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古代易学研究概要

《周易》包括卦画系统、卦爻辞经文、卜筮方法等三个

部分。《系辞传》、《文言传》、《象传》、《彖传》、《说卦传》、

《序卦传》、《杂卦传》等自汉代始称作十翼，亦具有经的地

位。“传”是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时代的易学家（有可能

至西周时期）对经的解释、发挥和申述。

“传”以后对《周易》本经及十翼的研究著作统称为

《易》学著作。如果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易》学史已有

余年历史。

（一）西汉易学研究述要

第一节《周易》研究综述



数决定的，象数《易》着重探讨的就是《易》学中

自汉代开始，《易》已上升为群经之首，为“大道之

原”，汉廷设立有《易》博士。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文人因经学而致显达的大有人在。汉代《易》学

是《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人们习惯称汉

代《易》学为汉《易》。汉《易》重象数之学，所谓象数就

是指：《周易》经文卦画中所体现的卦象、爻象，卦辞、爻

辞与卦象和爻象有密切联系，而占筮时所获得的卦爻及卦爻

辞是由

的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占筮中的具体应用情

况。汉代象数易学以孟喜、焦赣、京房为代表，汉代的象数

易学亦为官方易学，即今文易学，他们将卦爻象与天文、历

法、阴阳、五行等结合起来，创立了“卦气说”，以“卦气

说”阐释《周易》，重视占筮，可称为卜筮派象数学；到了

东汉，易学家多重视对《周易》经文的注释，如马融、郑

玄、荀爽、虞翻等，可称为注经派象数易学。孟喜、郑玄、

虞翻注经时往往以礼释《易》，多有新见。汉代的今文经学，

包括易学在内，多以经术经世，即清代以后所谓的“经世致

用”也。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说：“大抵西汉之时，

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今文

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

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刘师培所说的“多

以经术饰吏治”即指今文经学家喜用经术管理国家与百姓，

这些人精通礼制，喜言灾异、五行。

西汉除了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易学属于象数派易学而

外，另有非主流易学，与象数易学相对相反，他们不重视卦

象与术数，不讲卦气，也不讲阴阳灾变，而是根据《彖》、



年）孔颖达受敕撰写五

《象》、《文言》等易传来解释经典，重视义理的阐发。这派

以费直、高相为代表，属古文经学，亦可称作“民间易学”。

第二种非主流易学是将黄老之学与《周易》相结合，阐发阴

阳变易学说，以黄老之学解《易》，如严君平、扬雄等人。

东汉末年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利用《周易》卦象

与西汉孟喜、京房卦气说等易学成就，以及五行数方位图

式，构建了一套道教丹术修炼的炼丹模型，在道教修炼上影

响至巨。

（二）魏晋南北朝易学述要

魏晋时期，义理学派得到弘扬与发展。代表人物有王

肃、王弼、韩康伯等人。尤其是王弼注易，排斥象数易学，

以老庄玄学观点解易，提倡所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等易学观点，称为“王学”，王弼的《周易注》对后世易学

影响很大。

当然，魏晋时仍有人重象解易，并以卜筮著名于世，如

管辂、孙盛等人。

荀爽、干宝、郭璞等人的易学著作皆已散佚，只存于

《周易集解》的零散注释之中，属于象数学派。

（三）唐代易学简论

唐代的易学家以孔颖达、李鼎祚等为最著名。孔颖达的

《周易正义》为《五经正义》之一，《五经正义》由颜师古受

诏考定五经始，经贞观十二年（

年）第二次考定，其时孔颖达

年）去世，共经过了二十四五年时

经义疏，直到永徽四年（

已于贞观二十二年（

间。《五经正义》为唐代每年明经科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对

后世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孔氏《周易正义》一书，采用王



弼、韩康伯注本，由孔氏作疏，对两汉以来易学发展的成

果，尤其是义理学派的易学成果，作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

总结。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象数学派的集大成之作，汉魏

以来许多易学家的注释及其易学观点，赖此得以保存一鳞半

爪，因此在易学文献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除孔、李而外，陆德明亦为唐代易学名家。陆氏撰《经

