的文章依时代先后排列。 之

所以选入文哲类文选五篇,是因为中医理论体系深受传统哲学的影响。 每篇文选正文前

有提要,简要说明所选版本、作者生平及选文内容。 文选的注释通俗细密,使之适合高职

与成教学生学习;注释中以“同冶标识古字,以“通冶标识通假字,异体字则直接标明。 每篇

文选均设计习题,包括字词解释、文意理解、句子翻译。 习题之后设置有医史档案或医理

阐发知识链接,精选悬壶济世、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等典故,具有浓郁的中医文化气息,以
期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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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考虑到高职高专层次学生的实际情况,文选部分未使用繁体字(保留通假字、
古今字、异体字),但拓展阅读均使用繁体字,选择难度水平适宜的名篇,并在附录内提供

常用繁简字对照,供学生自学。
本教材的编写人员均是从事中文、历史、中医学一线专业教师,第一单元由王轶英、

刘效平编写,第二单元由黄利萍编写,第三单元由史改侠编写,第四单元由侯养彪编写,
第五单元由李娜编写,第六单元由侯养彪、王轶英共同编写,最后由王轶英、侯养彪统稿。
如前所述,本教材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与创新,更趋向于读者的学习方式与认知

规律。 编者们为本教材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
请各位专家指正。

《医古文》编委会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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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基础知识·汉字

汉字是汉民族书写记录汉语的文字。 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然而

在汉字的造字、用字过程中会产生某些变异。 这些变异主要有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和

繁简字四种,是古籍中广泛存在的文字现象,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第一节摇 通假字

所谓通假字,是指本有其字而没写,却借用写了一个同音别字,应当写的字叫“本
字冶,借写的字叫“通假字冶。 通假字临时代替的意义叫“通假义冶。 通假字与本字之间没

有意义上的联系,只是同音借写而已。 由于语言文字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某字的借写已

经得到社会公认,并且在很多古籍中都这样借写,那么这个被借写的字,就是公认的通假

字了。 标识通假字,一般采用“某冶通“某冶的格式,前面的“某冶是通假字,后面的“某冶是
本字。

通假字代替本字,必备条件是二者古音相同或非常相近。 这里说的古音,不是我们

现在的音,因为语音不停变化,今音相同,古音不一定相同。 “之冶 “支冶二字,今为同音,
而古代却分属两个韵部,所以不能通假;相反,“能冶 “耐冶二字今音不同,古音却一模一

样,可以通假。 这里的古音,主要指先秦两汉的上古音,因为通假现象主要集中在这个时

期,汉代以后的字规范得多,间或通假,仍以沿用为主。
通假字辨识中的几个问题:
1. 正确理解本字:本字,指本来该用的字,不要理解成表示本义的字。 如《灵枢·刺

节真邪》“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冶。 句中“约冶通“要冶,大约即大要、大法要领之义。 “要冶
本义是腰,作要领讲属引申义。

界定本字,应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从读懂古文献的角度出发,本字应是现今常用的

字。 例如,古代容貌的“容冶本写作“颂冶,古人常写其通假字“容冶(“容冶的本义则为容受、
容纳),通假日久,人们已习惯于用“容冶而不知其本字为“颂冶了。 所以当我们读到“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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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止,容貌变更冶时,如果注“容,通颂冶则反而是画蛇添足了。
2. 区别于六书中的假借:两者的根本区别为是否本有其字。 通假是“本有其字冶而借

他字表述。 例如,早晨的“早冶,本有“早冶这个专用字,却借“蚤冶代之。 假借则是“本无其

字冶而借他字表示。 例如,“难冶本来表示猫头鹰类的一种鸟,由于难易的“难冶没有专用

字,于是借用“难冶来表示。
3. 区别于古今字:通假字与古今字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以音为据,后者是以

义为据。 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冶? 因为当时有“说冶无“悦冶(从同时代

的古籍中可证),人们以“说冶表示愉悦之义,所以句中“说冶乃“悦冶的古字。
为了区别古字,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辨别出通假字:一是字形。 古字与今字在字形上

