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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三种预测法，助你在四类领域皆有所为　　唐朝宰相虞世南说：&ldquo;不读易，不可为
将相。
&rdquo;大医学家孙思邈说：&ldquo;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rdquo;。
　　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研究《易经》而卓有成就的都是经邦济世的大人物。
他们或为圣贤、帝王。
或为名相、名将，或为名医、高僧，或为诗人、思想家&hellip;&hellip;他们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
发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当属被誉为&ldquo;万世师表&rdquo;的孔子了。
　　孔子一生对古代学子必读的&ldquo;五经&rdquo;进行了反复增删，务求去繁就简，字字精准，而
唯独对《易经》不改动一个字，由此可见《易经》思想的深邃和浑然天成。
孔子在《易经》经文后面著《系辞》，在他的笔下，《易经》是对万物变化法则的高度概括，是对大
千世界所有奥妙无所不知的神奇宝典。
虽然其体系庞大，但着眼点可分为两个方面：天道变化和人世教训，因此可以说它既是自然科学，也
是社会科学。
　　在人世教训方面，《易经》既可以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
态、行为去面对未来。
前者是对现实的客观分析、描述，是预测术；后者是给我们的人生建议，可以让我们达到庄严的道德
境界，拥有明智的生活智慧。
　　孔子说：&ldquo;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
&rdquo;意思是：《易经》有四种运用之道是受圣人肯定的：修辞立言、指导行动、运用器物、占筮吉
凶。
简单来说，&ldquo;以言者尚其辞&rdquo;说明《易经》中有文学；&ldquo;以动者尚其变&rdquo;说明《
易经》中有哲学；&ldquo;以制器者尚其象&rdquo;说明《易经》中有科学；&ldquo;以卜筮者尚其
占&rdquo;说明《易经》中有预测学。
　　然而，《易经》的经文只有不到三万字。
在《易经》产生之前，人们摇得一卦后，只根据卦辞爻辞所说的内容来判断吉凶。
但由于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卦爻辞，所以周文王和周公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重新阐释，并完整地
流传了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易经》。
以这种方法来预测，是《易经》&ldquo;最原始&rdquo;的预测法，我们称之为&ldquo;卦辞爻辞预
测&rdquo;。
　　在秦汉时期，很多学者发展了&ldquo;象数易学&rdquo;，即根据卦画的形象来推断吉凶。
比如在某个卦中，阴爻和阳爻各有多少个，分别在什么位置，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hellip;&hellip;这种
方法类似于&ldquo;看图说话&rdquo;，直观而易于理解，不需要懂得高深的哲理便可以轻松入门。
但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是，依据此法得到的预测信息比较笼统。
　　后来，易学的一代宗师京房将干支、五行、六亲纳入了六十四卦系统，发明了划时代的&ldquo;纳
甲筮法&rdquo;，大大丰富了卦的预测信息。
在而后两千年的流传中，此法始终长盛不衰。
以此法断卦，既可以获知所测之事的现状和未来情况，也可以细辩吉凶的程度、各种人事物之间的关
系，以及吉凶的结果在何时发生。
因此此法始终是周易预测的大宗之法。
　　我们每得到一卦，都可以同时用这三种方法来预测。
推断出的结论可能会相同、相近，也可能看似没有瓜葛，还可能冲突、相悖。
其实，这三者并行不悖，并不矛盾，三者问的相对独立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侧面得到互补信息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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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卦象解卦可以使我们从卦爻的形象中分析事物的关系与变化；根据经文内容解卦可以使我们明白自
己应以何种心态和技巧面对世事；以纳甲法解卦可以使我们细辨事情的具体细节。
　　纳甲法的基础理论在本书第一部中已经介绍，在本册中主要介绍前两种预测法：上篇介绍&ldquo;
象数易学&rdquo;的基本概念和预测方法，下篇以白话讲解卦辞爻辞的基本含义和吉凶情况。
理解《易经》的这些精髓，对您在文学、哲学、科学、预测学等领域的探索都会有所启迪。
　　虽然《易经》神秘而神圣，但它的这三种预测理论都不是完美的。
在实战中常常会出现所测结果与现实不吻合的情况，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它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