典释文》一书，其中有《周易释文》一卷，另著《周易文句

义疏》、《周易大义》，皆亡佚。

崔憬亦为唐代易学名家，其易学注释保存于李鼎祚的

《周易集解》之内。

此外，尚有李淳风、袁天纲、僧一行等人。

（四）宋代易学简论

宋代是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两宋时期，易学

派别众多，宋代的道学家或理学家们几乎都研读过《周易》，

并作过传注，写过有关的易学著作，如周敦颐、程颢、程

颐、张载、邵雍、苏轼、司马光、朱熹、杨万里等人。

宋代易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通过研读《周易》，注释

解读《周易》，从而挖掘出《周易》经传所蕴含的义理，构

建理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宋易另一个特征，就是流行“图书学”。北宋时期象数

学派的“图书”之学盛行，河图、洛书经道士陈抟传种放、

穆修、李之才等人，发展为周敦颐、邵雍的易学。“图书”

之学包括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等内容。邵雍著《皇极

经世》，刘牧著《易数钩隐图》，周敦颐著《太极图》。

当然，宋易以义理学派为主宗，居于主导地位。在北宋



计，明代易学著作达

读易大旨》，王夫之《周易内

时，程颐的易学，偏重于阐释义理；张载的易学偏重于取象

释义，以气为本来立论；南宋时朱熹的易学则融合义理学派

与象数学派，集易学大成；叶适等人易学则重实用事功；陆

九渊、杨简等人易学则重心学，可称作心学派的义理学派；

苏轼之易学，则儒理、玄理、禅学兼杂；杨万里之易学，以

史论易。

艺文志》记录北宋时即有宋人易学著作丰富，《宋史

余种。余家。《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宋人易学著作达

，重要著作有周敦颐《太极图说》、《易通》（又称《通书

朱震《周易集传》，范仲淹《易义》，李献《易论》，欧阳修

《易童子问》，司马光《温公易说》，程颐《伊川易传》，张载

《横渠易说》，朱熹《周易本义》，杨万里《诚斋易传》，杨简

《杨氏易传》等等。

（五）元明清易学述要

元代易学以程朱为宗，如董真卿《周易会通》、胡一桂

《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吴澄《易纂会》、胡文炳《周易本义

通解》、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俞琰《周易集说》、《读易

举要》、《周易参同契发挥》等等。

明清时期的易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四库全书总目》、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简目》、黄寿祺《易学群书平议》的统

余种。种，清代易学著作达

明清时期的易学有汉易和宋易之分，宋易以经传明道，

一为义理易学，一为图书象数易学。汉易，即用文献学、考

据学的方法治易。

，孙奇逢

自明至清初，为宋易发展时期，如胡广《周易大全》，

蔡清《易经蒙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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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易类有《子夏易传》、《孟喜易章句》、

