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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
道之源”。
在古代，《易经》是帝王之学，是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的书。
“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及理论的书。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将《周易》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之后各个朝代都有人研究《周易》，包括汉代的京房、郑玄，魏晋时代的王弼，唐代的陆德明、李鼎
祚、孔颖达，宋代的邵雍、程颐、朱熹等等。
    《易经》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
《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
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
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辨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
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
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奠定了
临床医学的基础。
    《易经》对军事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称：“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
”《易经》包含六十四卦，非常适合在战争中作为灵活机动的战略，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
、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
明朝的戚继光，在抗倭时创立的阵法也是参考《易经》原理。
    《易经》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启发。
《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
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
    《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
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
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希望广大读者在打开我们精心编纂的这部《易经的智慧》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介绍，明晓易经中所
蕴含的深意与真理，从卦象后的小故事中学会为人处事的道理。
并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能对我们编辑过程中的缺点、不足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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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经》精深、古老深邃、玄奥神奇，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准则，指导着我们
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部凝结着华夏祖先睿智卓识的经典著作。

　　《易经》中蕴含的道理博大而精深，由“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思维模式，解开了六十四卦的
智慧密码，主要包括：天尊地卑、效法天地、乐天知命、知崇礼卑、谨言慎行、恩威并施、灵活变通
、　阴阳相推、刚柔相济、居安思危等。
这使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智慧之泉，获得有益于工作的启迪和便于解决问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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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关于《易经》
第一章　《易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伏羲“一画开天”
第二节　神农、黄帝对(易经》发展的贡献
第三节　周文王、周公与《周易》
第四节　孔子与&lt;易经》
第五节　研习《易经》的流派
第六节　从太极到六十四卦的演化　
第二章　《易经》的常识
第一节　《易经》是卜筮之书
第二节　《易经》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易经》的最高理想
第四节　《易经》的重要哲学思想
第五节　什么是“易”的根本精神
第六节　《易经》的时与中
第七节　《易经》相关概念
第三章　《易经》的学问
第一节　《易经》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第二节　《易经》的思维有哪些特性
第三节　易学具有哪些功能　
第四节　《易经》和人情的关系
第四章　《易经》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作用
第五章　中道思维对现代人的启示
下篇　《易经详解》
第一卦：乾卦
乾卦：元，亨，利，贞。
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二卦：坤卦
坤卦：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以厚德载物
第三卦：屯卦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第四卦：蒙卦
蒙卦：亨。
君子以果行育德　
第五卦：需卦
需卦：有孚，光宇，贞吉。
君子以饮食宴乐
第六卦：讼卦
讼卦：中吉，终凶。
君子以作事谋始
第七卦：师卦
师卦：贞，丈人吉。
君子以容民畜众
第八卦：比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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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卦：吉。
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第九卦：小畜卦
小畜卦：亨。
君子以懿文德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经的智慧>>

