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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枢轴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文
化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进程中，
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
《周易》、《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也是中华文化进程的三部曲，它标
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史。
作为“易文化”本质的“易道”，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理念与生成结构。
是开物成务、彰往察来、弥纶三才的大规律、大法则，是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维方式
与价值取向。
“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总体走向，代表了
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
识和风俗习惯。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易道”正是通贯儒家、道家的中华大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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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易新解》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前人所未涉及的研究《周易》的理论
框架。
作者认为：　　一、抽象的易卦符号是描述具有六个因素，而每一因素都有两种对立状态的事物的数
学模型；　　二、在《易经》中附上了卦爻辞的易卦符号，则是古人把这一数学模型用于思维决策的
特定模型；　　三、《易经》的卦爻辞是解释思维决策模型的例题，例题的选材来自前人对象数之学
的理解；四、卦爻辞是用集句的方式写成的，用于集句的语句来源于前人占策活动的记录。
上述理论框架虽为前人从未涉及，但却能把前人研究《周易》的许多观点包容其中，兼收并蓄，推陈
出新。
第二部分是对《易经》六十四卦逐字、逐句、逐卦的注释、翻译和评论。
　　《周易新解》含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异于前人的独到见解，却又通俗易懂，对初学者来说，是一
部很好的入门书；同时，又是研究《周易》值得比较、参考的学术著作。
著名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生前审读过《周易新解》部分原稿，并为之作序，评价此书〔为研究《周易
》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然成一家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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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维诚，男，一九三五年生，湖南宁远县人。
一九六○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曾在中学和湖南教育学院任教，后入湖南教育出版社任编审
。
现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初等数学解题方法研究》《文学中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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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上篇 周易新论　第一章 《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一、《周易》的起源与作者　　二、《周
易》的形式与内容　第二章 历代研究《周易》的方法　　一、象数派　　二、义理派　　三、训诂派
　　四、科学派　第三章 易卦是思维决策的数学模型　　一、易卦——布尔向量的原型　　二、论易
卦的起源　　三、易卦是古人思维决策的数学模型　　四、易卦的形式是决策模型最合理的符号　　
五、对象数之学的重新评价　第四章 研究《周易》的新方法　　一、决疑、立卦，数学模型的产生　
　二、观象、系词，解释决策模型的例题　　三、研读《周易》的新方法下篇 周易六十四卦详解　乾
第一　坤第二　屯第三　蒙第四　需第五　讼第六　师第七　比第八　小畜第九　履第十　泰第十一
　否第十二　同人第十三　大有第十四　谦第十五　豫第十六　随第十七　蛊第十八　临第十九　观
第二十　噬嗑第二十一　贲第二十二　剥第二十三　复第二十四　无妄第二十五　大畜第二十六　颐
第二十七　大过第二十八　坎第二十九　离第三十　咸第三十一　恒第三十二　遁第三十三　大壮第
三十四　晋第三十五　明夷第三十六　家人第三十七　睽第三十八　蹇第三十九　解第四十　损第四
十一　益第四十二　夹第四十三　娠第四十四　萃第四十五　升第四十六　困第四十七　井第四十八
　革第四十九　鼎第五十　震第五十一　艮第五十二　渐第五十三　归妹第五十四　丰第五十五　旅
第五十六　巽第五十七　兑第五十八　涣第五十九　节第六十　中孚第六十一　小过第六十二　既济
第六十三　未济第六十四附录　古人揲蓍成抖的方法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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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周易新论　　第二章 历代研究《周易》的方法　　二、义理派　　“象数之学”曾长期统
治《周易》的研究领域，终于走到了山重水复的地步。
直到魏晋人王弼注《周易》时，才一扫汉人象数之学，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
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又说：“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认为：象（卦象）、意（卦的主题思想）。
言（卦的文字）三者的关系是：象是产生意的，言是说明意的。
要尽情地表达意莫过于象，要清楚地说明象莫过于言。
言只是一种说明象的工具，而象则是表达意的一种方式。
既然已经得象，原来用以说明象的言就可以“忘记”了；既然已经得意，原来用以表达意的手段也同
样可以“忘记”了。
最终需要的只是意，只要对意的内涵精神实质充分发挥，就能真正地读懂《周易》，“忘象以求其意
，义期见矣！
”（《周易略例?明象》）　　义理派的特点是：在注释经文时，首先根据一个卦的卦画，确定它的象
是什么，卦象认定以后，再根据卦的“象”确定一个卦的“意”也称“义理”（即中心思想）是什么
？
认定了一个卦的“意”之后，就完全撇开象和卦爻辞的实际意义，而从所谓“义理”上去发挥。
例如咸卦—是艮下兑上，《说卦传》：“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咸卦之象是在下的少男追求在上的少女，因此咸卦的“意”是讲夫妇之道的。
《荀子?大略》中说：“《周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于是义理学派就按咸卦是讲夫妇之道的这个主题去发挥卦爻辞的微言大义。
　　义理派虽然排除了“象数之学”的烦琐方法，但他们的“义理”主观臆断性较大，往往渗透着研
究者本人的思想，如王弼把自己的玄学思想注入《周易》，程颐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周易》等等
。
并且他们不仅“得意忘象”，也“得象忘言”。
并不注重对《周易》本文的阐释，离开经文而凿空立论。
对于经文中难解的字、词、句，他们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或顾左右而言他，对人们了解经文本
意并无帮助。
“文且未亨，理将安托”（鲁迅语），连文字都没有弄通，又怎么能很好地理解它的意义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研究《周易》的方法都是象数与义理交相为用，很多研究的成果都未必符