一定密切联系,而通假字则不一定有联系。 所以如果二字字形无关,则可认定为通假字。
二是意义。 古字与今字在意义上有联系,今字承担古字的部分意义,而通假字与本字在

意义上没有任何共同点,只是在语音上相同或相近。
4. 通假字的读音:如果通假字与本字的今音不同,要读本字的音。 《伤寒论·序》“乃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冶其中“撰冶是“选冶的通假字,应读为 xu伲n。
《秦医缓和》:“厚为之礼而归之冶中的“归冶要读为 ku佻。

5. 通假字辨识法:掌握了通假原理,辨识通假字其实不难,难的是不熟悉上古音。 上

古音非专业人员难以掌握,我们只要学会利用工具书以求证通假字便足够了。 很多工具

书都记载有上古音,如《汉语大字典》、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唐作藩《上古音手册》等。
当然,还有一个技巧。 通假字与本字的声符相同,上古读音必定相同或相近,便可以通

假。 遇到这种情况,不需要查工具书便可断定是通假字。 如 “卒———猝、久———灸、
免———娩、伎———技、锡———赐冶等。

第二节摇 古今字

古今字是指在某一种意义上先后产生的形体不同的字。 产生在前的称为古字,产生

在后的称为今字。 除了古今这种关系之外,这类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古字所代表

的意义比较宽,而今字所代表的只是古字所兼有的几种意义中的某一种意义。 古今字是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当初汉字的数量比较少,字有假借、义有引

申,所以一个字往往兼表几种意义。 后来为了把这几种意义加以区别,就另造新字来代

表其中的某一项意义。 就这一项意义来说,先造字和后起字的关系,就是古今字的关系。
所以就其实质来看,古今字就是区别字,以不同的字形来区别其不同的字义。 例如:“说冶
在先秦具有“说解冶和“喜悦冶等意义,后来为了加以区别,就另造一个从“心冶旁的“悦冶
字,来代表其中的“喜悦冶这个意义。 这样,在“喜悦冶这个义项上,“说冶和“悦冶就成了古

今字。 《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冶这句话中的“说冶字就是“悦冶的古字。
又如:“舍冶字本来具有“旅舍冶和“捨弃冶等意义,后来又另造了一个从“手冶旁的“捨冶字
来代表其中“捨弃冶的意思,“捨冶现在又简化作“舍冶。 《左传·隐公元年》:“公赐之食。
食舍肉。冶这里的“舍冶就是“捨冶的古字。 按说,今字产生并被社会公认之后,就不应再用

古字。 实际上却往往是古今字通行不悖。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中收了“捨冶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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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汉以前就产生了这个字,但是在唐人韩愈的《答李翊书》中仍用古字“舍冶。
下面再举一些古今字的例子(古字在前,今字在后):
昏———婚摇 摇 取———娶摇 摇 禽———擒摇 摇 莫———暮摇 摇 受———授

道———導摇 摇 章———彰摇 摇 景———影摇 摇 縣———懸摇 摇 虚———墟

孰———熟摇 摇 弟———悌摇 摇 知———智摇 摇 贾———價摇 摇 竟———境

厌———餍摇 摇 嘗———嚐摇 摇 反———返摇 摇 戚———慼摇 摇 要———腰

责———债摇 摇 冯———憑摇 摇 属———嘱摇 摇 田———畋摇 摇 卷———捲

队———坠摇 摇 敛———殓摇 摇 沽———酤摇 摇 適———嫡摇 摇 张———胀

有的古字兼义很多,所以和它相对应的今字往往就不只一个。 如:
敝———蔽、弊摇 摇 厉———砺、励摇 摇 共———供、拱、恭摇 摇 辟———避、僻、闢、嬖、譬
今字和古字的关系,从字形上看,今字一般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增加意符(如“反———

返冶“禽———擒冶)或更换意符(如“说———悦冶 “敛———殓冶);从语音上看,今字一般是以

古字为声符(如“昏———婚冶)或沿用古字的声符(如“沽———酤冶),最初的读音应当是相

同或相近的;从字义上看,今字所代表的只是古字兼有的几项意义中的一项。 由字义的

引申而产生的今字,其声符兼表字义,同古字是同源关系。
人们常常把古今字看作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关系,认为在“喜悦冶的意义上用了“说冶

