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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易》是公认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是经典中的经典，被奉为“群经之

首”、“大道之源”。历代思想家对于《周易》的解释、应用以及发展，使得《周易》

对中华文明产生着愈发深远的影响。

《周易》这一名称出现于孔子编撰《易》之后，当时该书尚未上升到“经书”地

位。孔子认为《周易》是预测学，较为高深，并不适宜所有人学习，故未将其列入普及

性读物。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秦朝焚书坑儒之时，《周易》被李斯列为医术占卜类书

籍，逃过被焚书的劫难，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

《周易》包括两部分：《易经》和《易传》。《易经》共有六十四篇，包括六十四

卦的卦名、卦序、卦辞、爻题和爻辞，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称《上经》，共三十卦，

从《乾》卦开始，到《离》卦结束；下部称《下经》，共三十四卦，自《咸》卦开始，

至《未济》卦结束。《易传》用来解释《易经》的内容，共计十篇，包括七方面的内

容。其中，《彖》是对《易经》卦名及卦辞所作的注释。《象》是对《易经》卦名和爻

辞所作的注释。《文言》是对《乾》卦和《坤》卦作的进一步解释。《系辞》是学易必

读篇目，是《易经》的哲学纲领，内容博大精深。其对易的产生、原理、意义和易卦的

占卜方法等，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说明，阐发了许多从《易经》原文中无法看到的思

想。《说卦》是研究术数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对八卦卦象的具体说明。《杂卦》是以相

反或相错的形态把六十四卦排列成两两相对的综卦和错卦，从卦形中可以看出卦与卦之

间的联系。《序卦》与《杂卦》的研究角度不同，讲述的是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易

传》的出现，使《易经》从巫术中脱离，转变为理性的学说，即哲学。

关于《周易》的成书过程，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通常认为“三圣”、

“三古”指的是上古时期的伏羲、中古时期的周文王以及近古时期的孔子。伏羲是《易

经》最早的作者，他依照河图、洛书，制定了先天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周

文王进一步发展了《易经》和八卦，不但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成后天八卦，还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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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孔子“晚而喜易”，亲自撰写了《易传》，以阐述《易经》的深

刻内涵，对其进行详细解释，还将《易经》列为六经之一，并教授给弟子，使《易经》

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以及研究。在孔子的大力推动下，儒家将《易经》尊称为“六经之

首”，诸子百家也都争相研究《易经》，并且吸取《易经》的理论为己所用。《易经》

因此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典籍之一。

《周易》以无所不包的最终原理来统摄万物，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

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通过读《周易》，不仅可以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还可

以从中领悟到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奥妙精深之处。通过对《周易》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

“穷究天人之际”，通晓古今的变化规律，并且可以明白基本的处世法则，这对于我们

的人生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编著了这本《周易彩图版》，用最浅显易懂

的语言，配以精美、生动的彩图，全面、细致、立体直观地将周易的精彩世界展现在大

家面前，带领大家走进奥妙的哲学殿堂，将古老的周易智慧呈现给大家。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许多相关著作，并得到许多专业人士的帮助，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另外，由于编者水平和视野所限，书中难免会出现诸多不足之处，真诚希

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教。

        

编者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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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识《周易》

《周易》，简称《易》，又名《易经》，三易之一，被儒家尊为六经之

首，被玄学、道教奉为三玄之一。

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与

《周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周易》堪称是我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内容

极其丰富，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

的影响。

《周易》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以无所不包的最终原理来统摄

万物。通过对《周易》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穷究天人之际”，通晓古今的

变化规律，而且可以明白基本的处世法则。它是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是一部

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进行描述并加以论证的书籍，这部书

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了可以对事物的未

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

周易正文1-183.indd   1 2012-12-20   13:59:08



32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32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周易正文1-183.indd   2 2012-12-20   13:59:10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2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32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周易》名字的由来

《周易》和《易经》、《易传》的关系

关于《周易》名字来历，人们说法不一；但普遍认为《周易》得名的原因是：它是一本

周朝的《易》书。

许多人认为，“周”字的含义除了周朝、周地（今陕西省岐山县）之外，还含有周全、

循环的意思，周全、循环两层含义分别代表了周易所阐述的无所不包的内涵以及宇宙的运动

规律。

在甲骨文中，“易”字的形象是双手捧着一个器皿，里面盛满了水，把其中的水注入

另外一个器皿。由于在盛水之时，会有损失，此外还有从一处转至另一处之义，故“易”