合《周易》经文的本义。
能另立新说，还《周易》本来面目的未见一人，也没有一本能逐字逐句解释经文可供人们参考的注本
。
　　三、训诂派　　象数和义理曾长期统治着《周易》的研究领域，西方学术传人之后，闻一多、郭
沫若、顾颉刚、高亨、李镜他等人才弃而不用，而运用考古学、文字学的方法对《周易》的文字进行
清理、注释。
他们肯定《周易》是占卜之书，认为卦画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这些卦画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卦爻辞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和抽签的号码差不多。
”（李镜他《周易通义》）如同“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他们还把《经》与《传》分开，彻底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
又能在考古、训诂方面下工夫，给《周易》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毋庸讳言，训诂派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缺点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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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到目前为止，考古领域对有关《周易》的文物，发现的不多，它们对研究《周易》能提供
的有力证据非常有限。
第二，在文字学方面，由于破字太多、太广泛，某字借为某字，某字再借为某字；某字通某字，某字
又再通某字，这样地通假下去，也难免穿凿的地方。
第三，这种研究方法完全置卦画的意义于不顾，不承认《周易》每卦都有“立象以尽意”的中心思想
，只对卦爻辞作孤立的诠释，就使每一个卦的中心思想和完整论述受到割裂，变得支离破碎，也不利
于人们对《周易》原意的理解。
　　四、科学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所谓“科学易”的热潮。
不少研究者用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周易》。
也有人从《周易》的微言大义中去寻找现代科学的理论根据或思想方法。
这两种方法合起来被称为“科学易”。
人们通常是把“科学易”理解为后者。
　　例如1983年，吴学谋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力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泛系方法论与泛系突变分
析》一文，指出“泛系分析”思想是吸收了《周易》变化的观点。
1985年在成都成立了《周易》在地质学方面应用的研究小组。
1987年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赵庄愚认为《周易》的阴阳即是物理之正负的能元，赵定理则从天
文学的角度提出《周易》学时空观。
潘雨庭在《科学易》中将生物体六十四种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联系起来，从而得出：“现代分子生物
学之DNA与RNA，其分子结构之变化与化学键之‘象数’，不期与此相似。
”1989年在河南安阳举行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讨会”更认为：“近现代一些重大的自然科
学的进展，都与《周易》有密切的关系。
如新型电脑的软硬件改进，生物遗传密码研究的进展，特别是现代混沌理论的产生，耗散结构的问世
，都受到《周易》思想的启示。
”特别是1937年薛学潜发表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等》的著作，1940年刘子华博士在巴黎出版的《八
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博士论文，堪称“科学易”的鼎力之作。
　　但是，这些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弊端是不注意区分《周易》中所固确的思想与后人在学习《周
易》中受《周易》的启发而发挥的那些思想和方法。
例如，许多学者热衷于宣扬《周易》中的二进制数学思想，实际上，作为一种符号，《周易》中的卦
有很有趣的数学结构，也的确可以与二进制数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二进制的创
始人，他也惊奇地发现了这一现象。
但是二进制数与《周易》本身并无实质上的联系。
偏重于实际运用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史证明，我国古代数学从来就使用十进制。
　　一般地说，近年来所谓“科学易”大抵是某些科学工作者把某些科学知识，放弃该学科通用的术
语，而用《周易》中的一些词句来包装它们，由手这些人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在用《周易》中的语
言取代专业术语之后，还能把它们疏通转换，做到使他们关于“科学易”的“理论”能自圆其说。
但表面上言之成理，实际上两不相关。
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已经不乏其例。
　　以数学为例，宋代数学家秦九韶（1202—1261年）发明了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这是数学史上一
项相当重要的成果，国外称它为“中国剩余定理”，但秦九韶本人却认为它是《周易》的产物，因而
称它为“大衍求一术”，认为这一成果早蕴含于《周易》揲著成卦的方法中。
他在《数书九章》的序言中写道“昆仑磅礴，道本虚一，圣有大衍，微寓于《周易》，奇余取策，群
数皆捐，衍而究之，探隐知原。
”秦九韶还绞尽脑汁，硬把前人对《周易》揲著成卦的理解进行改造，使之纳入他的“大衍求一术”
之中。
所以后人对秦九韶的做法不无微辞，不仅数学史家批评他“极尽穿凿附会的能事”，“使我国古代教
学在整数论方面的成就无端沾染着一层数字神秘主义的色彩”。
甚至连易学家也反对他的作法，批评他“竟欲以此易古法则过矣”，“欲以新术改《同易》揲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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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乖古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唐代擅长天文数学的僧一行（673—727年）编制了一部比较精确的历法《大衍历》，其中许多精
密资料的得出，肯定要使用一些先进的数学知识，如他使用的“不等距二次插值法”，就是对数学的
一大新贡献。
但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他的新方法的数学本质，却使用一些《周易》的术语，如“五行”“揲四
”“三极”“两仪”“象”“爻”“生数”等术语，硬凑出一套神秘的计算公式来，使之能“沿易以
为说”。
僧一行使自己先进的数学思想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既未能推广，也未能流传。
而伪装的符合易学术语的思维公式，却长期迷惑、困扰后世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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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易》是群经之首，　是中华文化之源。
　　《周易》是人类轴心期唯一的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图书，它的内容和形式独特而神
秘。
　　《易经》、《易传》、易学代表着中华文化进程的三步曲，标志着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
文化的发展过程。
正是易学文化源头活水的滋润，形成了中国历代科学与人文的叶茂枝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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