字,就是“悦冶的假借,在“日暮冶的意义上用了“莫冶字,就是“暮冶的假借,这是不恰当的。
“悦冶和“暮冶都是后起字,当初没有这类字,就字与字的关系来说,就不能说是它的假借。
当然,用“说冶来表示喜悦的意思,也可说是一种假借,但这是“本无其字冶的假借,是借字

表义,同本有其字通假是不同的。 至于“莫冶的情况又有不同。 “莫冶的本义是日暮,因为

后来借作否定词,所以另造一个“暮冶字以示区别。 用“莫冶表示日暮,用的是本义,同假

借毫无关系。
古今字实际上就是区别字,不单纯是先造字和后起字的关系。 所以,如果先造字和

后起字表示的是同一概念,在字义上没有任何区别,那就是异体字,而不是古今字。 如

“网冶是先造字,“網冶是后起字,两者只是形体不同,意义完全相等,这就应属于异体字,
而不是古今字。 其他如竝———并、辠———罪、厽———垒等,也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节摇 异体字

异体字就是音同、义同而形体不同的字。 这类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替代。
汉字的历史那么长,使用的人那么多,形体结构又那么繁复,一个字有不同的写法,

这是难免的。 早在甲骨文、金文的时代,异体字就很多。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异政,文字

形体的分歧就更大。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针对六国文字形体严重分歧的情况,实行“书
同文冶的政策,对异体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成效很大,但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

题。 楷书通行以后,尽管流行的字书、韵书起着正字的作用,但仍然控制不住异体字的衍

生。 从历史上看,一方面旧的异体字不断被淘汰,一方面新的异体字又在不断地产生。
新旧相加,就使汉字的数量大大增加。 1955 年,政府有关部门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

表冶,确定了标准字,废除了 1 055 个异体字。 但是我们在阅读古书时,异体字的问题仍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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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不开。 古书中异体字是相当多的,如果只知道正体,而不认识异体,阅读就会发生困

难。 所以认识一个字,往往要同时掌握几个不同的形体。 掌握异体字,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了解了异体字的各种情况,摸清了其结构上的特点,就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异体字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 形声字的意符不同。 意符与字义有联系,可是同字义有联系的意符往往不只一

个。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声符相同而意符不同的异体字。 如:
盤———槃摇 窥———闚摇 暖———煖摇 瓶———缾摇 驱———敺摇 寓———庽摇 哲———悊

特别是有些意符所表示的意类关系密切,往往可以通用。 有些异体字就是由于更换

了这些可以通用的意符而产生的。 如“口、欠冶言有相通之处,所以就产生了嘆———歎、
咏———詠、歌———謌这类异体字。 “目冶“见冶有相通之处,所以“睹冶又写作“覩冶,“视冶又
写作“眎冶。

2. 形声字的声符不同。 声符表示读音,而表示同一读音的声符往往不只一个,所以

又产生一些意符相同而声符不同的异体字。 如:
掩———揜摇 馈———餽摇 泄———洩摇 线———缐摇 裤———袴摇 仙———僊摇 猿———猨

3. 偏旁位置不同。 如:
峰———峯摇 群———羣摇 和———咊摇 秋———秌摇 稿———稾摇 惭———慙摇 胸———胷

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认为所有的偏旁位置不同的字都是异体字,因为有些字变换了

偏旁位置就成了另外一个字,如吟———含、忠———忡等。
4. 造字方法不同。 如:
泪(会意)———涙(形声)摇 摇 岩(会意)———巗(形声)
异体字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上述四种外,还有的是意符、声符都不相同。 也有的异体

字是因为两个字互相影响而产生的。 如凤凰的“凰冶,原作“皇冶,后因受“凤冶的影响而变

为“凰冶。
古汉语中有这样一些字,它们本来是有分工的,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或一定的条件

