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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前易学”即是指《易传》发生之前和《易传》发生过程之中的易学。
　　《易传》是对《周易》文本的重新解释。
便《周易》由占筮之书转变为哲理典籍，获得了新的生命形式。
从而，哲理易掌取代了占筮易学，成为中华文化的思想纲领。
　　《易传》发生的最高成果，是推出了中国形而上学的母题：“一阴一阳之谓道”。
实现了中国思想本体论建设的落成典礼，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创立，迎来了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
　　《周易》是群经之首，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谋略中之谋略。
从《周易》中，哲学家看到辩证思维，史学家看到历史兴衰，政治家看到治世方略，同样，芸芸众生
也可将其视为为人处世、提高修养的不二法宝。
　　《传》前易学将叩问易学本身，揭示易学历史接力棒的传递交接机制，把“伏羲作卦”之类的传
说和”非一人一时之作”的笼统说法，展开为可以稽考的历史。
本书作者基于打破“春秋无学术”的传统观点，结合汉字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从易学“象思维”入
手，对传统易学的阐释体系以及易学观提出挑战，并给出一种全新阐释的假说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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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前衡（1945.4-2003.7），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1971-1983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工作期间，曾有过工（机械工艺、机床、螺杆制冷机）
、理（数学）、文（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史、“三论”的哲学问题）、管（管理基础）的教学经历
，视野较为开阔，知识基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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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传》前易学是易学新领域　第一节　《传》前易学是易学的童年　第二节　《传》前
易学根本不同于传统易学　　一、《传》前易学不取经传合一的解释模式　　　（一）关于‘懈释模
式”　　　（二）传统易学的解释模式：圣人混沌下的“经传合一”　　　（三）“五四”新易学和
解释模式　　　（四）经传合一的“易学”和游离而出的“易说”　　　（五）《传》前易学是《易
传》末成时的易学　　二、《传》前易学不言“象数与义理”　　三、《传》前易学不道阴阳　　四
、《传》前易学彻底告别“圣人作《易》”　　　（一）无“圣人”的易学时期　　　（二）“圣人
”卷入易学解释　　　（三）孔子提出“圣人作《易》”命题　　　（四）司马迁首先完成“圣人作
《易》”休系　　　（五）“圣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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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传》前易学是易学新领域《传》前易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易学向《易传》产生之前的
简单延伸，而是新的易学领域。
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上，它都从根基上破坏了易学的传统架构，重建起新的基础，展现出全新的内容
，并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处理。
这个易学新领域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节《传》前易学是易学的童年《传》前易学探索《易传》发生之前和《易传》发生过程中的易学
存在，探索从《易经》到《易传》的历史文化过程，探索由《易传》发生突显而出的中华民族的理性
品格。
这些问题，属于易学存在的早期，为易学的童年。
易学童年，是过去易学留下的空白，因而是易学的新领域。
何谓易学童年？
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不曾正式提出过的问题，更谈不上作何回答。
那些一直被易学引以为前提、引以为纲领而津津乐道的“经传合一”、“《易》以道阴阳”、“象数
与义理”、“圣人作《易》”等等，它们都不是易学童年的特征和事件，而是易学通过青春期、成年
之后的特征。
这些命题，是易学发展至相当水平时所提出的逻辑或理性要求，而不是产生易学的历史文化前提；而
一旦它们被偷换作易学发生的历史文化前提，它们也就变成了一道屏障，遮掩了易学初期的历史和文
化，遮掩了易学童年。
首先，这些命题都不是易学的童稚状况。
只有在《易传》形成后，“经传合一”才是可能的；待到“经传合一”时，已是易学的成年。
《周易》古经之文本，不道阴阳，也无象数与义理系统，只需认真勘对古经，就能明白这些道理。
随着《易传》的形成和展开，才涌现出“象数与义理”和“《易》以道阴阳”的特征，若无《易传》
，何来这些命题！
《周易》古经满纸尽是“吉、凶、利、咎”的命运思虑，说明当时的价值观念只局限于切身的得失，
还不曾进入高远境界的精神追求，它只俯仰命运神灵的庇佑，勿须从“圣人，”那里吸取理想的人格
力量。
至《易传》发生的中晚期（《大象》时期，《易传》文本才开始有了对君子人格的明确追求，而当《
易传》即将终结之际，“圣人”才主要作为君子人格的理想界跃入《易本》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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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前易学》属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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