，明辨各种预测理论的局限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编者谨识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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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易经》走向世界．被国外誉为&ldquo;万有概念宝库&rdquo;。
《易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但归根到底它是一本占筮之书。
对于普通人来说，《易经》的占筮功用主要有&ldquo;预测未来&rdquo;和&ldquo;协助决策&rdquo;两种
。
如何达到这种目的呢？
　　六十四卦具有全息性，我们每得到一卦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
虽然《易经》的占筮法众多．但在今天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根据卦的形象来预测；根据经文内容
来预测；根据纳甲法来预测。
以卦象解卦可以使我们从卦爻的形象中分析事物的关系与变化；以经文内容解卦可以使我们明白自己
应以何种心态和技巧面对世事；以纳甲法解卦可以使我们细辨事情在近期内的具体细节，并可推断吉
凶结果的发生时间。
　　这三种预测法中，纳甲法的基础理论在本书第一部中已经介绍，在本部中将主要介绍前两种预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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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阴阳学说早在夏朝就已形成。
此说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ldquo;阴阳&rdquo;就是对相关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双方的属性的概括。
阴阳之间是对立统一、互根互用的，它们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
　　阴与阳之间有如下几种关系：　　1．交感相错：交感指阴阳的交互作用，相错指这种相互作用
十分复杂。
阴阳交感是万物得以产生和变化的前提。
　　2．对立制约：阴与阳是对立、矛盾的。
如：上与下、水与火。
在属性对立的基础上，阴阳还存在着相互抑制、约束的性质，表现为&ldquo;阴强则阳弱、阳胜则阴
退&rdquo;的动态联系。
　　3．互根互用：阴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
如：没有上就没有下。
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某些范畴的阴阳还体现出相互滋生、相互为用的特点。
　　4．消长平衡：消意为减少；长意为增多。
消长可分为四种情况：阴消阳长，阳消阴长，阴阳皆长，阴阳皆消。
&ldquo;平衡&rdquo;指阴阳的消长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而不易察觉。
　　5．相互转化：阴阳可各自向其对立面转化。
阴阳的孰主孰次决定了事物的主要特性。
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消长变化达到一定界限值，会导致转化，即&ldquo;物极必反&rdquo;。
如果说&ldquo;阴阳消长&rdquo;是量变，&ldquo;阴阳转化&rdquo;就是质变。
　　中医学中的&ldquo;阴阳&rdquo;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有广泛的应用。
它被用来解释人体生理现象及病理变化的规律。
简单来说，阴指人体实质性的物质，如血液、津液、泪水、鼻水、内分泌液等。
阳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即身体的机能和气。
阴阳协调，则身体健康；阴阳失调，则百病丛生。
人体内若阳气偏旺，阴气就必然受损；相反，阴气过旺，阳气则受抑制。
阳气旺盛会产生热证，阴气至极会产生寒证。
寒到极点会生内热，热到极点也会生内寒。
如《黄帝内经》中所说：&ldquo;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
重寒则热，重热则寒。
&rdquo;　　&ldquo;阳盛&rdquo;表现为：身体机能过度活跃，精神亢进，损耗体内液体，内热，口渴
、大便燥结、烦躁不安等。
&ldquo;阳虚&rdquo;表现为：身体机能衰退，活力减弱，内寒，症状是疲乏无力、畏寒肢冷、盗汗、
大便稀溏等。
&ldquo;阳虚则寒&rdquo;，阳气虚损，阳不能制约阴，则阴相对偏盛而出现寒象。
&ldquo;阴虚则热&rdquo;，阴液不足，阴不能制约阳，则阳相对偏亢而出现热象。
　　太极图的产生　　太极图是对阴阳学说的完美诠释。
&ldquo;太极&rdquo;一词首见于《系辞》，但无图形。
直到宋代才由陈抟传出太极图。
现代学者经过研究，对太极图的产生有如下观点：　　远古之人把日看做是天的实质性内容。
古人看天主要是看天的变化，如昼夜变换、四季更替等，这些都与太阳的运动有关。
古人在长期的天文观测中发明了立杆测日影的仪器&mdash;&mdash;晷仪。
