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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又名《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占筮书，同时也是一部凝结着远古先民睿智卓识的哲学
著作。
它以象征阳的“一”(又称“阳爻”)和象征阴的“——”(又称“阴爻”)为基本符号，八卦(每一卦由
三爻组成)以及由八卦中任意两卦交相叠合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组成)为基本图形，通过对这
些卦象的解释，阐述了事物和现象生成变化的法则。

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易经》的讲记。
其中，前部分主要介绍了《易经》的一般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后部分着重解释了六十四卦(始“乾卦”，终“未济卦”)，而以对“乾卦”的解说为最详。
内容包括：卦名、卦辞、爻辞，以及解释它们的《彖辞》、《象辞》、《文言》等。
具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晓的特点。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1987年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易经》是中国文化名著，也是古代士子学人必读的教科书。
相传为孔子所作的《系辞传》上下篇(又称《系辞》上下传)，则是《易经》的通论，内容包括《易经
》的义蕴、功用、起源以及筮法等，历来为世所重。
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系辞传》的讲记。
其方式是：先摘录每一章的原丈，然后综罗古今历史知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逐段逐句地加以阐
述。
语句平易而哲理深刻。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1991年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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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
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
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
　　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
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
会大众。
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复于青城山灵严寺，有缘结识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遂拜门墙，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
教官之职，追随袁先生左右，潜心研修佛学。
1943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闭关三年间，遍阅《大藏经》万万卷，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身
受益无穷。
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著名活佛、高僧的真传，佛法修持更为精湛
，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各教派的印证，被承认为密宗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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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与《洛书》的文化根源
从天文星象看《河图》
《洛书》与大禹治水?
不传之秘
《系传》——孔子研究《易经》的心得报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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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运行寒来暑往
十二辟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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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辞》——孔子对《易经》的批判
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玉皇大帝的六条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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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大利的保合太和
天行与天道——《象辞》的说法
《文言》——人文的思想体系
尽善尽美的人生
特立独行——默默无闻的潜龙
领导者的修养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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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条件与修养
度过危机
无可无不可
大人的境界
六字真言
坤卦的研究
《参同契》透露了坤卦的秘密
坤为什么独利母马
大地的文化
邵康节的宝瓶子
不习无不利
无成有终的哲学
括囊无咎
黄裳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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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夫子的因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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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轿子
谨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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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的平淡与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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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创世纪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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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复到离看人生兴衰往还
孔夫子的婚姻观
功成，名遂，身退
永无尽止
不断的研究与求证
