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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易经》在中国文化史上评价最高，位列群经之首，文化之根。
　　群经者，《易》、《诗》、《书》、《礼》、《乐》、《春秋》。
　　根者，道也。
宇宙万有不出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弥纶天地。
　　道者，深奥。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
器，感官可及；道，感官不能及，须依心灵悟察。
　　易者，变化；经者，永恒。
世间一切，变化是永恒的。
国外把《易经》称为“易学”，认为是一门研究变化的学问。
以人为例，生命是变化的，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生，长，壮，老，死，这个规律可以延伸至一切。
　　《易经》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变化，一是从道理、法则上来研究，简称“易（义）理”，思维的着
眼点在于抽象、理性、分析；二是从形象、性质上来研究，着眼点在于形象、感觉、直觉。
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世间的学问自然而然形成了两大门类，一类是科学，主用理性思维；另一
类是艺术，主用觉性思维。
无论是理性思维，还是觉性思维，《易经》都用阴和阳两个概念来进行研究，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考验
，证明它是正确的。
　　我与《易经》结缘，是在30年前，由于患病、治疗，接触了医道，有西医，也有中医，亦因此阅
读了不少的医书，以致对医学也有一定的了解。
同样一个症状，西药难以消除，而中药反而奏效。
我亲身感受，二者理法不同，中医理论，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偏重功能；西医理论，生理，
解剖，病理，理化⋯⋯偏重结构。
阴阳协调，自感舒适；阴虚阳盛，焦躁不安；一阴一阳之谓道，深有体验，阴阳立法，极有见地。
　　由“医（中医）易同源”而涉猎《易经》，由《易》又进入佛、道、儒，病休之际，悉心研读。
对于三家的许多内奥，常能净心领会，例如，儒家言“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佛家言“
般若无知，而无不知”；道家言“无为而无不为”。
人有灵识，是自然现象，古人从体验得出，知其然，但所以然，则未有下文。
　　偶然的机会，读到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研究的一段话，“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
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我的工作是从事科学研究，习于理性分析，亦欲以科学研究常用的定性定量的方法，解析易经和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问题，以解其密。
书中用了数理分析，以求表达事物变化的全貌，再将结果与实际相核，甚是吻合。
比如儒家16字心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核心内容言，在人的生命变化
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一与中。
“一”，相当于佛家的定能生慧，灵觉弥漫，人为万物之灵，在此可以体现；“中”，则是中庸之道
，可简为中道，是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阴阳平衡的状态，是最佳态。
解析结果提示人们，凡事欲求其善，应力求中道，这一点恰恰是《易绎》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来自儒释道三家，三家的源头皆是智慧，而走向不同，儒家以智慧人世，佛家
以智慧出世，至大乘阶段发生变化，既出世又入世，道家则二者相兼。
　　从学术角度看，出世涉无为法，其极致是无分别智，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人世涉有为法，行于
阴阳之域，其佳境是阴阳和谐，生生不息。
反之，阴阳离决，则忧患不已。
　　本书所写的内容，纯是兴趣所牵，没有外力制约，点点滴滴积累约30年余，大部分已经发表，也
在多次学术会议和讲座讲过。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应揭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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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期间，没有时间整理资料，现在退休，有暇顾及，以此作为一份精神食粮，献给大家。
　　《易经解析与致用》一书自1999年首版以来，海内外易学界，均予以极高的评价。
至今，此书已经数次印刷，均告售罄。
许多读者来函或来电，希望此书再版。
　　今年，我对此书作了较大的修订。
除改正旧版的一些错误之外，又将近几年的研究心得，分为三篇，收入本书，使本书更臻完璧。
　　修订后的《易经解析与致用》一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用浅显易懂的数理语言，把《周易》的精髓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提炼出来，将“百姓日用
而不知”的易道妙理呈现在大家面前。
第二章，将义理应用于中医、养生、思维、佛学、美学诸方面，并一一作了解说。
第三章，我在解析义理的同时，又运用数理语言，揭去易学的神秘面纱，使其更易为初学者掌握。
多年来，我对于象数的本质和应用，有自己独到的心得和体悟，尽写在此章中。
第四章，运用数学的方法，对《河图》、《洛书》进行解说，阐述其中的奥妙，终结此书。
　　在本书正文之后，附上《周易》经传全文及简易的易学知识系统，方便读者进行查阅。
　　作者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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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解析与致用（修订版）》共分四章，第一章阐述易理的道理，世间一切变化皆源于其阴阳
的变化，可简为：阴阳和则生，阴阳离则灭，阴阳错则变，阴阳平则佳，把握阴阳则统御整体。
第二章阐述易理之应用，例如生命变化的规律，养生、修炼的机理，思维本质和思维规律，中国传统
文化的主脉等。
第三章阐述象数体义，象数应用及其认识论价值。