下可以通用,如亡———无、游———遊、唯———惟(维)、雕———彫(凋)等。 这类字不是在任

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替代,所以不能算作异体字。

第四节摇 繁简字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简化汉字,而古籍上所使用的是繁体字。 1956 年国务院公布了

《汉字简化方案》,1964 年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并于 1986 年 10 月 10 日重新公布,要求

社会各界正确使用规范的简化字。 读古书就要认识繁体字,否则寸步难行。 学习繁体

字,首先要了解一下汉字简化的原则,另外还要注意繁简字之间的关系。
汉字简化的原则主要是:
1. 将繁难的偏旁改成简单的。 如:
燈———灯摇 摇 機———机摇 摇 憐———怜摇 摇 遷———迁摇 摇 賭———赌摇 摇 鵲———鹊

2. 删去原字的一部分。 如:
務———务摇 摇 條———条摇 摇 習———习摇 摇 處———处摇 摇 雖———虽摇 摇 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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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草书楷化。 如:
會———会摇 摇 東———东摇 摇 門———门摇 摇 書———书摇 摇 韋———韦摇 摇 當———当

4. 采用笔画简单的古字。 如:
禮———礼摇 摇 啟———启摇 摇 薦———荐摇 摇 眾———众摇 摇 雲———云摇 摇 舍———舍

5. 同音替代。 如:
穀———谷摇 摇 薑———姜摇 摇 醜———丑摇 摇 後———后摇 摇 餘———余摇 摇 徵———征

关于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绝大多数是一对一的等同关系。 这类字较容易掌握,只要把繁体字记住就行

了。 如國———国、學———学、隸———隶等。
第二,本来是词义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只是因为读音相同或相近,就归并为

一个字,用一个简化字来代表。 如餘———余,“餘冶是剩的意思,而“余冶是第一人称代词,
两字绝不相混。 “以殘年餘力冶(《列子·汤问》)的“餘冶不能写成“余冶;同样,“僕夫悲余

馬懷兮冶(《离骚》)的“余冶也不能换成“餘冶。 这类字不少,如:
谷———谷(山谷)、穀(五谷、善)
只———只(仅)、隻(量词)
丑———丑(地支名)、醜(丑恶)
几———几(几案)、幾(几何、近)
折———折(断)、摺(折叠)
里———里(里程、乡里)、裏(里外)
干———干(天干、干戈)、乾(干燥)、幹(才干)、榦(树干)
台———台(古读 y侏,我)、臺(楼台)、檯(桌子)、颱(台风)
发———發(发财、发出)、髮(头发)
复———復(反复)、複(重复)
第三,由两个不同的字归并而成,但这两个字有时可以通用,有其相等的关系,也有

不相等的关系。 如:
才———才、纔:在方才的意义上两字可以通用,但才能的“才冶不能写作“纔冶。
借———借、藉:在凭借的意义上两字可以通用,但借贷的“借冶不能写作“藉冶。
累———累、纍:在积累的意义上两字可以通用,但累积、牵累的“累冶不能写作“纍冶。
制———制、製:在制作的意义上两字可以通用,但制裁、法制的“制冶不能写作“製冶。
以上后两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如果对这些意义和用法上有区别的繁体字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那么在阅读古书中就会发生误解。 现在出版的字典对这类字都有加以注

明,可供查验。

第五节摇 容易误读的中医药常用字

柏:侧柏,读 b伲i。 黄柏,读 b侔。
蒡:牛蒡子,读 b伽ng。
痹:痹症,读 b佻。



摇 6摇摇摇摇

摇
医
古
文

砭:砭石,针砭,读 bi佟n。
膑:髌骨(膝盖骨),读 b佻n。
檗:黄檗,读 b侔。
参:参差不齐,读 c佶n。 人参,读 sh佶n。
侪:吾侪,指同类的人,读 ch佗i。
坼:裂开,读 ch侉。
鸱:鸱鸟,读 ch侃。
瘳:病愈,病瘳,读 ch侪u。
樗:樗白皮,读 ch俦。
楮:楮实,读 ch俪。
苁:肉苁蓉,读 c侪ng。
卒:卒然,突然,读 c俅。 死亡,终了,读 z俨。
攒:穴位名,攒竹,读 cu佗n。 积攒,攒钱,读 z伲n。
瘅:瘅疟,读 d佟n。 过劳而病,读 d伽n。
膻:膻中,读 d伽n。 膻味,读 sh佟n。
骶:骶骨,读 d佾。
阿:阿胶,樊阿,读 佶。