传》、《周易外传》、《周易稗疏》，李光地《周易折中》等，

尤以王夫之的易学成就为最著。象数学派的著作有来知德的

《周易集注》，黄道周的《易象正》，方以智的《东西均》、

《易余》等等。

汉易形成于雍乾之际，胡谓著《易图明辨》，惠栋著

《易汉学》，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周易郑氏义》、《虞氏

易礼》，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学》，焦循著《易通释》、《易章

句》等书。

明中期，焦竑《易筌》、方时化《易引》等以佛经禅学

解易。李贽著有《九正易固》，高攀龙著有《周易易简说》

等书。

家汉唐易注，

清代之学者尚汉易，往往擅长辑佚，清代之有名学者，

除张惠言辑有虞氏易、郑氏易而外，尚有孙堂、马国翰、黄

奭等人辑有汉易之书。如孙堂撰有《汉魏二十一家易注》，

马国翰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其中辑有

卷，是最全的汉唐易注辑本。黄奭撰有《汉学堂丛计

书》，辑佚

《王肃易注》、《薛虞易音义》、《翟子元易义》、《易纬》等书。

清代乾嘉以后的今文学派，于易并有专深研究，但却过

于疑古，如姚际恒、崔述等人。姚际恒《九经通论》之《易

传通论》，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崔述则怀疑《周易》

卦爻辞为文王、周公所作。此说对现代易学有很大影响。

二、现代易学研究概要

所谓现代易学，是指自民国初年至今天，约近百年的时



臂子弓所作，这种说法主观臆

间内的易学，其研究由变异、怀疑至繁荣，并随着中华民族

国力的逐步上升，中华文化的不断传播，而越来越受到学界

的重视。因出土文献的研究，学者们对易学的认识已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一）古史辨派易学研究

学者们运用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对《周易》进行了

探讨，顾颉刚先生等认为，《周易》经文非伏羲、文王等所

作，其论文《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等论证了“丧羊于易”

等史事，顾氏认为《周易》经文为周初作品，总体而言，顾

氏之论还算客观平允。

李镜池、郭沫若、陆侃如等人，疑古过勇。李氏认为

《周易》编于西周晚期。郭氏本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一文中认为《周易》为西周初年作品，但后来却在《周易之

制作时代》一文中，一反常态，大胆认为《周易》作于春秋

以后，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断居多，而客观考证过少，经不起检验。陆氏认为《周易》

亦在东周中年方写定。他们都将《周易》仅视为卜筮之书而

否定其含有哲学思想。

年）以后完成。

对于《易传》，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认为与孔子无

关。钱氏甚至认为孔子与易无关。其唯一证据即是一条《鲁

论》孔子“五十以学《易》（亦），可以无大过矣”，而对于

大量孔子与易相关的证据却不顾。郭沫若认为《易传》中的

大部分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由现在的易学研究成果和出土文献如《帛书易》、《竹书

