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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8月中，时当盛夏，青岛滨海的天候却凉爽怡人。
我和崇智、哲雄两位学生，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几天议程下来，获益颇丰。
大会的闭幕式上，蒙刘大钧教授相邀，在主席台上发表一段感言。
除了对山大开风气之先，推广易学之功绩致意外，也就21世纪易学暨中华文化之发展，提出了乐观的
预测。
早在1996年底，我即以易占探测这两个问题：易学发展是不变的萃卦，中华文化的前景则为丰卦初爻
动。
萃是精英相聚、出类拔萃，易为群经之首、中华文化最精萃的表现，所谓金声玉振集大成，确实当之
无愧。
依易经卦序，萃卦之前为垢卦，代表从天而降的难得机遇，萃卦之后为升卦，扶摇直上九万里。
丰是资源丰厚，气势如日中天，初爻动代表方兴未艾。
换言之，整个21世纪才只是振兴中华的暖机阶段，中国不强则已，一旦强起来，至少主领风骚数百年
！
丰卦卦象内离外震，离象征文明智慧、震代表行动力量，一个天下大国的超强实力必然软硬兼备，除
了国富兵强外，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为重要。
丰卦初爻正当内卦离明之始，若与四爻所代表的政经实力密切配合，丰功伟业必然可期。
初、四两爻齐变，又有谦卦之象，谦受益，谦亨有终，强大而不称霸，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和平共存，
这才是王道思想的极境。
闭幕式当晚的惜别宴，大家杯酒尽欢。
筵席将散之际，初识不久的褚大为先生客气地邀稿，没想七分酒意下的这句话，竟促成了本书在大陆
出版的机缘。
人生际遇，往往如是，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之间，却也意趣横生。
本书的书名《易经与现代生活》确为易经的准确定位，揭示全书的主旨。
易理精髓即创化应变，一切着重与时俱进，真知力行，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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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循传统象数、义理派治易之理路，从卦爻辞与错综之卦序的分析入手。
对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精辟的论说，丝丝入扣，圆融畅通。
全书包括第三类接触——易经导引、趋吉避凶与义理术数、占卜玄机（上）、占卜玄机（下）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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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此中有真意——自序刘序龚序沈序龚序（二）吕序第一章 第三类接触——易经导引第二章 趋吉避凶
与义理术数第三章 占卜玄机（上）第四章 占卜玄机（下）第五章 利艰贞——反败为胜的危机管理第
六章 动乎险中大亨贞——逆境求生之术第七章 致命的吸引力——男人与女人的战争第八章 群龙无首
——组织与人事管理第九章 时间方程式——易经的时变哲学第十章 决策研究第十一章 甲子春秋——
中国史上的六甲轮回之说第十二章 天龙八部论易经第十三章 易经与生涯规划第十四章 开天辟地——
乾、坤二卦综论第十五章 龙战于野——乾坤文言传析论第十六章 度一切苦厄——屯·明夷·蹇三卦
综论第十七章 远离颠倒梦想——蒙、解二卦综论第十八章 滔滔两岸潮——需、讼、晋三卦综论第十
九章 纵横天下——师、比二卦综论第二十章 功高震主——小畜、履二卦综论第二十一章 否极泰来—
—泰、否二卦综论第二十二章 世界大同——同人、大有二卦综论第二十三章 卑以自牧，建侯行师—
—谦、豫二卦综论第二十四章 松紧之间——随、蛊二卦综论第二十五章 施比受有福——临、观二卦
综论第二十六章 软硬兼施——噬嗑、贲二卦综论第二十七章 剥尽来复——剥、复二卦综论第二十八
章 内外兼修——无妄、大畜二卦综论第二十九章 生死之间——颐、大过二卦综论第三十章 水深火热
——坎、离二卦综论第三十一章 “曾经拥有”与“天长地久”——成、恒二卦综论第三十二章 进退
有度——遁、大壮二卦综论第三十三章 人有悲欢离合——家人、睽二卦综论第三十四章 无为而无不
为——损、益二卦综论第三十五章 新欢旧怨——央、骺二卦综论第三十六章 团队成长——萃、升二
卦综论第三十七章 开物成务——困、井二卦综论第三十八章 上下易位然后贞——革、鼎二卦综论第
三十九章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震、艮二卦综论第四十章 静为躁君——渐、归妹二卦综论第四十
一章 多藏必厚亡——丰、旅二卦综论第四十二章 无人而不自得——巽、兑二卦综论第四十三章 收发
自如——涣、节二卦综论第四十四章 至诚如神，敬慎不败——中孕、小过二卦综论第四十五章 终而
复始——既济、未济二卦综论第四十六章 大定位——说卦传解析第四十七章 浩浩阴阳移——易经卦
序初探第四十八章 见天地之心——“近取诸身”探微第四十九章 言不尽意——大易“不言之象”探
微第五十章 执大象，天下往——周易大象传义理结构初探第五十一章 震用伐鬼方——“大易兵法”
初探第五十二章 时乘六龙——大易君王论初探第五十三章 人文化成——由易经教育思想论中国现代
化第五十四章 世局变动——由易经的策略思维论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华文化第五十五章 万国咸宁——
易经和合思想述评附录：周易本义卦歌  周易上经·彖上传、象上传  周易下经·彖下传、象下传  系辞
上传  系辞下传  文言传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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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趋吉避凶与义理术数历代传述《易经》，大致分为义理及术数二派。