字隐含损益、变化的意思。根据《说文解字》中的说法，蜥蜴的本字即为易，这是由于古

人认为蜥蜴类的小动物极其善变，故将其视为神物，用来测知刚柔消长、阴阳屈伸。由此

可知，“易”字包含变化之义，指的是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这也是《周易》思想的核心 

内容。

广义的《易经》指的是儒家“五经”中的一本，也就是《周易》。《周易》这一名称

出现于孔子编撰《易》之后，当时其尚未上升至“经书”地位。孔子认为《周易》是预测

学，较为高深，并不适宜所有人学习，故未将其列入普及性读物。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秦

朝焚书坑儒之时，《周易》被李斯列为医术占卜类书籍，逃过被焚劫难，得以完整地保存 

至今。

宋代八经巾箱本《周易》 蜥蜴极其善变，被古人视作神物，以测知刚柔消长、阴阳屈伸

周易正文1-183.indd   3 2012-12-20   13:59:12



54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54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按照严格的书本规范而言，

狭义的《易经》专指《周易》的

其中一个部分。《周易》包括两

部分：《易经》和《易传》。

《易经》共有六十四篇，包括

六十四卦的卦名、卦序、卦辞、

爻题和爻辞，分为上、下两部。

上部称为《上经》，共三十卦，

从《乾》卦开始，到《离》卦

结束；下部称为《下经》，共

三十四卦，自《咸》卦开始，至《未济》卦结束。《易传》用来解释《易经》

的内容。《易传》的出现，使《易经》从巫术中脱离，转变为理性的学说，即

哲学。

根据传统的说法，八卦是伏羲创立的，周文王将八卦进行重叠，分为

六十四卦，并且为每一卦每一爻都加上了卦爻辞，这便是《易经》的创作过

程。《易传》是孔子作的。不过，此种说法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易经》和《易传》包含的内容

狭义的《易经》主要讲的是六十四

卦。包括六十四卦的符号和卦名，还包括

每一卦所蕴含的自然现象的变化、人事行

为得失、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吉凶断语。

此外，还对每一卦的每一爻分别进行了 

解释。

《易传》共计十篇，包括七方面的

内容。其中，《彖》是对《易经》卦名

以及卦辞所作的注释。《象》是对《易

经》卦名和爻辞所作的注释。《文言》

是对《乾》卦和《坤》卦作的进一步解

释。《系辞》是学易必读篇目，是《易

经》的哲学纲领，内容博大精深。其对

易的产生、原理、意义和易卦的占卜方 清代康熙通志堂精刻本《董氏易传》

明刊本《东坡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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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之首——《易经》

《易经》地位的变化

在我国古代，《易经》是一部最重要的经典，儒家将其奉为“六经之首”，道家称其为

“大道之源”，诸子百家或多或少皆从《易经》中获其所需。历代思想家对于《易经》的解

释、应用以及发展，使得《易经》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之一，相传伏羲所绘制的八卦为中国文字的雏形，辉

《易》在孔子之前只是一本讲述巫术的书，但孔子所作

的《易传》使《易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使其开始

成为显学。

但《易经》的内容实在是太深奥了，所以直至汉初，

《易经》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春秋》被公认为群

经之首，史学家司马迁却认为应当是《易经》，因为它“究

天人之际”，穷尽了天人之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问题都可

以在《易经》中寻找到答案。

后来，汉武帝接受了这一观点，至此，《易经》才开始

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汉宣帝在位时期，宰相魏相将《易

经》奉为圣帝明王治太平之书，他认为，运用《易经》的原

理可以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从此以后，《易经》才真正得

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

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易经》定为群经之首，由此确立了《易经》

自汉朝直至清朝两千年间毫不动摇的极高地位。其间，《易经》被用于批评朝政，治国安

邦，仅解释《易经》的著作就达三四千种之多。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

家。图为班固像

法等，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说明，阐发了许多从《易经》原文中无法看到的思想。《系

辞》和《彖》、《象》有区别，并非是对《易经》卦辞、爻辞的逐项注释，而是对《易经》

的整体进行评说。《说卦》是研究术数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对八卦卦象的具体说明。《杂

卦》是以相反或是相错的形态把六十四卦排列成两两相对的综卦和错卦，从卦形中可以看

出卦与卦之间的联系。《序卦》与《杂卦》的研究角度不同，讲述的是六十四卦的排列 

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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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便是由此衍生的。

