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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易》形成于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典籍，如何解读《周易》经传文辞是易学研究的人
门问题和首要问题。
由于先秦时期没有直接遗留下说易解卦方法的文字资料，后人只能从其经传文辞中去窥探古人作易的
思维方法，而秦汉以后的易家们由于一直对“象数理占”的多层关系看法不一，一直未厘清易卦的说
易方式与易辞的解读方法，故而两千年以来的各种释易解卦方法，始终不能清楚地说明《周易》卦爻
文辞的真实涵义。
    《周易》未解，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表面看是读不懂《周易》的卦爻辞，其实质是不知卦爻象与
卦爻辞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明卦爻文辞解读卦爻符号的释易方法。
笔者不才，但天赐良缘，真真切切地解开了《周易》内含的“先秦易理”，理顺了“象数理占”的各
方关系。
于是，笔者“十年磨一剑”，运用《周易》内含的原本说易解卦方法，释解《周易》经传文辞，从而
形成本书的基本内容，于此名之以《周易守正》。
    一、内容与特点    (一)一个内容，两个成果    读懂《周易》经传文辞需要两大学术研究上的突破，一
是揭开《周易》千古象数谜底，系统地阐述原本的说易解卦的方法，完整地破解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
的逻辑关系；二是揭示古人“推天道以论人事”的思维方式，准确地阐述先秦义理依据的象数方法，
彻底破解诸子百家由“形下象数”而至“形上义理”的逻辑思维。
    本书不仅实实在在地解开了《周易》原本的象数原理，从《周易》经传文辞中挖掘整理出一整套古
人原本的说易解卦方法，而且在释解《周易》经传文辞过程中，通过象数与义理的演绎机制，从象数
易理的阴阳道德观念中，进一步寻找出“诸子百家”由“形下象数”而至“形上义理”的演绎路径，
从而说明《周易》内含的象数思维方式是演绎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脉络，说明易理思维是我国传
统文化内涵的一个“思维密码”。
    或许在读者看来，能实实在在地解开《周易》内含的象数易理，顺理成章地解读《周易》经传文辞
，使《周易》不再是读不懂的“天书”，就已经是千年难求了，但在笔者看来，能运用《周易》内含
的象数易理，继续探研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义理，厘清传统文化传承的思维脉络，才是写作此书的最
终目的。
    (二)主要内容，解卦释易    《周易守正》第一本，详细阐述了中华易理。
全文包括三章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先秦易理内容，挖掘整理了《周易》经传文辞内含的原本“说
易解卦方法体系”，证明了是先秦易理演绎了《周易》的经传文辞，亦论亦证主要源自于《周易》文
辞本身。
通过对先秦易理源起与发展的探讨，说明了易理思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源头，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通过对易理思维演绎阴阳道德文化观念的探讨，说明了象数易理酝酿了百家学说、发展了以“儒道互
补”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说明了“阴阳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谐易理”是
易学的理论精髓，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易卦及易传的详细文辞释解，将在《周易守正》其后两本中详细阐述。
    (三)先秦易理，以图示之    本书附录3《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易理演示图》，是笔者根据《周易》卦爻
文辞之说易理念、解卦方法而作，是易理思维之原始代码，主要展示易卦阳动爻在二进制数理进退轨
迹中的“动进回蓄”运行状态，按图解卦可对爻动数进一目了然。
此图既是笔者依据自然数理卦序演示易道变化的工具，也是笔者道破“先秦易理”的基本依据。
此图解读的基本方法是“阳动人阴，阴静纳阳，阳进阴退，动进回蓄”。
    以图演卦，化繁为简；正本清源，返朴归真。
    ⋯⋯    (二)《周易》的文化性质    《周易》起源于远古先民结绳记事的文化初创活动，承接于伏羲画
八卦与文王演易理之事，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思想创造与义理发展之需。
故而《周易》之“易理”于缘起之时并非为占卜所创，也非为占卜之物。
伏羲始画八卦是否因于筮占，而今很难考证，但作为一种“书契”的文化创造与发展却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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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卜先于筮占，以及上千年的“龟卜文化”统治，足以说明筮数文化从源头上、本质上讲并非为占卜
文化。
    自文王演易始，筮数文化正式为占卜文化所运用，在其后西周以后的近千年历史中，筮数文化逐渐
扮演着占卜文化的主角，演绎出占卜史上更加绚丽的舞剧。
随着筮数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普及，筮数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的思维方式也大放异彩，推动着
人们的思想创造活动。
一份义理弥足珍贵，促成了“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传统。
    从文化传统看，《周易》所内含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虽在一定时期内
为占卜文化所用，但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性、先进性的表现。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筮数文化被应用于占卜活动，而又最终取代“龟卜文化”，是先进文化战胜落
后文化的表现。
    就《周易》典籍而论，从形式上看，《周易》经文确是一部筮占之书，深深地打上了占卜文化的时
