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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易笔谈》序

海宁先生之于《易》，得异人传授，又博极诸家传注，故能竟委穷源，

而独见其大。先生于书，无所不读，故能探赜索隐，钩贯于新旧之学，而

独得其通。昔尝闻之先生曰: 《易》始于包牺氏，备于神农黄帝，大明于

文王周公孔子。汉人去古未远，其卦气飞伏阴阳消息，皆有所授受，非能

自创。孔子赞《易》，专重人道，以明立教之旨，故三陈九德，以人合天，

而筮法仅略言及之。朱子乃谓《易》为圣人教人卜筮之书，岂知言耶。然

河洛为《易》象所取则，汉学诋为伪造，朱子独取以冠经首，是其卓识，

亦有不可及者。又曰: 道家祖黄老，渊源悉出于 《易》，其七返九还，六

归八居，度数与卦象悉合无论矣。所异者佛产印度，耶稣生于犹太，而

《华严》之乘数， 《金刚》之相数，一八、三六、百零八之数，及七日来

复、十三见凶之数，亦无不与卦象悉合。而释言地水火风，西谓水火土

气，即《易》之乾坤坎离，更为明显。时之先后，地之远近，皆略不相

蒙，而数理之大原，乃无不与 《易》相合。然则 《易》之所以为 《易》，

不从可识乎? 又曰: 《易》如大明镜，无论以何物映之，莫不适如其本来

之象。如君主立宪，义取亲民为同人象; 民主立宪，主权在民为大有象;

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乃至日光七色，见象于白贲: 微生虫变

化物质，见象于蛊。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

数千年以前。盖理本一原，数无二致，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有偏重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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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废。中土文明，理重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

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惟 《易》则理数兼赅，形上道而形下器，

乃足以调剂中西末流之偏以会其通，而宏其用，此则今日学者之责也。呜

呼，此足以见先生之学矣。国会蒙尘，播迁于粤。议政之暇，获与龚君焕

辰、张君知竞、徐君际恒、王君用宾、张君效翰、郭君生荣、关君秉真、

凌君毅、凌君锐、陈君燮枢、胡君兆沂、张君相、吴君崑、陆君昌烺、彭

君汉遗、万君葆元、刘君汝麟诸同志，组织研幾学社，相约治 《易》，恭

请先生主讲。先生既著 《易楔》，以明 《易》例，其微言大义之未尽者，

别为《学易笔谈》若干卷，授之同人。同人窃以世界文明，莫古于中国，

而《易》象所自起，则犹在中国未有文字之先，一画开天，列圣继起，制

作大备，莫不以《易》为准，斯诚世界文明之鼻祖，而吾国人士所宜深切

讲求以与世界相见者也。乃自汉以来，学者非遗象言理，失其本源，即离

理言数，沦为小道: 盖晦盲否塞，至于今日亦已极矣，兹何幸得先生为之

发挥光大也。同人不敢自私。相与醵金先以初集四卷付印，用公同好，俾

世知有先生之学，与夫《易》之所以为 《易》也。楼海追随同人，学无心

得，谨以素所闻于先生者，弁诸简端，并志其缘起如此云。

中华民国纪元八年九月后学狄楼海拜手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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