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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列于《诗》《书》 《礼》 《乐》 《春秋》之先，居六经之

首。其崇高地位，他书莫能及之。而历代学者研究 《易经》形成一股
汹涌澎湃的潮流，人们称之为 “易学”。从孔子传 《易》以来，历代
传承不断。据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曰:

自鲁商瞿《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 《易》，六世至齐人
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
杨何。

又据《汉书·儒林传》介绍，田何又传 《易》于梁人丁宽， “丁
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有施、孟、

梁丘之学。”而施、孟、梁丘正处在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易》学兴
盛变革亦在此时，而其中的孟喜，正是焦延寿的老师，焦延寿又传京
房，从而形成《易》学史上最为称奇的“象数”学派。

这就是说，自孔子传 《易》，六传至田何，七传至丁将军。同时，

丁将军又从周王孙受古义。古义者，并非孔子《十翼》，盖即许慎所谓
秘书，即阴阳灾变之学也。之后，八传至田王孙，九传至孟喜，十传
至焦延寿，十一传至京房。而阴阳灾变之学，皆出自孔门，为传 《易》

者所必学，田何、丁、田王孙、孟、焦、京，单传不绝于缕。基渊源
之古，自不待言!

然而，十一传弟子京房，由于参政遇党祸，英年早逝，其著述甚
丰，大多亡佚，仅存《京氏易传》三卷。而西汉易学，所谓孔子嫡传
者三家，施雠、梁丘贺之《易》皆亡，唯有 《焦氏易林》与 《京氏易
传》三卷独存。也就是说，西汉易学，到汉末，西京 《易》存者，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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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二家，有书无师，无以传习。

综上所述，除了孔子及其门徒留下的 《易传》之外，不论田何、

周王孙、丁宽、杨何以及施雠、孟喜、梁丘贺等等，其著作皆佚。也
就是说，历史上众多的先秦、西汉之《易》，至东汉已佚，唯一留下一
部《焦氏易林》完书。更令人痛心的是 《焦氏易林》在华夏易学传承
史上却被冷落、沉寂了两千多年。一位孔子嫡传第十代传人著作，始
终不能堂皇地进入历史正史 “经部”之中，而是被列入所谓 “历数
类”、“五行类”、“蓍龟类”、“术数类”之属，足证学术偏见危害之巨
之深! 反之，由于最重师传的西汉易学戛然中断，乃至使所谓 “汉
易”———东汉易学一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才有了马融、

郑玄、荀爽、虞翻等旁门左道盛行的所谓“汉易”。先秦、西汉易道一
以贯之、活泼无碍、运舞不休的象数符号系统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
是杂乱无章、不能归一的所谓 “象数”———卦变、爻变、爻辰之类。

从此，“易则易知，简则简从”的易象符号中道失传，充斥易坛的是不
伦不类、繁琐之至的东汉之《易》。于是，才有横扫东汉之 《易》，空
谈易理的王弼之 《易》! 这就是两汉之交易学传承史上出现的断层现
象，然而却彻底改变了先秦易道达两千年之久。所谓汉 《易》，乃东汉
之《易》; 所谓宋儒之 《易》理，乃义理，而非 《易》理。历史上尽
管易著多达三千部，但愈传愈晦。所以先儒赞 《易林》实为易象之渊
薮，研究大易，不读《易林》，则易象、易数、易义多晦，所以唯 《易
林》能补两千年《易》注之穷”。因此，“今日之 《易》说，东汉人之
《易》说也。西汉所遗，皆零词断句，不能会其通。独 《焦氏易林》

尚为完书”。( 尚氏语) 一言以蔽之，东汉之 《易》作为 “正宗汉易”

统治易坛达两千年之久，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易》曰“硕果不食”。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

通”。《易》之道自古及今，纵贯天人，从未息止! 一部 《焦氏易林》

巨著，终于在两千年后，使民国时期大家尚秉和大师 “感而遂通”! 易
道传承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①

