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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学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的笺注之学，用当今西方用语说是诠释学（或解释学）。
说它是诠释学是因为易学以传注、说解、笺疏、释疑、考证等为主要形式理解和解释《周易》文本，
探寻《周易》作者意识到的和未意识到的思想或义理，这种注释不仅着眼于《周易》的字词句的意义
，即通过训诂对《周易》进行语言和意义的转换，简单地复制、转述《周易》本主和再现作者的生活
世界，而且在此基础上依据解释者的知识和体验对《周易》文本进行再创造，使其意义得到拓展和升
华，达到更好理解作者思想的目的。
    《周易》与其他古代典籍的不同是它不仅有着用于占验的古奥晦涩的文字语言，还有一套与这文辞
相关的、极为严密的、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这就是《周易》成为后世诠释者理解和解释无穷的源泉
和永恒的母体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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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古老概念，《左传》有所谓“六气”说，《国语·周语》记载
周太史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的失序解释当时地震发生的原因。
但把“气”提升为“元气”，并用它来建构宇宙生化论图式则发生在汉代，无论以《淮南子》为代表
的黄老道家抑或其它一些儒、易人物和著作，都曾用一气分为阴阳而判为天地的原理阐释宇宙万物的
形成。
特别是汉易中有卦气说，它把阴阳二气纳入八卦图式，并用阴阳二气的变易解释易理，尽管这种卦气
说曾受到魏晋王弼易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的冲击，但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除保留王弼的玄学解易形
式外，还继承了汉易以阴阳二气解易的传统，并对宋初李觏的解易产生了影响。
张载正是在吸收孔疏、李觏易学中阴阳二气观念的基础上，并针对佛、老的讲“空”、讲“无”，在
《易说》中初步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思想。
    《易说》的气本论不同于汉唐气化论的重要之处，就是张载从体悟大易的生生原理出发，用“太虚
之气”取代了“元气”。
他说：“太虚者，气之体也”，“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有有无。
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
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
”(《易说·系辞上》)“太虚”一词原出于道家，《庄子·知北游》云：“不过乎昆仑，不游于太虚
。
”此处的“太虚”即深远的大虚，后被用来解释太空。
以“太虚”解说易学中的问题，见于张湛的《列子》注。
他在《天瑞》注中解释《易纬》“太易者，未见气”时说：“易者不穷滞之称，凝寂于太虚之域，将
何所见耶?如易系之太极，老氏之浑成也。
”此处的“太虚”，系指未呈现气的虚空状态。
又韩康伯注《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时，认为天地万物“莫不独化于太虚”。
此处的“太虚”，仍指无限广大的虚空，它与《庄子·知北游》、《列子·天瑞》注一样，都把“太
虚”视为无限广大的空间场所，其与气的关系并不明确。
到孔疏，其在以太虚解释王弼的虚无时，则认为“虚无是太虚不可分别，唯一而已”(《周易正义·系
辞上》)，太虚是指“太一虚无，无形无数”(同上)，即“元气混而为一”(同上)。
与庄子、张湛和韩康伯不同的是，《易说》不仅认为太虚是气存在和变化的场所(“气之聚散于太虚
”)，而且它本身也以气为质体(“太虚者，气之体也”)。
与孑L疏不同的是，《易说》不仅认为气充满太虚，而且还以“太虚之气”取代了“元气”。
因此，《易说》的“太虚即气”说应是对汉唐元气生化说的突破，并标志着，卜国占代哲学的宇宙论
开始由元气论发展到气本体论。
     由此出发，张载认为不管有形的物体抑或无形的虚空，均属于“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它常以幽明
、聚散、出入(产生与消亡)、形不形(有形与无形)的形式而存在。
《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语，张载对此解释说：“天
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则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
万物相见乎离，非离不相见也。
见者由明而不见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处。
”(《易说·系辞上》)意谓看得见之物为“明”，看不见之物为“幽”；但“幽”并不是虚无，因为
世界就是由看得见之物和看不见的“天之至处”所构成的。
为了说明世界何以呈现“幽”与“明”的存在状态，张载用“气”的聚散对其作了解说，即谓：“气
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
知有无之故’。
”(同上)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形态的“气”所构成的，“气”凝聚时形成万物，并通过光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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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形体，使人能够看得见；它散则为虚空，无光五色，使人无法看见。
所以世界只存在“幽明”之分，不存在有无差别。
因此，“太虚”不足十九所有，而是“气”散的状态，即本来的、原始的存在状态，，”太虚”聚为
万物，仍不改变“气”的本质；万物散人“太虚”，乃恢复了它们本来的状态。
“气”则是“太虚”与天地万物的总和，是客观世界的总称。
此即《易说·系辞下》说的：“散见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山。
形聚为物，形溃反原，”《易说》的这个观念在后来的《正蒙·太和篇》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即谓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虚空
即气，则无无。
”这里的“客形”，是说一切有形的现象都是由“气”所派生出来的暂时、易变的形态，而“太虚”
这个“气”之本体则是永恒的常在，这正如冰产生于水一样，冰随时可能融化，而水却常存。
    既然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都是太虚之气聚散、出入的结果，那么这就等于肯定了太虚之
气是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
所以，《易说》在解释《系辞》文“天地纲组，万物化醇”时说：“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
息，易所谓纲组，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
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通聚结，为风雨，为霜雪，万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结，糟粕
煨烬，无非教也。
”(《易说·系辞下》)张载认为，气充满太虚之中，在一升一降地运动变化着，其中阳气轻浮而上升