附录： 浅介南著《易经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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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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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第十二章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系 辞 下 传
第一章 八卦成列
第二章 包羲氏之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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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第六章 乾坤其易之门邪
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第八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第九章 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第十章 广大悉备
第十一章 易之兴也
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南怀瑾先生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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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错卦与综卦是什么意思?　　卦的错综复杂是什么意思?现在先说综卦，为了使大家看八卦图案的
方便，还是举乾卦为例来说明：　　乾卦的第一爻变为媚卦，如果把这个卦倒过来看，或者平放在桌
面上，站到对面来看，就成了央卦，这就是媚卦的综卦。
综卦是相对的，全部六十四卦，除了八个卦以外，没有不相对的，这综卦是象，而综卦的理，是告诉
我们万事要客观，因为立场不同，观念就完全两样。
另外有八个卦是绝对的，无论单方面看或相对地看，都是同一个样子，这八个卦是乾卦，天，怎样去
看都是天，坤卦，地，总归是地，亦是绝对的，坎卦是绝对的，云离卦亦是绝对的，其他大过、小过
、颐、中孚也都是绝对的，除此之外，其余五十六卦都是相对的，这表明宇宙间事物都是相对的，这
就是综卦的道理。
　　错卦，是阴阳交错的意思，错卦的理是立场相同，目标一致，可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见也就
不同了。
如：　　天风垢卦，它的第一爻是阴爻，其余五爻都是阳爻，那么在阴阳交错之后，变成了：　　这
样第一爻是阳爻，其余五爻是阴爻，如上面的这个卦象，它的外卦是坤，坤为地，内卦是震，震为雷
，就是地雷复卦，所以天风媚卦的对错卦，就是地雷复卦。
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对错的卦。
因此学了《易经》以后，以《易经》的道理去看人生，一举一动，都有相对、正反、交错；有得意就
有失意，有人赞成就有人反对，人事物理都一定是这样的，离不开这个宇宙大原则。
　　以现在的观念来解说，综卦可以称之为反对的或相对的，错卦可称之为正对的。
有人说《易经》动辄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思想，他说的正、反、合，就是《易经》的原则，这是乱讲
。
现在中国人很可怜，讲自己的文化，要和西方的文化比。
我们这个和爱因斯坦一样，为什么不说爱因斯坦和我们一样?硬要把祖父拉下来和孙子比，说祖父很像
孙子，很可怜，真是岂有此理!为何要如此比呢?他们说黑格尔的正、反、合是三段论法，我告诉他们
《易经》是八段论法，比起来黑格尔就显得粗糙得很，又算得了什么!《易经》看东西是八面玲珑的。
现在已经看了四面了，仍以天风媚卦为说，综卦是泽天央，错卦是地雷复，而复卦亦应有它的综卦，
就是　　山地剥，这岂不是看了四面，所以《易经》的头脑，一件事初到手，处理起来，四面都要注
意到，不但要注意四面，还要八面玲珑。
　　　　复杂的道理　　《易经》还有一个道理——复杂，亦即等于交互卦的道理，我们都讲究互助
，这个互象就是《易绎》的图案，像同样的挂钩交相挂住，就是一个“互”字。
什么是“交互！
”?就是六爻内部的变化，如第二爻上连到第四爻，下面挂到上面去为互，第五爻下连到第三爻，上面
交　　至下面来为交，这是交与互的不同，每卦的纵深内在，发生了交互的变化，又产生了卦。
换句话说，这是告诉我们看事情，不要看绝了，不要只看一面，一件事情正面看了，再看反面，反面
看了，再把旁边看清楚，同时旁边亦要看反面，这样四面都注意到了，还不算完备，因为内在还有变
化，而内在的变化，又生出一个卦了。
除了乾、坤两卦外，别的卦把中心拿出来交互，又变了一种现象。
这现象的本身，又有综卦，又有错卦，这就是八面看东西，还要加上下一共十面，所以把老祖宗拿来
和黑格尔这些人比，简直冤枉得很。
　　现在我们作一个结论，唐代虞世南为什么说不学《易》不可为将相?试想我们懂了这个背诵八卦的
方法与错综复杂的道理以后，知道这个图案的组织如此严密，告诉我们，看事情要有那么细密的头脑
，要那么冷静客观才能把事情看清楚。
明白了这些，虞世南不学《易》不可为将相的话，就可以明白了。
　　交互卦　　现在谈交互卦，以火雷噬嗑为例说明如下：　　火雷噬嗑，如以噬嗑卦的第二爻与第
三爻、第四爻卦配上去，便成为三代表山的艮卦，这就是噬嗑卦的互卦。
又把噬嗑卦的第三爻，交到第四、第五爻上去，便成为三代表水的坎卦，这就是噬嗑卦的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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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噬嗑卦的交卦三和互卦三重叠起来，便成为水山蹇卦，于是我们知道，噬嗑卦的交互卦就是蹇卦
，以图示之即：　　本卦火雷噬嗑。
　　交互卦水山蹇。
　　至于复杂，复就和综卦一样，是重复的意思，杂是指彼此的相互关系，六十四卦可发展到无数的
卦，每一卦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是彼此相互的关系。
　　再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这六十四卦八宫卦的最后一卦是雷泽归妹，而《周易》卦序的最后一
卦是火水未济，这就告诉我们，自宇宙开始，人生最后永远是未济，有始无终，没有结论，所以学了
《易经》，没有人能下一个结论的。
历史没有结论，人生没有结论，宇宙亦没有结论，把握到了这个哲学，研究《易经》的道理就出来了
。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并不是照八宫卦象的次序。
它的排列次序，是周文王研究《易经》所整理出来的一个学术思想系统，后人把它编成了一个韵文的
歌，叫做《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帮助我们便于记忆。
我们要懂《易经》且知道运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万事万物都能未卜先知。
上面所讲八宫卦的次序要背诵得滚瓜烂熟，很要紧的，因为《易经》的用处都在那里。
对初学的人背诵这些，自然很吃力，但是要学《易经》没有办法不背诵的。
　　　　设卦而观象　　“圣人设卦现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　　这里先要注意，什么是“系辞”?我们上古的祖宗画一个卦，就是图案画，文字的开始，就是这
个图案画。
这个图案最初构成了《易经》这一套画八卦的法则，每卦下面加上文字的解释，也就是在图案下面，
吊上一些文字，来解释这个图案，这种解释就是“系辞”。
上古我们的老祖宗画卦，就只是这个图案符号，这个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加上文字的解释，是周文王
、周公，加上孔子他们三个人的努力，构成了我们手中的这一本书。
书中所有的文字，都是卦的系辞。
在这一段里，“系辞”两字的意义是如此。
后来所谓学道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观念，一般人都把《易经》八卦看得那么严重，实在不必要。
孔子告诉我们不要那么严重，第一个就讲，研究态度要“玩”，为什么呢?“设卦观象”，每一卦的代
表，都是假设的，它是一种符号逻辑，如果把它呆定下来就糟了。
譬如说，把乾卦一定看作是天，那又不一定了，在人体上，乾卦又是头，坤卦又代表腹部，巽卦是鼻
子，坎卦代表耳朵，离卦代表眼睛，艮卦代表背部，震卦代表心，兑卦是肺等等，都是符号。
古代的医书，都用卦来作代表。
我们看到古代的医书说到震，这又代表了心脏，也包括了思想，这是道家的代号。
在《易经》中，卦对人体的代号又各有所不同，这就是设卦的道理。