第四章阐述河图、洛书的内在涵义和道理。
古老的易学与现代科学碰撞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火花?让《易经解析与致用》告诉你。
奉书作者王以雍，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牛业衍一商从事科研工作，在专业领域内出版过多种重要专
著。
因为偶然的机缘进入医、易、佛、道、儒，从此潜心研究三十余年，笔耕不辍，将自身心得体会、现
代科学理论与古老的《易经》智慧相结合，著成《易经解析与致用》一书。
书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已经重印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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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以雍，1931年出生，山东省招远人。
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工作。
先后在电机工业部电器科学研究院、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工作，直至退休。
从事业务为微型及特种电机、自动化、超导等研究和制造，因患病偶然机缘，进入医、易、佛、道、
儒，兴趣浓烈。
作者积三十年研究之成果，成《易经解析与致用》一书，以阐明易道，嘉惠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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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是从智慧的角度讨论善恶，人们通常的感受是，为善心安，为恶心戚（不安）。
由前述可知，定（安心）能生慧，心染则否。
因此可知，善通智慧，恶通愚痴。
儒家认为，“大学（学深）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明德是指生而具有的灵性，相当于佛家所说的佛性，明明德是要把本有的灵性发挥出来。
发挥的方法是定一静一安一虑一得，亦即定能生慧。
　　从智慧言，心净，可达高慧。
这种心灵状态，佛家称为“定”、“清净心”、“涅槃”。
“定”的涵义是，精神既不昏沉（昏昏欲睡），又不散乱（胡思乱想），而是处于安静平和的状态。
这时，身心远离爱、欲、乐、悲⋯⋯一切的分别，安而静（净），没有丝毫的纷乱。
在这种状态下，将心灵观照集于某一境界，渐而产生一种无上圆满的灵觉，这就是慧。
“涅槃”是梵语，是佛家术语，其本义是“圆寂”。
“圆”，指智慧圆满；“寂”，指分别寂灭，总的意思与定相似。
涅槃境界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一致，无为是把一切分别灭尽，无不为则是智慧无上，圆满无漏。
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佛家认为唯圣者能知，非常人经验所能测度。
儒家认为，道，非感官所能及，唯有修心，而且指出，善心者，师心不师圣。
　　分别是相对的涵义，阴阳是相对，善恶是相对，上下，左右，前后⋯⋯均是相对，从智慧无上圆
满的角度言，心有相对则不可能；反之，心无相对，心无善恶，才能导向无上智慧。
心无善恶，亦即不善不恶，善恶泯灭，心平如水，这是智慧的前提。
所以，欲达高慧，必须在心灵的层次上达到非善非恶，善恶泯灭。
　　智慧是思维的高级层次，也是佛学的核心，佛学教导人们在行为上要众善奉行，诸恶不为，在心
灵上要不执善不执恶，非善非恶，才能发慧。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有心，就是在心灵的层次上执著于善，存善，思善，心上有执，难致高慧。
反之，常存恶思、恶念，亦是心上有执，也难致高慧，因而提出“平常心是道”。
所谓平常心就是心平如水的心态，既不执于善，又不执于恶。
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要求有善必行，在心灵上则要求行善不计，清净无执，这是修心养性以至致慧的
必由之路。
例如在实际生活中，遇人落水，救之，救后留名，是有心，有心为善不值得称道。
反之，以平常心对之，救人是当时情景所必需，救后心中不留丝毫痕迹，这就是在行上利他，在心上
清净，佛家称为自净其意，是修心的正途，也是智慧的大道。
　　慧是觉性，修心可以达大觉大悟，自身达到了大觉大悟、大智大慧，完善了自我，而不致用，还
属下乘。
进而以自身的觉性去济世致用，方为上乘。
中国文化重利他，慧而致用，造福天下，不重自我圆满，独善其身。
佛家称此为，入涅槃而出涅槃，意义相同。
　　修心方面，佛家的六度修行甚为高超，六度是：1、持戒，2、布施，3、忍耐，4、精进，5、禅定
，6、智慧。
“持戒”是行为正，不能花天酒地，胡作非为。
“布施”的核心是舍，舍有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上的舍，二是精神上的舍，而且持平常心，舍而不计。
“忍耐”和“精进”是难忍能忍，难进能进，坚忍不拔，勇往直前。
“禅定”与“智慧”是定能生慧，禅定的内涵是泯灭一切分别，达到心境清净，最后导致灵觉，智慧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经解析与致用>>

　　《易经》思维以阴阳定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的道是理法、规律。
佛家修行的最高层次是禅定智慧，道家修行的最高层次是无为而无不为，儒家修行的最高层次是极高
明而道中庸。
　　中庸是中道，儒家在这里言中庸有两层涵义：一层是日常生活，中道是事物运动阴阳平衡的最佳
状态，应把握之。
再一层是极高明而致用的方法，亦应掌握中道。
在这一点上，佛家阐述较多，诸如：“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念不
空，有念不实”。
亦即慧不离定，定不离慧，定慧不二。
从《易经》角度言，则是阴阳不二。
　　定能生慧，必须超越分别，达无分别；超越阴阳，达无阴阳。
或言居于中位，不阴不阳，亦属中道。
因此，佛法有中道法门之称。
　　从《易经》的阴阳思维观之，中道是阴阳平衡无阴无阳的一种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以平常
心来体现。
　　智慧，人生最为第一。
人为万物之灵，亦在于此。
慧为灵性，为觉性，致慧的过程是灵化的过程，是提高觉性的过程。
欲提高灵觉，必须在行的层次上众善奉行，在心的层次上自净其意。
严格言之，智慧是出世间层次。
善恶是世间层次，所以，欲达大智大慧，必须超越阴阳，跳出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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