:鼻梁,读 侉。
腓:腓肠肌,读 f佴i。
杲:金元时期医家李杲,读 g伲o。
诃:诃子,读 h佶。
骺:骨骺,读 h佼u。
芐:地黄别名,读 h俅。
革:病革,读 j侏。 皮革,读 g佴。
瘕:病名,读 ji伲。
菅:植物名,草菅人命,读 ji佟n。
豇:豇豆,读 ji佟ng。
艽:秦艽,读 ji佟o。
粳:粳米,读 j侃ng。
颈:颈部,读 j佾ng。
灸:针灸,读 ji俪。
疽:痈疽,读 j俦。
芤:芤脉,读 k侪u。
刳:剖开,读 k俦。
癞:麻风病,恶疮,读 l伽i。
莨:莨菪,读 l伽ng。
楝:川楝子,读 li伽n。
呤:嘌呤,读 l佻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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瘰:瘰疬,读 lu侬。
眊:眼睛看不清,读 m伽o。
内:内针,内谷,内药,内臼中,读 n伽。 内外,读 n侉i。
蛲:蛲虫,读 n佗o。
臑:臂臑,读 n伽o。
衄:鼻衄,读 n俑。
疟:疟疾,读 n俟侉。 疟子,读 y伽o。
否:否塞不通,阴阳否隔,否极泰来,读 p佾。
牝:雌性,阴性,读 p佻n。
芪:黄芪,读 q侏。
髂:髂骨,读 qi伽。
荨:荨麻,读 qi佗n。 荨麻疹,用于口语,读 x俨n。 草药名,知母,读 t佗n。
芡:芡实,读 qi伽n。
茜:茜草,读 qi伽n。 人名,多用于音译,读 x侃。
跷:跷脉,读 qi佟o。
芩:黄芩,读 q侏n。
龋:龋齿,读 q俪。
桡:桡骨,读 r佗o。
娠:妊娠,读 sh佶n。
矧:况且,读 sh侑n。
眚:眼睛生翳,读 sh侑ng。
蓍:蓍草,读 sh侃。
腧:腧穴,读 sh俅。
数:数脉,频数,读 shu侔。
莎:莎草,又名香附子,读 su侪。
湉:《冷庐医话》作者清代陆以湉,读 ti佗n。
霰:霰粒肿,读 xi伽n。
眩:目眩,读 xu伽n。
:口眼斜,读 w佟i。
煨:煨葛根,读 w佶i。
痏:瘢痏,读 w侑i。
涎:口涎,口水,读 xi佗n。
苋:铁苋菜,读 xi伽n。
芎:川芎,读 xi侪ng。
殷:血色殷红,黑红色,读 y佟n。 殷勤,读 y侃n。
暍:中暑,读 y佶。
饮:使……饮,读 y佻n。 饮水,读 y佾n。
晕:头晕,读 y俦n。 晕车,晕船,读 y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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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熨斗,读 y俅n。 热熨,用药物热敷,读 w侉i。
识:多闻博识,记住,读 zh佻。
瘵:病,多指痨病,读 zh伽i。
谵:谵妄,谵语,读 zh佟n。
长:《<本草纲目>原序》:“解其装,无长物。冶多余,剩余,读 zh伽ng。
徵:古代五音之一,读 zh佾。
栉:梳篦的统称,读 zh佻。
中:中暑,中毒,中病,药中肯綮,读 zh侔ng。
术:白术、苍术,读 zh俨。
属:连属,徽音累属,读 zh俪。

