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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易经》说的是阴与阳的思想。
它源自男女不同的性别，是人类原始思想的产物。
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中一切变化的现象。
读《易》使人明了万事万物皆由基本的因子排列组合而成。
这基本因子，便是阴阳。
由这个角度看世界，便对世界有特定的解说。
世界上的谜难道有可观的答案吗？
万事万物难道有所谓真相吗？
关键是人的观察角度。
《易经》的观察角度即是透过万物不同的表象看到其内在的共同因子，看到阴、阳因子运动、组合、
搭配而形成万物。
宋代大学者程颢诗中说“万物静观皆自得”便是这种境界了。
《易经》解释事物，最关键的两点是象与数，即形象与象数，即数字。
用符号形象比拟外物，用数字运算推演表示事物的变化规律。
这是中国式的科学。
但是它的思路是不同于西方式的科学的。
如果您说的科学指的是“有道理、符合真理”的意思，那么科学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科学这一种。
中、西科学各有所长。
《易经》是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源头。
儒道两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有较大的区别，儒家主张济世，道家主张无为。
由此看出《易经》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基础。
中国文化中数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无不渗透着《易经》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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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是一部充满智慧的经典，被誉为华夏文明之源。
自古就有不读易不能为太医，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之说，故其作用被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灭下
。
它里面所表达的内容森罗万象、远近显隐，过去、现在、未来无不包括在内，所蕴含的哲理更是博大
精深。
可是由于古文艰涩难懂，即便有许多人想拜读却也只能望而却步，为了迎合现代入的阅讯习惯，作者
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集百家之长，在历史故事里解读易经，透过耳濡目染的历史故事将
《易经》中的道理和内涵更为直观、深刻地呈现出来。
相信《图释易经的故事》会像良师净友一般，成为大众为人处事、提高修养的不二法宝。
该书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具有很强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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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吉人自有天相【原典】乾：元，亨，利，贞。
【爻辞新解】《乾卦》象征天：元始，亨通，和谐，贞正。
【原典】《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爻辞新解】《象辞》说：天道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谁也不能阻挡，君子应效法天道，自强不
息地奋斗下去。
【原典】初九，潜龙勿用。
【爻辞新解】初九，龙尚潜伏在水中，养精蓄锐，暂时不能发挥作用。
【原典】《象》日：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龙象征阳，“龙尚潜伏在水中，养精蓄锐，暂时还不能发挥作用”，是此
爻位置最低，阳气不能散发出来的缘故。
【原典】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爻辞新解】九二，龙已出现在地上，利于出现德高势隆的大人物。
【原典】《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龙已出现在地上”，犹如阳光普照，天下人都能得到恩惠。
【原典】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爻辞新解】九三，君子整天自强不息，晚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样即使遇到危险也会逢凶化吉
。
【原典】《象》日“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整天自强不息”，是因为要避免出现反复，不敢有丝毫大意。
【原典】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爻辞新解】九四，龙或腾跃而起，或退居于渊，均不会有危害。
【原典】《象》日“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龙或腾跃而起，或退居于渊，均不会有危害”，因为能审时度势，故进退
自如，不会有危害。
【原典】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爻辞新解】九五，龙飞上了高空，利于出现德高势隆的大人物。
【原典】《象》日“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龙飞上了高空”，象征德高势隆的大人物一定会有所作为。
【原典】上九，亢龙有悔。
【爻辞新解】上九，龙飞到了过高的地方，必将会后悔。
【原典】《象》日“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龙飞到了过高的地方，必将会后悔”，因为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尽头
，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
【原典】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爻辞新解】用九，出现群龙也不愿意为首的现象，是很吉利的。
【原典】《象》日“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爻辞新解】《象辞》说“用九”的爻象说明，天虽生万物，但却不居首、不居功。
【读解】作为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是人们对以“天”、“龙”为象征形象的“阳刚之气”、“强健之
本”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其精神实质在于通过对天的膜拜勉励人们效仿“天”的阳刚强
健，以勇往直前的精神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
天道的运行刚健有力，而君子应该明事理，以天道运行的方式通达人事。
遵循自然法则，即所谓的“天则”，达到人与物的平衡和谐的目的。
按照这种“天人感应”的思路理解乾卦，君子的一言一行就有了依据。
当君子已具有阳刚之气，却苦于穷居下位时，受到环境的限制，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力量是潜在的，
不可限量的，所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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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杨振宁 我始终怀疑《易经》的文化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留下来的，不是
这一个冰河时期的产物，因为它的科学、哲学的道理太高明了。
　　——国学大师 南怀瑾 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家理论著作应以《周易》为代表。
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
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
　　——政论家 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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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释易经的故事:一口气轻松读懂华夏文明之源》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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