尚秉和大师全面继承了焦氏易学之真髓，尤为突出的是，他从
《焦氏易林》一书中系统地挖掘出伏羲易，从而找到了陈抟、邵雍先天

① 《焦氏易林注·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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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的源头，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其代表作为《焦氏易林注》《焦氏易
诂》《周易古筮考》《易说评议》与《周易尚氏学》。蔚然成一家之言，

从而使先秦象数易学复明于世，其功甚伟! 他在《焦氏易林注·例言》

中说: “《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尚氏认为焦氏除沿用
《易·说卦传》所传之象， “其所用之象与 《易》有关者约百十馀”，
“其与《易》无关堆广之象尚不知其几百”。不论有关、无关，焦氏运
用卦象，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说卦传》八卦之象仅 112 条，而
焦延寿取象、立象、拟象，基本以 《说卦传》为根本，进而又加以引
申、派生出更为庞大的象数体系。①

那么，何以为“易则易知，简则简从”的易象符号呢? 就是时空
往来无碍、运舞不休的伏羲符号系统，其一以贯之的先天数、先天方
位乃至正象、覆象、伏象，互体之象等和谐无间的、自然的、无为的
动态整合，所谓大易也哉!

尚氏认为: “今以 《焦氏易林》考之，其用先天卦象者，多于后
天。而先天卦象，东汉诸儒多不知，致解 《既济·九五》爻辞，及
《大有》《同人》《师》《比》诸卦名，靡不错误。”尚氏进而从 《焦氏
易林》中找出先天卦象体系，诸如: 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
北、巽西南、艮西北、兑东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以及乾日、兑月、离星、震辰、坤水、艮火，坎土、

巽石等象，皆与邵雍《皇极经世》同。从其博大精深的系统看，当为
先秦之遗法。从《易经》《易传》《焦氏易林》《易龙图》《正易心法》
《皇极经世》等象数暗合，一以贯之的风格分析，在 “藕断丝连”的
易道传承路上，在五百年、千年大关之处总是奇峰矗立，光芒四射，

从而使我们寻觅到漫漫长夜之中久违的，然而又一脉相承的易道传统
象数系统。②

尚氏从《焦氏易林》中找出当今易学失传之象 122 条之多，用其
证之 《周易》，无一不合。如以乾为日，兑为月，坤为水解经，凡
《易》言日月、言大川者皆迎刃而解。而东汉以来，人皆不知。《说卦
传》以乾为金，不知艮坚亦为金; 以离为龟，不知艮刚在上，亦为贝、

为龟; 以离为斧，不知兑决物、折物，方为斧; 后儒以离为矢，不知

①② 《焦氏易林注·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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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为棘、为匕、为穿，方为矢。巽为床，坤为臣、为邑，不知艮亦为
床、为臣、为邑。凡如此象，多至一百二十馀。要之，《易林》观本象
与对象不分，故而象从 “旁通”始明。 《易林》以正象、覆 ( 反) 象
杂用，故而圆通微妙! 我们从 122 条失传之象中以正旧儒 “误解、误
象，如发云雾而见青天，如暗夜之逢华烛也”。①

《易林》在易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象数之道的集成之功。故尚秉和
曰: “故《易林》实集象学之大成。”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先秦以来原汁
原味的“以象尽意”思维系统，从而感受到雄浑无比、博大精深的中
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内核。例如，兑为少女，亦为老妇; 少女者，晚出
之女; 老女者，晚景之女，皆一象两意，时空之变化耳。而震为长男，

又为小子; 长男者，首生之子; 小子者，幼小之子。一如尚氏所言:
“盖以二人言，初生者长，后者少; 以一人言，初少上老，此其义，唯
《易林》知之，以 《易林》书太古尚存古义，能得 《周易》真解，为
后儒所不知。”于是，才有旅之大壮之 “独夫老妇”，夬之中孚之 “孩
子心愦”等语。又《说卦》以坎为月，而经多以兑为月，东汉诸儒不
知而误以解经。先天之坎，后天之兑，皆同居正西，犹先天之离，后
天之震，皆同居正东，所谓日东月西，所出之方也。《易林》之辞，字
字皆本易象，象象皆本大易。“《易林》实为易象之渊薮，其为各家所
无”，“《易林》所独有之象”，皆与经传“回环互证”，一统于大易。②

综上所述，我们幸得《焦氏易林》以窥先秦易道之真谛，我们幸
得尚秉和《焦氏易林注》《易氏易诂》 《周易尚氏学》等集大成之作，

终于使两千年失传易道复明于世!