晷仪中心及圆周各有圆孔，以备立竿（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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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中心立有一个定表，圆周则立一个游表，逐日流动。
每日午时测影，日影皆投向表的北方。
圆盘半径依冬至所测日影长度为准。
夏至太阳由北回归线往南移时用游表测日影，并在日影尽头作记。
这时游表在定表南边，圆盘按逆时针方向，日转一孔，直到冬至太阳南移到南回归线为止。
日影逐日增长，到冬至最长，由游表点达定表点。
这样就在圆盘上留下了太阳秋冬二季的视运动投影图。
然后将圆盘和游表转180度，将游表转到定表的北边，日转一孔，直到夏至太阳北移到北回归线为止。
日影逐日缩短，到夏至则无影。
这样就在圆盘上留下了太阳春夏二季的视运动投影图。
将四季投影图合起来看，据这些晷数制图，就可获得原始实测的太极图。
　　将圆盘按二十四节气划分成二十四等份，每份显示出十五天中的日影盈缩情况。
再将圆盘用六个同心圆等分半径成六，每等份代表四个影长单位，表示一个月的日影盈缩情况。
后将二十四节气日影长度点用曲线连接起来，阴影部分用黑色描出来，即成太极图。
　　图中大圆圈表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迹。
圆盘逆时针方向移动，表示太阳周年视运动右行，游表顺时针方向移动，表示太阳周日视运动左行。
太极曲线表示地球自转的轨迹，即赤道。
黄道与赤道之间的交角叫黄赤交角，即阴阳鱼的鱼尾角。
这个交角现在为23度26分，由此造成太阳直射点在地球上的往返移动称为&ldquo;回归运动&rdquo;，
这便产生了四季。
所以说，太极图表示了太阳回归年的阴阳节律周期。
　　这幅实测的太极图经过漫长的岁月，经后人改造而成现代流行的太极图，但其无论是图形位置还
是图形形状都已失去原始面目，是一种抽象化的太极图。
　　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宇宙万物。
它们各有不同属性，万物都可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它们分别对应太阳系的五颗行星：金星、木星、
水星、火星、土星；以及人间的五德：义、仁、智、礼、信。
古人认为，这五类事物在天、地、人之间形成映射关系，比如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地上的木类之物
，以及人的&ldquo;仁&rdquo;性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等关系。
五行的&ldquo;相生&rdquo;&ldquo;相克&rdquo;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ldquo;
相乘&rdquo;&ldquo;相侮&rdquo;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
中医学应用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机体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阴阳五行观的发展　　&ldquo;阴阳学说&rdquo;和&ldquo;五行学说&rdquo;既相互独立，又不可分
割。
在中国思想史上，战国时期的邹衍最早把阴阳和五行的概念结合起来，提出系统的阴阳五行
说&mdash;&mdash;五德终始说。
邹衍&ldquo;深观阴阳消息&rdquo;，以阴阳五行概念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为宇宙的普遍规
律，讲释自极小至无限的空间，又讨论自今追溯到天地生成以前的时间。
这一学说是阴阳五行的象数与天命观相结合的一种历史哲学。
在阴阳五行学说表述的系统中，世界是天人万物交融、互感、互应、互渗的&ldquo;使人拘而多所
畏&rdquo;的世界。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ldquo;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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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经》非常神奇，但也复杂难懂。
古往今来，易学流派众多，依据《易经》来预测的方法鱼龙混杂、鱼目混珠，让初学者无所适从。
所以很多人既对它充满兴趣，又望而生畏，不知何从下手。
为了使读者找到周易预测的捷径，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查询了大量资料，将古代流传下来的三种周易预
测之法汇聚一炉，让你在得到一卦后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阐释、预测。
三者间互补互通，即有客观描述．又有主观建议；可作为细节分析，也可指引行为。
　　《图解周易预测学（第2部）：断法详解（三招断卦让你成为预测大师）》第一部中已经介绍了
其中一种方法：纳甲筮法。
在本册中，我们重点介绍另外两种方法；卦象预测法和卦辞爻辞预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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