后者重卜筮，前者讲哲理、重实践。
术数易源流甚古，后世繁衍的支派也极多，没有专学的传承，一般很难窥其门径，也不少沦入江湖，
成为鬻技谋生的工具，不为士林所重。
义理则历代皆有阐扬，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甚巨。
义理与术数，学虽分途，道源仍一，可能的话，还是不宜偏废。
有人尚且主张“未学易，先学筮”。
其中的道理，往后讲述算卦自能体会。
我个人学《易》廿年，即从义理人手，受过科班的严谨训练，占筮之学虽知其大要，一直未曾深入。
近些年，因行事上的特殊机缘，为谋解惑，破例开占，遂与筮法结缘。
经传结构无论义理或术数，都得研习原典。
《易经》的内容，分为经传两部分．。
经就是卦画、卦名与卦《爻辞》，传是最早解释经文的，有十翼之称。
翼是辅助之意，读了十翼，能帮助我们了解经文，十翼为《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
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彖传》及《象传》的上下篇，
依经文分上下而来。
乾卦至离卦，前三十卦为上经；咸卦至未济，后三十四卦为下经。
《彖传》是解释《卦辞》的。
例如：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就是解释元亨利贞的《彖传》，前面会以“彖曰”标明。
彖有断的意思，依此论断一卦之义。
《乾彖传》音韵铿锵，涵蕴深厚，寥寥数字，道出《易经》思想的核心，值得学者深探。
本书往后各章，阐述易理，多有触及。
《象传》又分《大象传》跟《小象传》。
《大象传》仍就全卦卦象引申，鼓励学《易》，取法天道。
例如：《乾卦?大象传》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卦?大象传》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两段话，中国人可谓耳熟能详。
进取与包容，宇宙间两种最基本的势用，阴阳和调，便能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又如困卦■，上卦兑为泽，下卦坎为水，水在泽下，表示泽已枯竭。
《大象传》据此卦象发挥：“泽无水，因。
君子以致命遂志。
”干涸的沼泽，了无生意，象征困苦的环境，资源耗尽。
君子处此困境，不能怨天尤人，得奋力苦战，拼命也要达成既定的志向。
《小象传》解释每卦的《爻辞》。
例如：乾卦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
“象日：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就是《小象传》。
初九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是因为地位太低，发挥不了作用。
上九《爻辞》为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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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传》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阳气太盛，一定无法长久，必然招致遗憾。
《文言传》只有乾坤两卦才有，对两卦的卦《爻辞》作更深一层的阐释与发挥。
《乾文言》更是反复申论，不厌其详。
“元者，善之长也。
亨者，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
贞者，事之干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日：乾，元亨利贞。
”元德是创造力的根源，所有善行的发韧点，多去培养、体会，人的智能会有日新又新的成长。
嘉美的事物会合在一起，彼此互敬互重，遵守游戏规则，便能亨通无碍。
行事不走极端，分寸恰到好处，大家都可获益。
坚持重大原则，不以处境顺逆变移操守，这样才能负责任事。
创始、亨通、产生效益、择善固执，就是乾卦的四种德行。
“初九日：潜龙勿用。
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
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潜龙是具有创造力，又耐得住寂寞的人，不随波逐流，不征逐虚名，安心隐遁，一点也不郁闷。
别人不认同，他也不在乎，自己高兴的事就去做，不喜欢的就不做，世俗的习尚完全影响不了他。
 “九二日：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其唯圣人乎！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乾文言》依循这样的体例，近八百字的剖析，将乾卦的特性讲得淋漓尽致，其中精义无穷，非常
值得品读。
乾坤两卦是父母卦，其他六十二卦都有乾坤的影子，透过《文言传》，深刻掌握其内涵，有助于对全
易的了解。
《系辞传》长约四千五百字，下传各十二章，为通论《易经》的文字。
过去讲《易经》，一般都先讲《系辞传》，以明学易指归。
《系辞传》在中国思想史的价值很高，行文简赡，音韵铿锵，也是极好的文章。
我自己十年前，曾利用上下班挤公车的时间背诵过，至今非常受用，许多独到的心得都受其启发。
《说卦传》讲八卦成卦之理、方位、特性，以及其所衍伸的卦象。
由于取象为列举式，无法涵盖尽易象的灵活多变，与经文所用的卦象也不尽相同。
例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
，为驳马，为木果。
”相信现代的读者看了就很头疼。
古今器制不同，物象日新又新，说卦传宜活看，不必拘执。
《序卦传》讲六十四卦依序相生之理。
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综卦时，已讲过乾坤屯蒙需讼师一段，原文是这样的：“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