在易道传承史上，伏羲、周文王、孔子、焦延寿、陈抟、邵雍、

黄道周、尚秉和等圣贤，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易道是自然之道、生命 ( 性命) 之道及社会之道的产物。那么，

上述“三道”的本质究竟为何? 精巧绝伦的卦画符号系统之中的信息
密码如何表达? 又在说明或演示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自古及今，

垂七千年华夏青史，炎黄子孙前赴后继，始终不懈地追索其原，探究
其底里!

易道始于上古，兴于夏商周，盛于春秋战国并延及西汉时期，集

①② 《焦氏易林注·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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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于北宋时期。从西汉至清末二千多年以来，成为朝野文人学子必
读书目，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奠基作用，又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四库全书·经部》以易类为首，良有理也。

到了近现代，一大批权威学者，仍主张把 《周易》作为国学入门
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之一。梁启超于 1923 年在 《清华周刊》撰文，钱穆
在西南联大给他的研究生开列的书目上，朱自清在 1946 年开列的 《中
国古代经典书目》，屈万里在 1964 年列举的 38 种典籍中，都将 《周
易》列为必读书目之一。1997 年，由季羡林、张岱年、朱伯昆、厉以
宁、任继愈、汤一介、李学勤、余敦康、吴良镛、庞朴、金克木、赵
敦华、侯仁之、谢冕等 50 馀位中国当代顶尖学者联合推荐的中外人文
经典书目中，包括应读书目 30 种，选读书目 30 种，其中在应读书目
中，《周易》又列在群经之首。①

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使人们发现，电脑二进制原理与伏羲六十
四卦符号系统密切相关; 伏羲六十四卦符号系统从 0 至 63 的过程周
期，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 而六十四个遗传密码子亦与伏羲六十四
卦密吻无间，384 个阴阳键又与 384 个阴阳爻完全对应! 不论量子力学
的微观层次; 还是分形理论宏观层次，邵子先天象数本体论都给出全
方位的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易道的核心即伏羲符号系统，天地生人千变万化，不
出其左右。此乃易道、易学之内核及主流。对此，我辈必须有高屋建
瓴的远见卓识，才能领悟易道真谛。陈抟传授先天之学，邵雍撰 《皇
极经世》，将先天之学发扬光大，使失传千古的大易复明于世，成为易
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第四版《易经入门》正是在陈、邵之先天易学、

尚氏之象数学的基础加以深入浅出地撰写，并辅以历史事实以证实六
十四卦之真谛。只有《正易心法注》《皇极经世》《焦氏易林》与 《易
经》《易传》相结合，才能使两千年易学复明于世，才能直达 “易简
而天下之理得矣”的易道之巅峰，易学才能从 “天书”、“玄学”中解
放出来，进而轻松进入寻常百姓家。
《易经入门》第四版，重点突出了伏羲大易在 《易经》中的核心

地位。先天数、先天方位及伏羲大易系统，并不始于北宋之陈抟、邵

① 陈凯东著: 《周易浅释·序》，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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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而在西汉业已流行。《焦氏易林》论之甚详。从其博大精深的系统
来看，当为先秦之遗法。本书以陈抟 《正易心法注》《龙图三变》、邵
雍《皇极经世》、尚秉和 《焦氏易林注》 《焦氏易诂》 《周易尚氏学》
为标准，力图恢复失传两千年之久的先秦易学之真面貌。为此，对易
道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拨乱反正的诠释。增补了元代著名易学家张理
《大易象数钩深图》一书中六十四卦图解。为便初学，特附录了尚秉和
先生之《焦氏易林》集象学之大成、 《易林》逸象原本考、焦氏之象
数、《焦氏易林》集象学之大成、《易林》逸象原本考、焦氏之象数、
《焦氏易林》言先天卦象等内容，从而便于深刻领悟易学的本质。