代烙印；但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周易》经文内含的思维方式，还是《周易》传文叙述的人文义理，
都不愧为一部人类社会的哲学文化书籍。
    因此，《周易》的文化性质具有二重性，既是一本在形式上讲占卜的书，也是一本在思想上讲哲理
的书，故而本质上是哲学性质。
    (三)解开《周易》奥秘的重大意义    《周易》由“易理”而至“文辞”的发展过程，说明今日之《周
易》是几千年前远古先民文化创造活动的一个真实记录，是中国人文化创造中的一份辉煌的财产，是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一份特殊贡献。
同时，也说明《周易》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文化发展产物，既非为“上轮人类文明遗产”，也非为“外
星人所赐的礼物”。
    《周易》由“易理”而至“文辞”的发展过程，说明只有弄懂易理，才能读懂《周易》；说明两千
年来的象数与义理之问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是因为没有弄懂《周易》易理的结果；说明过去传统解
易方法由于读不懂《周易》，给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说明《周易》用于占
卜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义理才是《周易》本质之所在、生命力之所在。
    《周易》由“易理”而至“文辞”的发展过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触摸性和可继承性；说明继
承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周易》象数原理的解密，开启了明明白白解读《周易》经传文辞的道路，为易学研究扫除了关键
性的解读障碍，是学界期待已久的彻底性突破，易学研究也将由此迈上一个新台阶，有着划时代的学
术意义。
这项“考古”发现，有利于驱散《周易》身上的迷雾，正确地识易，科学地用易；有利于重新领会古
人“善为易者不占”的真言，走出“易占”以卦代卜、以象喻义的误区，回归人类的逻辑思维大道，
有理有据地预测未来。
    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下的国学兴起迫切要求读懂《周易》，《周易》的和谐
易理精神有利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
毋庸置疑，“好易者”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时代的呼唤。
笔者相信，但凡易学爱好者，一旦读懂本书所述说易解卦方法，定会相信《周易》已解，定会与笔者
同庆这“盛世出易”而欢欣鼓舞。
当然，兹事体大，对《周易》原本说易解卦方法的归纳总结，笔者只是先行一步而已，至于“精准”
，还有待广大易学爱好者完善，尤其是《周易》内含的象数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演
绎路径问题的探讨，更有待于大家共同研究。
本书于释解《周易》经传文辞中的谬误在所难免，作者也为此诚惶诚恐，敬望广大读者斧正。
    本书所述全部的内容，均为笔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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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守正1》不仅实实在在地解开了《周易》原本的“象数原理”，从《周易》“经传文辞”中挖
掘整理出一整套解卦系辞方法，而且在释解《周易》经传文辞过程中，通过象数与义理的演绎机制，
“推天道以论人事”，从象数易理的阴阳道德观念中，进一步寻找出“诸子百家”由“形下象数”而
至“形上义理”的“演绎路径”。
第一卷述其《周易》经传文辞的状态、由来、解读方法，及其易理思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详细论述《周易》内含的“象数原理”及其原本说易解卦方法基础上，简述了易理的发轫由来、以
及由易理演绎经传文辞、由易理孕育文化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独到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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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吉华，男，1958年生，大学本科毕业，四川泸州人士，广东中山择业。
近二十年潜心从事易学研究，1997年开始挖掘整理《周易》内涵的说易解卦理论，既破解了“卦爻象
”与“卦爻辞”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破解了先秦诸子由“形下象数”推导“形上义理”的逻辑思
维，为学界解决了两千年来读不懂《周易》的学术难题。
十年磨一剑，运用“先秦易理”原本的说易解卦方法，顺理成章释解了《周易》经传文辞，并以此形
成本书说易解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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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易理与运用——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文化史上，争论最大，繁衍最多的，莫
过于易学问题，无论是对这门学科的性质与运用，还是对这门学问的产生与发展，都存在着许多不同
理念的解读、不同学派的纷争。
易学史上诸多关于怎样看待易学问题的观念与观点构成了不同的易学观，在这些易学观中既有关于易
理内涵的基本内容与表现形式的根本看法，也有关于易理外延的运用方式与发展变化的主观解读。
所谓易学，一般地说主要是关于易理的内容与形式、运用与发展的学问。
就易学而言，基本问题是易理问题。
就易理而言，内在核心是象数问题，外在表现是卦爻问题。
因此，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易理及其运用问题，古人简约地概括为“象、数、理、占”四个方面。
 所谓易理的内容主要是指象与数的关系j所谓易理的形式主要是指“卦”与“爻”的关系，所谓易理
的运用主要是指在一定方式方法基础上产生的占卜与义理，所谓易理的发展主要是指易学在各个历史