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对于太阳东升西落、电闪

雷鸣等自然现象感到难以理解，后来，圣人伏羲氏仰观日月星象，察看山川地

理，通过仔细观察鸟兽身上的花纹，并受到河图、洛书的启示，绘制出八卦

图，从而确立了《易经》的核心内容。古人运用八卦来和神明进行沟通，并以

此对各种自然及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易经》以无所不包的最终原理来统摄万物，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通

人事。通过对《易经》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穷究天人之际”，通晓古今的

变化规律，并且可以明白基本的处世法则，这对于我们的人生有非常重大的指

导意义。

宋代马麟绘制的《伏羲氏八卦治天下》图

儒、道、佛思想某些方面与《易经》相通。图为

描绘佛、道、儒三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

人探讨的《三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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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几乎每一步发展都和《易经》密

切关联。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第一个思想高峰，尽管他们

的主张各异，但他们都对《易经》进行过研究，并将《易经》的原理

融入各自的理论。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将《易经》、《老子》和《庄

子》奉为“三玄”，尊《易经》为“三玄”之首，同时就“有”与

“无”、“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构成了

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高峰。宋明理学为中国思想发展至顶峰的形态，

其开端标志便是周敦颐据《易》所著的《太极图说》。宋明理学的另

一开山人物邵雍的著作《梅花易数》对《易经》的占算方法作了重大

的改进，成为占卜的重要依据。
群经之首—《周易》

《易经》的早期发展——三易

关于《易经》的成书，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通常认为“三圣”、“三古”

指的是上古时期的伏羲、中古时期的周文王以及近古时期的孔子。伏羲是《易经》最早的作

者，他依照河图、洛书，制定了先天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进一步发展了

《易经》和八卦，不但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成后天八卦，还进一步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

孔子对《易经》主要作出了两点贡献：第一，将《易

经》列为六经之一，并教授给弟子，使《易经》受到

更多人的关注以及研究；第二，孔子“晚而喜易”，

亲自撰写了《易传》，以阐述《易经》的深刻内涵，

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正是在孔子的大力推动下，儒

家将《易经》尊称为“六经之首”，诸子百家也都争

相研究《易经》，并且吸取《易经》的理论为己所

用。《易经》也因此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典籍

之一。

孔子在删定的《周礼》上提到：“太卜掌三易

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

易》。”还提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

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

易》。”由此可见，《易经》经历了《连山易》、
孔子对《易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图

为孔子像

周易正文1-183.indd   7 2012-12-20   13:59:21



98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98

周
易
彩
图
版

ZH
O

U
 YI C

AI TU
 BAN

第
一
章 

初
识
《
周
易
》

《归藏易》和《周易》三个发展

时期，通常被称为“三易”。关

于三易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一

种流传最广的说法认为：《连山

易》是神农时期的《易经》，《归

藏易》为黄帝时期的《易经》，

《周易》是周朝的《易经》。但

有人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例如，汉代思想家郑玄认为，《连山易》、《归藏

易》以及《周易》分别为夏朝、商朝、周朝的《易经》。时间流转数千年，

流传至今的《易经》只剩《周易》，而《连山易》和《归藏易》都已失传。

因为《连山易》和《归藏易》都已失传，无法进行详细的考证，所以对于

《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产生的时间，人们的说法不一；对于“三

易”中蕴含的智慧，人们的见解也不同。不过通过先秦典籍中的记述，我们可

以了解到关于它们的一些知识。

无论是哪一种《易经》，它们所代表的内涵都是相同的，即“简易”，

“变易”和“不易”三种基本精神。《易传》及后世由《周易》衍生出众多思

想，其中的大多数都可以看成是对于“三易”共同精神的诠释。

北宋初年对于《易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华山高道陈抟（陈希夷）。

他绘制出了一系列的《易经》图，如“太极图”、“八卦生变图”、“先天方

圆图”等，被尊称为中国太极文化的创始人。他还提倡运用《易经》的原理养

生，著作颇多，如《观空篇》、《指玄篇》、《胎息诀》、《阴真君还丹歌

注》等。

太极八卦图

《易经》与儒家

有人认为，儒家只对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进行关注，并不注重这些现象背

后的哲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早在孔子时代，《易经》就被列为六经之

一，从而成为孔子门下的弟子们必须用心研究学习的书。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

《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在老年时

喜读《易经》，并为《易经》作了十篇注，被称为《易经》的“十翼”，包括

《彖》上下篇，着重注解卦名及卦辞；《象》上下篇，着重注解卦名及爻辞；另

周易正文1-183.indd   8 2012-12-20   13:59:22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