作者 癸巳岁仲夏第四版修订于北京
电话 010 － 6473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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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易经》始于卦画系统，臻于文字系统。所谓卦画系统，是无文字
时代的产物。《易·系辞》曰: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者
包牺氏之王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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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早在六七千年之前的渔猎时代，中华民族的人文
始祖伏羲氏通过仰观俯察一系列天地生人实践过程，始创八卦与六十
四卦系统。八卦与六十四卦毫无一丝文字痕迹，然而它却是上古时代
通天彻地、中通人与万物之情的信息系统。而这个超巨的信息系统内
存“道神德行”，故而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那么，其信息密码究
竟为何? 自古及今，垂七千年青史，炎黄子孙前赴后继、继往开来，
始终不懈地追索其原，探究其底里! 于是，一套精巧绝伦的自然之道
卦爻信息密码系统和一部冠绝古今的大易竟然引发出三千以上的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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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著，而与之相匹配的易学数术之作更是多如牛毛。这在人类文
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观! 也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伏羲之后，易卦之道世代传承，相延不绝。《周礼·太卜》曰:

太卜掌三 《易》之法，一曰 《连山》，二曰 《归藏》，三曰
《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

《周易》是我国殷周时期完成的一部古典著作。它包括古经 《易
经》与孔子的《易传》两部分。这部书是由 “--” ( 称阴爻) 和 “—”
( 称阳爻) 两种符号，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具体说来，就是由阴阳
爻先组成八卦: 椸 ( 乾卦) 、椺 ( 坤卦) 、椻 ( 震卦) 、椼 ( 巽卦) 、椾
( 坎卦) 、楀 ( 离卦) 、楁 ( 艮卦) 、楃 ( 兑卦) 。我们看到，每个八卦
皆为三爻，古人称为“经卦”。然后，而由八卦 ( 即经卦) 两两相重，

则形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个卦皆为六爻，古称 “别卦”或 “重
卦”。六十四卦按其顺序排列为: 棤 ( 乾卦 ) 、棥 ( 坤卦 ) 、棦 ( 屯
卦) 、棧 ( 蒙卦) 、棨 ( 需卦) 、棩 ( 讼卦) 、棪 ( 师卦) 、棫 ( 比卦) 、

棬 ( 小畜卦) 、棭 ( 履卦) 、棯 ( 泰卦) 、棲 ( 否卦) 、棳 ( 同人卦) 、

棴 ( 大有卦) 、棶 ( 谦卦) 、棷 ( 豫卦) 、棸 ( 随卦) 、棻 ( 蛊卦) 、棽
( 临卦) 、棾 ( 观卦 ) 、棿 ( 噬嗑卦 ) 、椀 ( 贲卦 ) 、椂 ( 剥卦 ) 、椃
( 复卦) 、椄 ( 无妄卦) 、椆 ( 大畜卦) 、椇 ( 颐卦) 、椈 ( 大过卦) 、

椉 ( 坎卦) 、椊 ( 离卦) 、椌 ( 咸卦) 、椏 ( 恒卦) 、椑 ( 遁卦 ) 、椓
( 大壮卦) 、椔 ( 晋卦) 、椕 ( 明夷卦) 、椖 ( 家人卦) 、椗 ( 睽卦) 、

椘 ( 蹇卦) 、椙 ( 解卦) 、椚 ( 损卦) 、椛 ( 益卦) 、検 ( 夬卦 ) 、椝
( 姤卦) 、椞 ( 萃卦) 、椡 ( 升卦) 、椢 ( 困卦) 、椣 ( 井卦) 、椥 ( 革
卦) 、椦 ( 鼎卦) 、椧 ( 震卦) 、椨 ( 艮卦) 、椩 ( 渐卦) 、椪 ( 归妹卦) 、

椫 ( 丰卦) 、椬 ( 旅卦) 、椮 ( 巽卦) 、椯 ( 兑卦) 、椱 ( 涣卦) 、椲 ( 节
卦) 、椳 ( 中孚卦) 、椵 ( 小过卦) 、椶 ( 既济卦) 、椷 ( 未济卦) 。六十
四卦每卦中，既有卦辞，又有爻辞。