易》以及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数字卦看来，疑古派中的许多

易学研究中的观点是错误的，许多结论仅仅是主观臆想



年代著有《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世纪

罢了。

高亨在

氏

经今注》，在学风上继承了顾氏李氏的古史辨派的观点。高

年代著有《周易大传今注》。

（二）象数派的易学研究

民国初年的象数派以杭辛斋和稍后的尚秉和为代表。

杭辛斋著有《学易笔谈初集》（四卷）、《学易笔谈二集》

（四卷）、《读易杂识》（一卷）、《易楔》（六卷）、《愚一录易

说订》（二卷）、《易数偶得》（二卷）、《沈氏改正揲蓍法》等

七种。

尚秉和著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古筮

考》、《周易尚氏学》、《左传国语易象释》、《易说评议》、《学

易偶得录》、《周易导略论》、《时训考》、《卦全考》、《太古筮

法正误》等十余种。

黄元炳著《易学探源》，为“集卦气大成”之作。

（三）科学易研究

薛学潜著有《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二

书，《超相对论》后被改名为《易经数理科学新解》，后来的

科学易大多受薛氏影响。

沈仲涛著《易经之符号》，将《周易》译成英文，并著

有《易卦与代数之定律》。

丁超五著《科学的易》，王弼卿著《周易与现代数学》，

王寒生著《宇宙最高原理太极图》，沈宜甲著《科学无玄的

周易》，董先壁著《易图的数学结构》等等，陈立夫主编的

《易学应用之研究》（一至三辑），唐明邦主编的《周易纵横

录》等都收录了相当数量的科学易论文。



系辞传新编详解》等专著问世。

（四）当代易学研究

于省吾著《易经新证》，在文字训诂及易象上多有发明。

杨树达著《周易古义》，备采三国以前引易材料而辑录之。

闻一多著《周易义证类纂》，精于训诂。台湾的屈万里著

《先秦汉魏易例述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周易卦爻

辞成于周武王时考》、《周易古义补》、《周易爻辞中之习俗》、

《周易集释初稿》等十余部，以文献考据著称于世。

张政烺著《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试释周初青铜器

铭文中的易卦》、《殷虚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

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研究了数字卦问

题，认为易源于筮数。

于豪亮著《帛书易》一文，认为帛书的卦名有两个与

《归藏》有关，认为《归藏》与《帛书周易》有一定关系。

严灵峰著《易学新论》、《马王堆帛书易经初步研

究》等。

年代，李学勤先生运用出土文物治易，卓有贡献。

著有《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认为甲骨上的

数目字组与《周易》有关。李先生著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的

卦序卦位》、《帛书系辞略论》、《孔子与周易》、《易传与子思

子》、《帛书周易与荀子一系易学》、《“五十以学易”考辨》

等系列论文，对疑古派在《周易》研究，特别是《易传》研

究领域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恢复了《周易》经、

传的本来面目，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年代著《易通》，世纪

年代后陆续有《周易讲座

金景芳先生治易重义理，

年代发表《易论》， 、《周易

全解》、《周易



三、国外易学研究概要

黄寿祺的《周易译注》，详实有征。

马振彪的《周易学说》，汇集多家易说，新见迭出。

朱伯 著有《易学哲学史》，廖名春等著有《周易研究

史》，台湾的黄庆萱著有《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

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刘玉建教授、林忠军教授等对两

汉象数易学颇有研究，用力颇勤，成绩显著，著作颇丰。

萧汉明教授著有《周易参同契研究》等多部易学专著，

在《周易》与养生、中医、气功等领域多有开拓。

郑万耕教授著《太玄校释》。

张立文著《周易思想研究》、《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周

易与儒墨道》等易学著作。

外王的贯通余敦康著有《易学今昔》、《内圣 北宋

易学的现代诠释》、《易学与管理学》等。

现代亦有许多哲学家，根据易学或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的

价值理想或构建哲学体系，如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又

如方东美、牟宗三等人。

（一）西方易学研究述要

《周易》是我国最早传入西方的经典之一。

年来

世纪末（康熙年间），《周易》由在华传教士传入西

方。柏应理、白晋、马若瑟、刘应、雷孝思以及

，曾与人合作

华的汤尚贤是最早向西方介绍《周易》的人。

柏应理（

翻译《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名作《中国哲学家孔子》），



日写给莱布尼兹的信，导致莱布尼月

年该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之意义。

法国出版，可能是最早传入西方之《易》学。

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白晋与莱布尼兹讨论《易经》

的信和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易经》。

年白晋

兹发现了《易经》中的二进制原理，白晋送给莱布尼兹《周

易》六十四卦圆图和方图，莱布尼兹发现卦的数学配列顺序

与他

附程子和朱熹的全部

为题，在

易经 译本

年代以后，欧洲汉学兴起。

于 易

经）之译

《易经符号》。

《易经

第二位英译者是拉古贝里，翻译的《易经》最初以“中

国最古老的一部分 年、

）的

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发表。

理雅各（

为西方首部权威性译本。译本以宋明理学家易注为主，强调

经、传分开。

霍道生译有《周易首次法译本

年发现的二进制原理一致。

白晋与傅圣泽合著有《易学总旨》一书，认为《易经》

之主旨与天主教大有相同之处。

马若瑟著《经传议论》十二篇，其中有《易论》一篇，

并译有法文本《易经入门注释》。雷孝思翻译拉丁文《易

经》，原名作《中国最古的书》，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周

易》译本，雷氏逝世后一百年才出版。

世纪

英国传教士麦格来基（

年第一个将《易经》译成英语，书名为

附注解与附录》，在伦敦出版。麦氏并撰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据中文新译》、舒伯特的《（易经〉