(一)指出下列古字的今字

昏摇 说摇 舍摇 取摇 莫摇 道摇 景摇 县摇 藏摇 差摇 齐摇 被摇 知摇 孰摇 反摇 要摇 支摇 见

贾摇 冯摇 属摇 田摇 张

(二)指出下列异体字的正字

煖摇 缾摇 歎摇 詠摇 謌摇 覩摇 眎摇 揜摇 餽摇 洩摇 缐摇 袴摇 僊摇 羣摇 胷摇 涙摇 慙摇 秌

咊摇 蹟摇 邨摇 骽摇 峯摇 猨

(三)指出下列繁体字的简化字

兒摇 只摇 鬥摇 氣摇 陰摇 陽摇 雲摇 萬摇 燈摇 遷摇 獨摇 腫摇 會摇 東摇 門摇 雖摇 習摇 禮

薦摇 後摇 榖摇 眾摇 髮摇 鐘摇 雞摇 趙摇 醜摇 環摇 遼摇 鄰摇 樣摇 盧摇 靈摇 叢摇 醫摇 瘧摇 聲

務摇 寶摇 塵摇 體摇 蟲摇 號摇 專摇 盡摇 運摇 聲摇 獲摇 薑摇 麵摇 華摇 複摇 鹵摇 競摇 標摇 樹

衝摇 邁摇 劉摇 衛摇 寫摇 學摇 親摇 舊摇 膽摇 藥摇 藝摇 繭摇 鬆摇 雙摇 豐摇 壞摇 蘇摇 齣摇 饑

竈摇 嚮摇 歡摇 纍摇 聽摇 灑

(四)写出下列加点字的读音

侧柏
踿

叶摇 黄柏
踿

摇 针砭
踿

摇 黄檗
踿

摇 晡
踿

时摇 吾侪
踿

摇 病瘳
踿

摇 樗
踿

白皮摇 卒
踿

然摇 攒
踿

钱摇 膻
踿

中摇
阿
踿

胶摇 腓
踿

肠肌摇 诃
踿

子摇 李杲
踿

摇 肱
踿

骨摇 大
踿

黄摇 病革
踿

摇 草菅
踿

人命摇 豇
踿

豆摇 粳
踿

米摇 秦艽
踿

摇 针

灸
踿

摇 内
踿

谷摇 疟
踿

疾摇 黄芪
踿

摇 芡
踿

实摇 茜
踿

草摇 黄芩
踿

摇 龋
踿

齿摇 妊娠
踿

摇 蓍
踿

草摇 数
踿

脉摇 川芎
踿

摇 多闻

博识
踿

摇 身无长
踿

物摇 白术
踿

摇 大杼
踿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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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赏析

一、系辞·上

揖提要铱 摇 本文节选自《周易》卷七,为其大传《十翼》中的第五翼,依据北京大学出版

社《十三经注疏》本排印。 《周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具有特殊体系的哲学著作,与
另外两本《连山》《归藏》并称“三易冶,亦称《易经》。 “易冶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 内容

包括经、传两个部分。 六十四卦(附卦辞)、三百八十四爻(附爻辞)为经。 旧传伏羲画

卦,周文王作辞,说法不一。 其萌芽期可能早在殷周之际。 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
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冶为传,旧传孔子所作,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或秦汉

之际的作品,非一人一时之作。 《周易》通过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

象的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

源,提出了一些具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后世哲学和中医学影响很

大。 本文为《周易》通论,全面阐述了“易冶的意蕴与功用,承认一切皆变。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1],贵贱位矣[2]。 动静有常[3],刚柔断矣[4]。 方以类

聚[5],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6]。 是故刚柔相摩[7],八卦相

荡[8]。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

始[9],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10],坤以简能[11]。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

有功。 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易简而天下之理

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12]。
[1]以陈:已经陈列。 以,通“已冶。
[2]位:名词活用作动词,确立位置。
[3]常:永恒的规律。
[4]断:区分。
[5]方:谓法术情性趣舍。
[6]见:同“现冶。
[7]摩:切摩,交感。
[8]荡:推移变动。
[9]知:主掌。 大始:即太始,指最初创始。
[10]易:平易。 知:同“智冶,智慧。 这里活用作动词,指充满智慧。
[11]简:简约。 能:擅长。
[12]成位:确定位次。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1],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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