六十四卦以八卦为经、为本，故每个六画卦分上下 ( 内外) 卦。

下 ( 内) 卦为本为贞; 上 ( 外) 卦为用为悔。这是大要。三 《易》的
特点，已从单纯卦画系统进化到配以相应的文字系统。也就是说，以
文字表述卦画系统蕴含的意义。三 《易》文字有同有异，用法同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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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解释大同小异，故曰 “太卜掌三 《易》之法”。但是，卦画系统
是基础、是根本、是精髓，而文字系统虽说具有圣人述而不作、口授
心传之秘，但时过境迁，终究与卦画有若即若离的一面。宋代陈抟曰:
“天之垂象，的如贯珠，少有差，则不成其次序矣。” ( 《龙图序》) 极
言天地自然之道 “群龙无首吉”之变化规律。这种整体大一统规律，

唯伏羲大易可为。但伏羲大易仅 “卦象示人，本无文字。使人消息，

吉凶嘿会”。因此，“易道不传，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复晦。”
( 《正易心法注》) 陈抟以为，“上古卦画明，易道行。后世卦画不明，

易道不传。圣人于是不得已有辞。学者浅识，一著其辞。便谓 《易》

止于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画微旨”。 ( 同上) 一句话，

后世卦画、卦序不明，于是，易道不传。只是在周孔辞下驻足，从而
使易道复晦。陈抟大声疾呼: “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中驰骋，无
于周孔语言下拘挛。”“羲皇画卦，不作纸上功夫也”。陈氏之论，可谓
精辟之至!

综上所述，伏羲卦画系统是自然之道、性命之道、社会之道的天
地人三极之道的缩影，而非人为产物! 而三 《易》之法则充满人伦忧
患意识，故不免掺入后天思维因素。不然，三 《易》何以有时相左，

亦令史官一筹莫展。《连山》 《归藏》已佚，今仅存 《周易》。殷周之
际，据说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七年，而作 《周易》六十四卦
卦辞。其子周公续以爻辞，子继父业，理之自然。就像司马迁继承先
父遗志以成《史记》一样，这是中华文化的家法渊源，毫不足怪。到
了春秋末期，孔子五十喜 《易》，为 《周易》作传，即 《彖辞》上下、
《象辞》上下、《文言》 《系辞》上下、《说卦》 《序卦》 《杂卦》等，

故称十翼。班固曰: “孔子晚而好 《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即
十翼也。”
《易》之古经，深奥难读，历代群儒，虽皓首群经，不能了解其确

义。因此，古经无异于天书，世人难以卒读。好在孔子晚年为古经作
传，终于揭开了古经神秘的面纱，遂使古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西汉时，经与传分; 东汉时，诸儒始将经传合一。孔子尚恐其与
文王古经相乱，是以不合，分而载之。自东汉大经师郑玄开始，将经
传合并，故加《彖》曰、 《象》曰，以示区别。 《彖》辞统论一卦之
体，《象》辞则各论一爻之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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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示天运自然、阴阳二气交互变化规律，故圣人初画八卦，设
刚柔两画，即 “－ －”，称阴爻; “—”，称阳爻，所谓 “一阴一阳之
谓道”，以象阴阳二气也。一部大《易》，正是由此刚柔二爻组合而成，

而经卦三爻则表示天地人三才之义也，八经卦则万象备。内外各三爻
( 六位) 则阴阳合体，于是，六十四卦全矣，从而揭示天运自然万象变
化之道。

关于“易”字，《易纬·乾凿度》: “易名有四义，本日月相衔。”
“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变易者，其气也; 不易者，其位也”。

总之，古人认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易》为全书总名，有简
易、变易、不易三义。

中华文明，肇始于《河图》 《洛书》及 《周易》。那么， 《周易》

何许书也? 孔子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律、

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 《易》以为说。” 《周
易》包括象数理占四方面，一句话，它是研究宇宙万物周期变化规律
的学问。它从时空周期运动入手，来探索天地人 ( 万物) 盛衰沉浮、