，阴气重浊而下降，二气相感乃凝聚成风雨霜雪，山川草木等万物，此即“天地纲组，万物化醇”。
这里所说的上升和下降，即指阴阳互相推移，或相吸引，或相排斥。
由于这种运动变化非常微妙，看起来似乎非常神妙，使人不可捉摸，所以张载把它称之为“神”。
《易说·系辞上》说：“物虽是实，本自虚来，故谓之神。
”“大率天之为德，虚而善应，其应非思虑聪明可求，故谓之神。
”“《易》言‘感而遂通’者，盖语神也。
虽指暴者谓之神，然暴亦有渐，是亦化也。
”这里的“暴”，谓急遽，即指急遽的变化；“渐”，谓逐渐的变化。
张载认为，不管现象事物的急遽变化抑或逐渐变化，都是“气”之存在和运动变化的神奇功能的显现
，都属于“太虚”的属性。
那么，太虚之气何以在“暴”、“渐”过程中呈现出“神”的作用呢?张载在《易说》中提出了“一物
两体”的命题。
    他在释《说卦》文“参天两地而倚数”时说：“一物两体者，气也。
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
此天之所以参也。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
”(《易说·说卦》，括弧内文，是张载自注)。
张载认为，“一物两体”即是“气”，它兼有虚实、动静、聚散、清浊两个方面。
此两体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成为一体，此即“其究一而已”。
但此两体的相互依存，又是以两者的相互对立为前提的，此即“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而没有两者的相互依存为基础，它们之间也就不能相互作用和推移，此即“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由于有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才有气的运动变化，并且好似神秘莫测，此即“一故神”。
但这种相互依存并非是单纯的统一，而是在依存、统一中包含着两者的对立，所以又注“两在故不测
”。
由于有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才有气化的过程，所以说“两故化”；还由于对立面之间的相
互依存和相互对立始终是相互结合而不分离的，所以又注“推行于一”。
故而，张载所提出的“一物两体”，实际上是指阴阳二气的矛盾统一体，它们既对立(“两”)又统一(
“一”)，共同构成了气运动变化的根源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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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易说》中所提出的这个哲学观念，在后来的《正蒙》中得到了进一步显示，即《神化》篇所云
：“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
”“神”即气内在的运动性能或功用，不过这里似乎更强调阴阳—：气相统一的一面乃是气之运动变
化的根源。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说虽应乾而二不累五也。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无阴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阴累不干，无应于上，故其履洁素。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中正不累，无援于上，故中不自乱，得幽人之正。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
履虎尾，咥人凶。
武人为于大君。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
唾人之凶，位不当也。
“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大君者，为众爻之主也。
武人者，刚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恕恕，终吉。
《象》曰“恕恕终吉”，志行也。
    二五不累于己，处多惧之地，近比于三，能常自危，则志愿终吉。
阳居阴，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九五，夬履，贞厉。
《象》曰：“央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视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则获应而有喜也。
    乘刚未安，其进也宁旋。
中孚    中孚。
豚鱼吉。
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中孚，上巽施之，下悦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盖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应在四，进有二三，刚柔之间，非以礼自防，使为众所信，取悔之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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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乱，孚交如则威如乃吉。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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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校点后记本书是在吸取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和整理而成。
“导读”部分主要参考了朱伯昆《易学哲学史》  (中册)，余敦康《北宋易学现代诠释》，张岱年《中
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张载》(第三卷上)，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刘大钧《周易概论》等，以及其他论文。
凡“导读”中直接引用有关论著的文字，  已作详细注明。
校点部分完全依用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张载集》，只对该集中《横渠易说》的个别标点或校理
作了改动，并以“愚按”的形式加以标出。
《张载集》以明万历四十八年沈自彰凤翔府《张子全书》官刻本清初翻刻本为底本，用眉县本、朱轼
刻本、《正谊丛书本》及《张子抄释》等互校，同时以《周易系辞精义》(古逸丛书本)参校，是迄今
最完整的一个版本，凭笔者的治易水乎和所掌握的资料还无法超过这个版本。
故本书的《横渠易说》，基本上遵循《张载集》的体例，  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版本的权威性，  以防
止以讹传讹。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为借鉴，笔者将无法完成本书的撰写和整理，在此深表谢
忱。
由于笔者不是专门治易者，这方面知识寡陋浅疏，故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赐教
。
本书受林忠军教授的委托而作，鄙人作为与林教授同一个学科点的成员之一，也理应为山东大学易学
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做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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