文，是目前西方公认的标准译本。卫德明的

是西方学习《易经》的主要辅导材料。

的应用。卫氏反对当代中国学者中流行的疑古

卫德明是当今西方易学权威，《〈易经》八讲》论述了

《易经》的来源、一般结构，“易”的基本概念、阴阳论、八

卦和六十四卦的性质，乾坤意义、易传主要内容、汉以后易

学史及其占

年撰有

学风，肯定《易传》的作者为孔子及其弟子。

卫德明 左传）、〈国语》中的（易经）占

年著《（易经）中思想和概念的相互作用》、筮辞》，

年代，用德文对《易经》作翻译和研究

《〈易经〉中的天地人》等。

世纪

贝姆（的还有比尔 ）改编的《〈易经〉 中国

占筮书》、马里奥

篇有关研究《周易》的译著和哈雷兹先后发表

年

年在

附六十四卦注释》、

传统的注疏及重要注释家的注释摘要》。

德

年在《亚洲学报》上发表《易经原文》，

复原、翻译与注释》在布鲁塞尔出版。

论文，

《易经

期发表《易经注解》，此外撰有《易经的真实性《通报》第

与解释》、《中国古代占卜书》、《易经的象意符号》等易学

论文。

）著有《中国文约瑟

易经〉（易经）占卜与哲学之书》、

《易经与易传》等文。

辛亥革命后，西方研究《易经》的权威首推卫礼贤

、卫德明（

）父子俩。卫礼贤首次将《易经》译成德

易经）八讲》



年，百济立太学，设五经博士，

年就设置了太学，《易经》即

年出版

圆光的《〈易经〉中预言的实践方法》等。

受中国古史辨派影响的国外汉学家有美国人魏莱（

，撰有《易经

）。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

易学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影响作了一定研究和适当评价。

戈林于

世纪

年出版《易经的内部结构》，提到斯洪贝尔克

年代发现的遗传密码与《周易》的关系。

于于

于

年出版《阴阳及卦爻》，

《周易研究》

出

，这些易学著作都从

年出版《易经哲学》

版有《物理学之道》

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周易》作了研究。

近代瑞士心理分析学大师荣格，是《易经》的知己，经

常用《周易》卜卦问事，自称至灵。

苏联、东欧也有《易经》译本。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于

年著有《评〈书经〉、〈诗经〉和〈易经〉》，舒茨基著

有《周易研究》等书。

（二）东方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国的易学研究

朝鲜的易学研究

年）至西晋末，易学应早已自汉武帝元封三年（前

传入高句丽。高句丽公元

年统一朝鲜，设立国学，至高丽王朝时，国学

是主要教材之一。公元

新罗公元

扩充为七斋，《周易》曰丽择，列为经学讲座之首。

年，李朝又颁五经等书于诸道。孙从源《藏书纪要》云：



年，天皇命民间学者朝

“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

从古本。”