生长收藏规律，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普适规律的基本理论。具
体而言，书中有一条主线，四个体系。一条主线是一阴一阳、错综有
致的万物一体大规律。四个体系是: 天衣无缝、精巧绝伦的符号体系;

空前绝后、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 渊源深厚、千古绝唱的本文历法数
理体系; 独一无二、神妙莫测的实证科学 ( 预测) 体系。这一条主线、

四个体系，虽各具特色，又融于一体。总之，它既宏观又微观，既抽
象又具体，理论与实践并行，学问与操作合一，具有先天性、宇宙性、

统一性、和谐性、简单性、全息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
观念的渊源。
《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

道也。古人云: “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
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 两仪者，阴阳也。” “万物之生，负
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缊交感，变化不穷……故易
者，阴阳之道也; 卦者，阴阳之物也; 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

所同者，奇偶; 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
百八十四爻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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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
不包; 其用至神而无不存。” ( 引自 《周易折中·纲领二》李光地等
撰)

综上所述，六十四卦各异，但不外乎奇偶、阴阳、刚柔之义; 爻
虽不同，皆不出九、六之变。奇偶、阴阳、刚柔之义人皆知之，而用
九、用六之奥秘却人所不知。故人言人殊，众说纷纭，故孔子慨叹
“君子之道鲜矣”。要之， “神无方而易无体，” “易无思也，无为也，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易道之精髓是卦画系统内蕴的动态的象数。由于祖龙一炬，项羽
阿房宫再炬，王莽动乱，使易象失之甚多。西汉 《易》虽对象数贡献
颇大，但许多真传不见，遂使虞翻、荀爽之《易》大行，而偏枯之至!

王弼才俊扫象，简则固简，然而 《易》之真髓失之! 宋人纯理，更使
易学走向另一个极端。北宋高僧麻衣道者撰千古名著 《正易心法》，陈
抟为之注。在此基础上，陈抟撰 《易龙图》 ( 已失传) ，创立先天之
学。陈抟四传弟子邵雍集先天易学之大成，撰不朽之作 《皇极经世》，

成为易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明末大儒黄道周承邵雍先天易学体系之威，

撰《三易洞玑》《易象正》，将大易、《诗》《春秋》之魂融会贯通，称
雄易坛。清末民初，易学大家尚秉和钻研 《焦氏易林》十馀年，积疑
生悟，从中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先天象数及内外卦象、互象、反象、伏
象、正反象、半象等凡百二十馀象的应用法则，使二千馀年大易象数
精髓复明于世，其功甚伟! 易象之源，失传之久，令人难以想象，而
《易林》中的兑为月、乾为日、坤为水，用之解 《易》爻辞，真乃如
斧开薪，直捷明快!

易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尚氏博采众长，宗
其师吴挚甫《易说》的“阳遇阴则通，遇阳则阻”之原理，加以引申
发展。曰: “易之道如电然，同性则相违，异性则相感。”著 《周易尚
氏学》一书，“于是久已晦盲的易象，始昭然若揭，可谓发幽阐微，集
象学之大成。”其实， 《易纬·乾凿度》早已言之凿凿: “所谓应者，

地上有阴，而天上有阳曰应。俱阴则罔。地上有阳，而天上有阴曰应，

俱阳则罔。”易象失传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尚氏之功有二，一是恢
复了“易以道阴阳”的真髓，二是找到了上古地道的取象比类之法。