章节摘录

二、伏羲都有哪些功绩    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是我们汉字的萌芽；制定了男婚女嫁的婚礼制
，改变了原始群婚生活，使氏族之间转化为较先进的偶婚；传授人们种植谷物和人工饲养桑蚕；教会
人们如何驯养家畜，如何烹饪肉食；与女娲合婚并且统领了其他氏族；与女娲一起发明了琴瑟，使人
们拥有了美妙的音乐；发明了渔猎生产工具网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人类逐步脱离采集自
然物的生活而进入渔猎时代。
他开创的渔猎文化、龙文化、婚嫁文化和易卦文化被专家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
    显然，这些功绩是如此的辉煌，不可能是伏羲一个人所创造的。
他只是在前人的成就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如果说燧人氏时代是为伏羲文明奠定基础的时代，那么伏羲时代则为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奠定
了基础。
伏羲不但很好地继承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及科学成就，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明与创新，他是上古文
明的集大成者。
伏羲文化开创了我国文明的先河。
    第二节神农、黄帝对《易经》发展的贡献    神农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神农不仅开创了人类播种五谷的农业文明，而且舍身为人们尝尽百草。
他创造的农业文明和他传下的《易经》文化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黄帝在《易经》的文化发展史上，也是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
他统一历法，将八卦理论应用到战略上，对《易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神农对八卦发展的影响    神农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尝遍百草，教人医疗与农耕
。
也因为此两项重要贡献，被世人尊称为“药王”、“五谷王”、“五谷先帝”、“神农大帝”等。
古代文献记载：“炎帝以火德王，以火名官，春官为大火(心宿二)，夏官为鹑火(萤惑)，秋官为西火(
参嘴)，冬官为北火(辰)，中官为中火(太一极星)，是为五正。
有连山建木之典，有扶莱之乐，有丰年之咏，以荐厘莱。
谢上天之赐，承伏羲建天竿，移于平旷塬坝，名柱。
置危屋(高屋)华盖，卦坛设环，勾股历算，日中为市，交易而退。
至烈山氏畲耕，植禾植谷，植粟稷而有农正。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神农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人们经常用诗歌与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人们在平原地区建筑较高大的房子；在“日中”的时
候可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以换取自己的所需。
其“谢上天之赐，承伏羲建天竿，移于平旷塬坝，名柱”，则说明神农时代所使用的历法来自于伏羲
。
神农的历法来自于第十九代纯血缘伏羲和第七十三代大伏羲所创的上元太初历，不过神农对此进行了
一些改进。
比如将测日的圭表移到了平原上，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更准确的命名，并与农时紧密结合起来，等等
。
神农时代的历法、节气理论、谷物种植方法等，其实伏羲时代就有了，不过神农使其更完善，使谷物
种植更科学合理，使历法与节气理论更适于农耕，所以后世的人们把神农列为“农皇”，并将许多有
关农业的发明归功于他。
    二、黄帝及《黄帝内经》对《易经》的作用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缔造者，五帝之首，也有人把他列
为三皇之一，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他不但统一了文字，还统一了历法。
黄帝命大挠作《调历》，并且命伶伦造律吕，隶首作勾股记数。
勾股计数就是在不同时节测日的尺寸，可以更准确地知道节气的到来，好安排农事；律吕也是为节气
服务的，据说就是埋在阴山中的十二根长度不同的竹管，每个管子里面装满芦灰后插在地里，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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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竹管高度一致，地下面则深浅不一。
于是到了一个节气，就会有一根竹管里的芦灰喷出来，并发出一种声音，十二根竹管由于长度不同，
所以声音也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律吕调阳”，可以准确地得知节气的变化；黄帝的土星轩辕六十
龟甲历(即调历)与以前不同的是，它采用了甲子纪年法，也就是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结合，以它们
最小公倍数作为一元，即所谓的六十甲子。
甲子纪年确实对后世的贡献不小，因为我国从汉朝一直到清朝，都是以甲子纪年的，从未发生过年代
混乱的现象。
    黄帝与蚩尤之战，已经把八卦理论应用到了战略上。
传说中的蚩尤与黄帝的涿鹿之战，是中国传说时代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黄帝在战胜蚩尤之后，统一了中原地区。
蚩尤当时是一个极其发达的母系氏族，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蚩尤部落已经有了冶金业。
《龙鱼河图》中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威震天下，诛杀无道。
”后人考证认为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不过是一种作战时的盔甲。
《太白阳金》中说：“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
”而黄帝成为众氏族盟主后所制的兵器仍然不过是“以玉(坚石)作兵器”，那么黄帝怎么能打败蚩尤
呢？
史书记载黄帝“九战九败”，确实是很难打败蚩尤的。
传说是九天玄女和西王母帮了黄帝一把，传授了天书，于是屡战屡败的黄帝制造了指南车才打败蚩尤
。
据说这部天书除了记载兵器的打造方法之外，还记载了很多行军打仗、调兵遣将的兵法。
于是，黄帝命他的宰相风后把天书演绎成兵法十三章、孤虚法十二章、奇门遁甲一千零八十局。
后来经过周朝姜太公、汉代黄石老人，再传给张良，张良把它精简之后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奇门遁
甲》。
虽然很多人认为奇门遁甲术并非是黄帝所发明的，但《奇门遁甲》为古代兵家所用却是史实，并且黄
帝及其手下大臣精通八卦、阴阳、五行等方面的理论，将这种理论应用到战术中也是极有可能的。
    在上古时期，历法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道”，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学说，天文星象、地理
风水、占卜问卦、种田插秧、行军布阵、治国安邦、中医针灸、行禁破邪、内炼金丹、外家炉火等，
皆以历法为基础，不懂历法根本无法学习和应用这些学问，只有通晓历法，才能掌握天地宇宙的规律
，才能成为众氏族拥护的首领。
所以说黄帝在与蚩尤的战争中应用了八卦甲子理论，是可信的。
相传黄帝所作的《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石，是天人养生之道，而《易经》是《黄帝内经》的理
论源泉。
后人一谈到《易经》便会与黄帝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后人认为是黄帝发明了奇门遁甲术；其次便是
认为他将八卦、五行、阴阳等原理发展到了医学领域，写了一本《黄帝内经》。
可是通过目前的考证，《黄帝内经》并非上古医书，而是成形于战国、成书于汉代，是后人托名黄帝
之作。
    《黄帝内经》因为包含有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并
且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
比较全面的阐述，所以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又由于其养生方面的知识为道教的修炼成仙提供了基础理论，所以它也成为了道教的重要典籍，黄帝
也因此在道教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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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易理，领悟哲理，参透人生智慧；读易经，深掘妙理，昭示应变奥妙。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
希望广大读者在打开我们精心编纂的这部《易经的智慧》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介绍，明晓易经中所蕴
含的深意与真理，从卦象后的小故事中学会为人处事的道理。
本书由曹金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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