研究《易经》，要注意“设卦观象”四个字，大家欲懂得未来的发展，所谓未卜先知，未来的世界，
明年的国家大事如何，自己在心里卜一卦看看，设它一卦，观它的现象。
“观象”有两层意思，一是看卦的现象，一是看眼前所见事实的现象，来和卦象配合，因此加上文字
的解释，而明白事物的好坏。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　　这里要注意，《易经》的道理，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它讲人事的法则，只有吉、凶两个结果，不是好，就是坏，没有中间的；不是进步，就是退步，没有
停留在中间的。
人的身体，不是健康好一点，就是衰老一点，为什么只有吉凶?因为人生的物理，只是阴阳的变化，物
理支配的东西，刚柔相推，物质社会受物质支配而生出了各种现象，形成各种环境。
　　一动不如一静　　现在回过头来说，用在卜卦算命上，也有一个哲学的原理，先要了解，这就是
《系传》二章所说的，现在我们继续讲《系辞》上传第二章：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
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这就是哲学问题了，这是说人
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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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认为的吉凶，好的或坏的，以哲学来说，没有绝对的，而是根据人类本身利害的需要；我们
得到，便觉得是吉，失去便觉得凶，但这并非绝对。
譬如说得病，这个得就不是吉，而且人生得意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坏事。
所以对于古文，不要仅在文字表面上读过去，而要知道在文字的深处包涵了很大的哲学思想。
可见吉凶只是根据个人的观念而来，而悔吝就是忧烦愁虑之象，虞即虑。
前面说过，卜卦的结果，不外“吉凶悔吝”四个字，没有六个字，换句话说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好
，一个是坏，——或吉或凶，悔吝只是加上去的。
因为“悔吝”两个字，是忧虑。
在《易经》中一方面是小心，如卜到一个卦是悔吝，就是有烦恼，事情办不通，有困难。
所以人生的一切，看《易经》只有四个角度，吉凶悔吝。
这吉凶悔吝怎么来的，下传有两句话：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　　人生的一切，任何一件事，一动就有好有坏。
再说任何一动，　坏的成分四之三种，好的成分只四之一种，所以中国人的老话，一动不如一静。
凡事一动，吉的成分只有四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不过这三分当中，两分是烦恼、险阻、艰
难，如此而已。
这把宇宙的道理、人生的道理、事业的道理都说清了，所以儒家就知道慎于动。
动就是变革，变更一个东西，譬如创业，譬如新造，这个动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智慧，需要作慎重的
考虑。
所以学了《易经》的人不卜卦，因为大概的道理都知道了。
“善于易者不卜”，用不着卜了，看现象就明明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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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出版后，读者响应的热烈，非常超过预料，短期中即销售一空。
事实上，这本书能够出版，也是因为读者热烈要求的结果。
　　本书是南怀瑾教授的讲课记录，时间是一九七五年的冬季，因系随兴而讲，并未准备出版。
　　近年来，台湾及海外华人，研究《易经》的风气越来越盛，而来函询问南师《易经》讲记的人士
，更是越来越多。
为此之故，本社即着手将讲《易经》的录音带加以整理，出版成书，　　但因南师游方海外，本书出
版前，未能经其过目。
又因时间关系，初版匆匆，其中或有错误及不畅之处，值此再版机缘，虽加修订，仍嫌未能详尽，却
再囚读者催促，又匆匆付印。
这样一本书，受着需求的影响，虽欲求其完美尚不能如愿。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故而，只好趁再版机缘，敬请读者原谅并高明指教了。
　　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编辑部　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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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
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的一户书香门第之家，现年85岁。
他幼蒙庭训，少习诸子百家之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值青年的南怀瑾投笔从戎，跃马于西南边陲。
尔后返蜀，执教于当时的中央军校、金陵大学。
他资禀超脱，不为物羁，每逢假日闲暇，辄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访求高僧奇士。
曾隐遁于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通读卷帙浩瀚的《大藏经》。
旋走康藏，参访密宗大德，对藏传佛教的各派学说均有精深的研究。
离藏以后，转赴昆明，初讲学于云南大学，后任教于四川大学。
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
不久归隐于杭州天竺山、江西庐山，潜心治学。
去台湾以后，先后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传学于日本、美国和中美洲
诸国。
近年迁居香港，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南怀瑾先生熟习经史子集，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特别是他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讲解儒释道三教名典，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蕴意深邃，生动幽默
，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受海峡两岸各层次读者的喜爱。
　　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国内最早出版南怀瑾著述的出版社，也是出版南怀瑾著述数量最多、品种最为
齐全的一家出版单位。
所出的南怀瑾著述总计有二十四种，基本上都是他的代表作。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南怀瑾先生的这些著述汇编成十卷，精装印行，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
和收藏的需要。
各卷收录情况如下:　　第一卷:《论语别裁》　　第二卷:《老子他说》、《孟子旁通》　　第三卷:《
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　　第四卷:《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
修道与长生不老》　　第五卷:《禅海蠡测》、《禅话》、《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国道教发展史
略》　　第六卷:《历史的经验》、《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文化泛言》　　第七卷:《如何修证
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学佛者的基本信念》　　第八卷:《金刚经说什么》、《楞严大义今
释》　　第九卷:《圆觉经略说》、《定慧初修》、《楞伽大义今释》　　第十卷:《原本大学微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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