大易之道，阴阳而已! “阴阳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所以 《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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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传云“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谓阳应阳、阴应阴为敌也。 《中
孚·六二》云“得敌”，《同人·九三》“敌刚”，谓阴比阴、阳比阳为
敌也。阴遇阴、阳遇阳，既为敌而不相与，则不能为朋友、为类明矣。
《咸·彖》曰“二气感应以相与”，《恒》曰“刚柔皆应”，夫阴阳相与
相应，则必相求而为朋、为类明矣。 《复》 “朋来无咎”，谓阳来也，
阴以阳为朋也。…… 《颐·六二》曰 “行失类也”，谓阳遇阳也。总
之，千古《易》解， “同性相敌，异性相感之理一失，于是初四、二
五、三上阳应阳、阴应阴者谓之失应，人尚知之。至于阳比阳、阴比
阴，如《夬》《姤》之三、四，如 《颐》之六二，说者则茫然。于是，
全部《易》，如“征凶”、“往吝”、“往不胜”、“壮于趾”、“其行次
且”及“慎所之”等辞，全不知其故也。又如阳遇重阴、阴遇重阳而
当位者，所谓“往吉”、“征吉”、“利涉”、“利往”、“上合志”也，
此其义宋 ( 代) 蔡渊曾创言之，而未大行。于是，全部易爻象若是者，
自汉迄清，说者亦莫明其故。……阳爻下乘群阴者亦多吉，与前临重
阴同也。《蹇·九三》曰 “内喜之也”，说甚明也，乃亦失传。于是，
《颐·上九》之“利涉”，《蒙·上九》《渐·九三》之 “利御寇”，皆
不知所谓也。有此一因，于是， 《易》解之误者，十而四五。”① 至于
象学之法，尚氏认为《说卦》乃自古相传之卦象，只说其纲领，以为
万象之引伸，并示其推广之义。如乾为马，坤、震、坎亦为马; 乾为
龙，震亦可为龙。巽为木，艮、坎亦可为木……至文王时，又历数千
年，其所演易象，必益广益精。故 《周易》所用象，往往与 《说卦》
不同; 《说卦》以坎为月，经则多以兑为月。《说卦》以离为龟，经则
以艮为龟。离为龟，取去外坚，艮亦外坚也。此推而益广也。且有与
《说卦》相反者，《说卦》以兑为少女，以艮为少男，而经则以兑为老
妇，以艮为祖、为丈夫。《说卦》以震为长男，巽为长女，经则以震为
小子，巽为少女 ( 女妻即少女) 。盖以甲乙言，先生者长，后生者少;
而以一人言，则初生为少，行至上而老矣。此演而益精也。自东汉迄
清，于此等义例，都未能明。见经所有象，为 《说卦》所无，则用卦
变、爻变或爻辰以求之，谬法流传，二千年如一日。如此一因，于是
《易》解之误者，十而七八矣。”② 以上所论，发千古易道真谛!

①

②

《周易尚氏学·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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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氏尤善用正反象解经，如 《兑·象》之 “朋友讲习”，以初至
五正覆兑，犹如对话，故曰讲习、曰商兑。又以正反兑、正反震为争
讼，为《说卦》所无，而为经中所有。尚氏从《左传》《国语》《焦氏
易林》中汲吮最古最确之易象，可谓千古一人!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下面略述易卦观象基本常识。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个阴阳爻
组成，古称“重卦”或 “别卦”。六爻中每一个爻的位置称为 “位”，
这个位既表示空间位置，又表示时间位置。所以《易传》曰: “六位时
成”，“乾乘六龙以御天”，“时乘六龙以御天”。“乾乘六龙”与 “时乘
六龙”泛指空间与时间的统一。见下图:

六爻之中，以初爻为地之下，上爻为天之上; 二爻为北、为冬;

三爻为东、为春; 四爻为西、为秋; 五爻为南、为夏……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日月五星运行皆圆周运动轨道，“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
以御天”。不论回归年周期、朔望月周期、地球自转周期……皆以六等
分均匀分割而成。 “六龙”指六甲，一岁六个甲子 ( 60 日 × 6 = 360

日) ，一月亦六个甲子 ( 60 辰 × 6 = 360 辰) ……总之，日月五星乃至
宇宙万物运动的时空结构皆以 “六位时成”规律出现。六爻位置由下
而上为序，即初、二、三、四、五、上。阳爻称 “九”，阴爻称
“六”。每一卦冠以不同名称，如 《乾》 《兑》…… 《坤》等等，在具
体每一卦中，爻的称谓如下:

乾卦 兑卦 坤卦
———上九 — —上六 — —上六
———九五 ———九五 — —六五
———九四 ———九四 — —六四
———九三 — —六三 — —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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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九二 — —六二
———初九 ———初九 — —初六