年，

现代韩国高丽大学的金敬琢，著有《周易中庸哲学》一

书，岭南大学柳正基，著有《易经新讲》等书。

在韩国首都首尔（汉城）举行了首届国际易学大会。

越南的易学研究

年 ）

自秦汉至五代，《易经》作为五经教材之一，在越南自

有其地位和影响。越南黎朝圣宗光顺八年（公元

置五经博士，“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儒学大师黎惇著有

《易经层说》。南越时，阮孟保译《易经》为越文，宝琴撰有

《易经索义》一书。

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渡日，开始传播

日本的易学研究

公元

年，又派《易经》博《易经》等儒家五经于日本。公元

年“学令”规定

士王柳贵、王道良渡日。日本易学非常兴盛。

年，天智天皇设立大学案，

《周易》作为九经之一，成为大学案的教材，并用郑玄、王

弼注。

年），儒学成为日本正统的学术江户时代（

思想，《周易》愈益受到重视。

山意林升殿讲《周易》。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家康，曾大

量刊行《周易》等经书。朱子学派的始祖藤原惺窝（

作“倭训”。室鸠巢（）给《易经 ）著有

著有《周易进讲手

）著有《易》、《易学启

《太极图述》。三轮执斋（

记》一书。佐藤一斋（

蒙》等书。



著有 太极论 、 童子问》等

）著有《易宪章》。榊原篁洲

伊藤仁斋（

书。伊藤兰嵎

著有《易学启蒙谚解大成》，井上金峨（

）著有《易学弁疑》，片山兼山（ ）著有

《周易类考》，太田锦城著有《周易比例考》。江户时代的各

个学派，无不重视《周易》研究。

余种之多，

）著有《汉易研究》、《易经译注》、

世纪以来，日本的易学类研究著作达

如铃木由次郎（

《太玄易的研究》、《易与人生》、《孔子与易》、《伏羲六十四

卦方圆图与莱布尼兹二进法算术》等书。

，著有《易经译注》、《易的国高田真治（

家观》、《易的形上学》、《易的思想》、《易和东洋思想》等

著作。

著有《易经注释史纲》，诸户田丰三郎（

桥辙次（

著有《〈易）与〈中庸〉之研究》，山下静雄著有《周

余年韩国、日本等有

余年历史，在越南、

余年历史，在西方国家亦有

历史，《周易》这部“世历三古”的中华文化著名典籍在世

界文化与文明史上有它的重要地位。《周易》这部典籍的开

放性、系统性、神秘性、哲理性的完美结合，在世界文化史

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对《周易》的解读与研究，既是一种

著有《易经讲话》，武义内雄（

易十翼的成立与展开》等易学专著。

四、《周易》研究综论

《周易》研究在中国本土已有



数，包括河图洛书等在内，又如阴阳五行

理解阐释的过程，意义转换的过程，同时必然是一种智慧的

创造过程，是一种自我身心的体验与融入的过程，一个印证

的过程，一种价值理想的发现与认同过程。易学研究的生生

不息与繁荣不已，正是因为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子

对它倾慕不已，欲罢不能，正是因为千千万万的读者渴望从

《周易》这部典籍中拾取自己的智慧，校正人生的坐标，改

正人生的航向，驶向正确的人生彼岸。

易学研究专家廖名春教授在《周易研究史》一书中说得

好：《周易》的思想、《周易》的人生哲学、《周易》的象数

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内各国

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也在

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至少是哲学指导的角色。它不仅在中国文

化史上占有头号罕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

颗璀璨的明星。”

廖教授又说：“中国的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

天文学家、经学家，甚至政治家、文学家，都和易学结下了

不解之缘。”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易道广大，无所不

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

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

繁。”据有人不完全统计，包括佚失的易学典籍在内，共达

余种。余种，存世的典籍仍高达

祥、造化三宗，义理学

易学研究大体上分为两派六宗，即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

两派，其中象数学派分为占筮、

派分为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共合为六宗。象数学派着重

探讨的是易象、

等与卦辞爻辞之间的联系，重点探讨《周易》的应用情况。



等五个问题探

义理学派则着重探讨《周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

《易》道。

现代《易》学又兴起了科学易，还有人从文学方面、心

理学方面、经济学方面、现代管理学方面研究《周易》。随

着《周易》有关出土文献的整理，有许多易学者又从出土文

献的角度研究传统易学。国外汉学者又将《周易》与西方的

基督教等宗教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之间的思想

关系。一部分学者也将佛教与易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现代

的革命家、经学家章太炎先生即是如此。

《周易》“世历三古”，大约编纂于殷末周初，因此，《周

易》卦爻辞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殷末周初之际以及殷代和殷商

以前的社会历史、社会风俗、社会礼制情况。顾颉刚在

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就考证了王

亥等有关故事的史实情况。郭沫若亦撰写了《周易时代的社

会生活》一文，郭氏认为，“这些文句（注：指卦辞与爻辞）

除强半是些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

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

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

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

产的模型”。郭沫若此文很显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

《周易》经典的。

年，共分两章，第一章为“《周郭沫若此文发表于

易传》中辩证的观念之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二章为

展开”，在第一章基础上立论。

“渔猎”、“畜牧”、“商旅

郭氏第一章分三节讨论，第一节为“生活的基础”，分

、“耕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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