时期易理运用的变化情况、表现形态。
这些易学的基本问题，历代易家多有研究，但解读不一，以致长期以来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
迷茫局面。
 本节主要对易理的形成、发展、变化，易理内涵的双重演绎关系，以及古人怎样应用易理这三个方面
简略阐述，还“易”以本来面目，为后面具体阐述说易解卦方法打下基础。
 一、关于“先秦”与“后世”的易理变化 《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万物之中的人类因其具有独特的主观思维而最具灵性，这种主观思维是人对自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
认知与交流活动，它既有一个怎样思维的形式问题，也有一个交流什么的内容问题。
人类自诞生之始便在一定的主观思维基础上逐渐开始了属于自身特性的社会文化创造活动，即使是远
古先民在思维能力还很低下时的文化初创，其思维活动本身也是具有某种内容的思维形式、某种形式
的逻辑思维，否则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一定形式的思维，也不可能进行一定内容的交流。
 中华民族的易理文化正是人类特有的主观思维活动创造的一种文化成果，这项文化创造，追根溯源来
自远古先民“结绳记事”的文化初创活动。
远古先民在长期“结绳以记事”、“记事以数表”的文化生活中，逐渐在自己有限的思维活动中将一
定内容的变化规律与一定形式的数理规则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随数而思”、“倚数寻理”的简便数
理思维。
以今日之现代形式逻辑理论而言，这是一种基于“数理逻辑”的思维形式，而正是这种思维形式经过
一个庞大民族的漫长历史发展终于酝酿了独具特色的易理文化，而这种独特思维形式也谓之为“易理
思维”。
 从远古先民倚数寻理、“结绳而治”（《周易·系辞传》）的社会生活，到人文始祖伏羲氏由数而起
、“始作八卦”（《周易·系辞传》）的人文创造，再到西周文王因囚里而“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史记·自序》）的历史事件，易理文化走完了从产生到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随着文王演易的文化活动在西周社会的普及，易理文化在筮占问卜的社会生
活中逐渐战胜了上千年的“龟卜文化”，同时随着“筮兴卜亡”的历史进程，易理文化也逐渐由“形
下”的筮数占卦形式走上了“形上”的义理思维方式。
以历史文献记载而论，从春秋时期的“左国筮案”到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易理文化又走完了从
“占卜易”到“义理易”的文化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不仅是易理文化发展的一个高
峰，而且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基本标志。
 然而，历史仍然在不停地前进，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先秦以后随着人们的生活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认知领域更加深邃宽广，人们逐渐不再满足于易卦阴阳的“二元数理”思维模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
大变化，致使两汉兴起的所谓象数易学，从勇改儒家师法开始，逐渐改变了先秦时期形成的易理内容
与形式。
尽管在以后的易学史上多有回归先秦时期易理文化的冲动与举措，但由于易学的发展从根本上离开了
原有的“倚数论理”思维模式，致使后世诸多说易方式与解卦方法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走向了另类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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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道路。
因此，易理文化在经先秦而至随后两千余年的易学发展史中，形成了两种同根同源而又在内容与形式
上有着显著区别的先秦易理与后世易理。
 从时间而言，所谓先秦易理是指先秦时期说易解卦时形成的易理，即是形成《周易》经传文辞的那个
易理，不是指两汉及其以后说易解卦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家易理。
本书把先秦时期形成的易理谓之先秦易理，而把两汉及其以后各家所形成的各式易理权且谓之后世易
理。
 从内容而言，所谓先秦易理是指《周易》经传文辞中内含的爻动数进的系辞说易方式和“倚数类象”
的解卦释易方法，它是以数理逻辑的思维形式诠释象数、卦爻的相互关系，应用数理的运行方式演绎
阴阳的变化规律。
对于后世易理而言，无论是依卦论象的说易方式，还是承乘比应的解卦方法，都是单纯地就易卦说易
理，就易卦形式圈定易理内容，隔空架屋地抽去了数理思维这个易理的前提条件、核心内容。
因而无论是两汉兴起的所谓“象数易”，还是王弼扫象的所谓“义理易”，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
先秦以后各家说易解卦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另类内容与形式的易理。
 由先秦易理而至后世易理的时代性变迁，不是古人有意为后人设下障眼法，而是易学在漫长的历史演
变过程中的客观结果。
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展开易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现时人们之所以读不懂先秦时期形成的《周易》卦
爻文辞，就是因为用后世易理去解读先秦易文，犯了一个“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的时代性错误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易守正>>

编辑推荐

《周易守正1》会让你读懂《周易》。
作者“十年磨一剑”，开辟解读《周易》新格局。
开创性阐述中华易理精髓，挖掘《易经》文化溯源。
作者“十年磨一剑”，开辟解读《周易》新格局。
开创性阐述中华易理精髓，挖掘《易经》文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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