从一卦六爻结构中，也可进行万事万物的归类。如以乾卦为例，
以六爻纳甲、社会地位、身体位置、变化始终等而论，则从初爻到上
爻 ( 由下而上) 依次为:

———壬戌 宗庙 颠顶 变之终
———壬申 天子 头面 变之成
———壬午 侯 心腹 变之动
———甲辰 公 股 变之通
———甲寅 大夫 胫 变之显
———甲子 元士 趾 变之始

这种六爻结构，以全息元方式，象征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立体时空关系和无限
的运动方式。因而可以概括宇宙古今，包罗万象，真逼客观世界的规
律和本质。

八卦之象，从宇宙大象上，可归纳为天、地、雷、风、水、火、
山、泽; 从家庭结构上，可归纳为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
少男、少女; 从人体外表结构上，可归纳为首、腹、足、股、耳、目、
手、口; 从动物类别上，可归纳为马、牛、龙、鸡、豕、雉、狗、
羊……总之，按照八卦之性，即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
丽 ( 附) 艮止、兑悦为性质，对宇宙万象从八个大的动态功能属性上
进行系统的“取象比类”，就可以化繁而成简，执一而驭万。

八卦之象的意义在于，在六爻层次中，从总体上又分为内卦 ( 下
卦) 和外卦 ( 上卦) 。内卦为体，外卦为用; 内卦为主，外卦为辅。故
云内卦为贞，外卦为悔。这样，从内卦中把握本质与方向。也就是说，
从八卦之性入手，亦即乾健、兑悦、离丽、震动、巽入、坎陷、艮止
和坤顺等特质中找出规律原点，依着六爻层次加以综合分析。

在六爻之中，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为应。初与二、二与三、
三与四、四与五、五与上为比邻。比应以阴阳相比、相应为吉，以阳
遇阳、阴遇阴为凶或不吉。以大壮卦为例，初九应在四，四为阳，故
而无应，所谓敌应。初与二皆阳，敌刚，比应皆凶，故曰: “壮于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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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凶。”九三前遇同类九四，故曰贞厉。
关于古人取象方法，《周易折中》《周易浅述》皆有论述，今归纳

如下:

(一) 相对取象

如乾天坤地之类，相对比较而言，乾为马，坤为牝马。乾为木果，
以其形圆，内有核仁，核即“元”之所在，故能生生不息，乃至无穷。
而巽卦为乾初爻变而来，初爻变而元不复存，故为不果。乾为寒，故
知坤为暑。坤为众，故知乾为寡。坎为忧，则离为乐。离为昼，则坎
为夜。

(二) 相反取象

震为大途，震反为艮则为径路; 大途乃阳动乎阴中，无险阻，故
为坦途; 径路则阳阻而下阴，不能辟也。巽为长、为高，巽反为兑则
为眇小、纤细; 长且高者，阳之上达; 兑小而毁折，阴之上穷也。然
巽之势，终穷衰落; 兑之势，终究奋起。为什么? 又以初爻阴阳而
定也。

(三) 相因取象

离为目，变巽则为多白眼。乾为马，震得乾之初爻亦为马，故于
马为善鸣，足。作足，白颡，皆震阳下而阴上之故。坎得乾中爻亦
为马，为美脊、下首、薄蹄、曳，阳中而阴外也。善鸣似乾马之良;
美脊似乾马之脊; 作足，阳下而健，薄蹄，阴下而弱也。坤为大舆，
坎为舆则多眚，乃坤中虚而力载，坎中满而下无力也。巽为木，干阳
而根阴; 坎中阳，坎为心，刚在中，故于木为坚多心; 艮上阳，外坚，
故于木为坚多节; 离中虚，木之见火，故为科上槁。乾为首，艮得乾
之上爻，亦为首; 坎得乾之中爻，则为大首。坤为腹，离得坤之中爻，
故为大腹。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如坎为隐伏，因而为盗，因
盗亦隐伏故也。巽为绳直，因而为工。艮为门阙，因而为阍寺。兑为
口舌，因而为巫。

(四) 其他取象

有不言而互见者，乾为君，以见坤之为臣。乾为圆，以见坤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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