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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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
需者，饮食之道也。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
师者，众也。
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者，比也。
”《易经》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前是既济■。
济是涉水渡河，古代交通不便，渡河是桩艰难的大事。
《爻辞》中每多“利涉大川”之语，以喻勇往直前，克服困难。
既济是已经度过艰难，从乾坤开辟鸿濛以来，历经长期奋斗，终获成功。
按理全经应在此作结，从此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但《易经》偏偏在既济后，又以未济终结，这是先哲观察敏锐、高人一等之处。
就像三画卦变六画卦，重卦的观念一样，始壮究之上再接始壮究。
世事的变化，文明的演进，永远终而复始，生生不息。
《杂卦》传很短，才二百五十字，综合比较六十四卦的特性，言简意赅，值得重视。
举例来说，同一“故”字，用以点明三个卦的特性：丰，多故。
革，去故。
随，无故。
故是已有的成就。
既有资源很多，就是丰。
过去的东西整个不要，就是革。
完全没有过去的包袱，就是随。
随和、随遇而安、随机应变，随卦是《易经》里很精彩的一个卦，含有极高的处世功夫。
《十翼》虽然是解释经的，千百年下来，已被后学视为经传一体，代表易学思想的核心。
整部《易经》是集体创作，从发端到集大成，至少经过上千年的时间。
这么多人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千锤百炼，流传下来，现代人只要虚怀领受，慧心参悟，肯定对生
涯规划有帮助。
权变无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将《易经》的主旨及易象的基本规律介绍完毕，往下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
在谈用之前，有必要先阐扬儒家思想中两个重要而精彩的观念：一是权变，一是时中。
《论语·子罕》里有一段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人一生中，可能会和许多人一起学习某项学问或技艺，这是共学。
由于资赋不同，学习的兴趣和目的也有异，真正以此为专业，全力以赴的只有少数，而钻研有成，卓
然自立的就更少了。
专家、博士可算是适道的境界，以此为起点，继续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在该领域内有创新突破，受同
侪推崇承认，所谓有一套了，这就是立——站得站了。
别人尽管嫉妒，也推你不倒。
但有一套的人往往也有盲点，就是能人不能出，碰到任何事都拿那一套来应付。
由于对本身方法、技巧的娴熟，以及该领域基本假设的信念，甚至使他不易欣赏、接纳别的领域的长
处。
然而出现在实务中的问题，常常不是仅靠一套教科书中的方法，就可获得圆满解决，必须针对实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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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少修正。
重大疑难，还需要跨领域的通识与合作，配上高度综合的洞察力，才能做出适应的决策。
这种既犀利又圆融、熟悉各种方法、却不为任何方法所囿限的能耐，就叫作权，在《论语》中被推许
为学道最高的境界。
权本是秤锤的意思，以秤杆称物时，随物体轻重不同，而作恰如其分的移动调整，以求平衡。
一般我们说权衡事理，通权达变，就是由此衍生而来。
《易经》专讲变化，强调变动不居，我们在开章明义时已经说过。
这里再引一些《系辞传?上》的话，以资佐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变通者，趋时者也。
”“变而通之以尽利。
”灵活变通，就是因为死守成方无法解决问题，就是为了趋时尽利、切合事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易经》这部书，讲的道理均切合人生实用，重点在诠释无所不在的变化。
人间事总是不停地变来变去，每个领域，每一阶层都不例外，高居上位的可能失势，阶下囚摇身一变
，位列朝班。
当权派沦为非法政党，街头暴动反孕育出民意英雄。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真是易学的精髓，若能彻底体悟，可以终生受用无穷。
典要就是经过创新、锤炼，成套有系统的重要准则。
一般成文法、典章制度，各门学科里的基本假设、定理公式、教派里的教义教规，政党的党章党纪，
各种主义、意识形态都属之。
这些东西当然重要，建立秩序、提供方便，是不可或缺的，但就是不宜把它神圣化，当成是绝对不可
侵犯的金科玉律、自明公理，否则便会形成宰制，阻碍创新与进步。
真正伟大的创造心灵，是没有偶像，没有图腾的。
时代不断往前变迁，怎样变化合适就怎样变。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伸足入水，已非前水，何来系恋，何来包袱之有？
这种毫无拘碍、权变无方的境界，在《论语》和《孟子》中时有强调。
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音狄）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是专主，一定要如何如何，莫是绝对不行，二者都嫌固执，君子对天下事的态度，最好是不存成见
，无可无不可，看怎样做合宜就怎样做。
“予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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