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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一部古代智慧者的合集
原始的《易经》有三种，即“三易”。三易产

生的年代有不同说法，东汉大儒郑玄认为，夏代
的易学是《连山易》，商代的易学是《归藏易》，周
代的易学是《周易》。前“两易”早佚，独《周易》
传世。我们通常说的《易经》，就是指的《周易》。

《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
即它的成书是由上古的伏羲、中古的文王、下古
的孔子三位圣人接力完成的。

大约七千年前，被视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
之一的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在
天水卦台山创立了八卦。还相传洛阳东北孟津
县境内的黄河中曾有龙马浮出，背负“河图”，献
给伏羲，伏羲依次而演成八卦。也大约在这个
时代，出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太极八卦图，现在就连韩国国旗、新加坡空
军机徽等也采用这个图案。伏羲一画开天，从
此开启了中华文明之光。八卦又称“八索”，可
以看出八卦应是先民结绳记事的一次演进。八
卦是中国最早的计数文字，是中国古文字的发
端，也代表着远古人类对万事万物性质及形状
的通晓和分类归纳能力的提升。

三千年前，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曾
被殷纣王关押在羑里城七年。在漫长的岁月
里，他发愤治学，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反映宇宙万物的复杂
变化。并给每卦写了卦、爻辞，提出“刚柔相对，
变在其中”的朴素辩证法观点。这就是“文王拘
而演周易”的历史典故。也有研究者认为卦辞
是文王所系而爻辞是其子周公所写，只是根据
古代的宗法观念，子从父，所以三圣之中没有提
到周公。

两千年前，孔子晚年整理先秦古籍时，他修
《诗》《书》、定《礼》《乐》，独对《易》倍加推崇而不
删不减，还亲为序十篇：一、《彖》上下二篇，解释

《易经》的卦象、卦名和卦辞；二、《象》上下二篇，

解释卦、爻辞，解卦辞的为《大象》，释爻辞的为
《小象》；三、《文言》，解释乾、坤两卦；四、《系辞》
上下二篇，总论《易经》大义及卦、爻辞；五、《说
卦》，解说卦象及卦文；六、《序卦》，对六十四卦
排列顺序作解释；七、《杂卦》，对六十四卦中相
反卦义作阐释。这七种十篇解释和发挥《易经》
的传文好比辅助鸟躯干活动的翼，故称为“十
翼”。十翼应是孔子及其后学弟子共同努力研
究的成果，是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到了汉代，
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
视为《易经》的一个组成
部分，成为儒家思想的根
源。

从伏羲感天悟地创
立八卦，到文王演为六十
四卦，再经过周公和孔子
两个伟大人物的学习和
推论解读，一部完整的

《易》书才流传下来。特
别是经孔子及其弟子作

《易传》，溯本求源，化为
现代人人人能读、能用的
思想宝典，还原了《易经》
本来面目，使之成为了一
套系统的哲学理论。

《易经》的内容十分丰富，上论天文，下讲地
理，中谈人事，从自然到社会，从生产到生活，上
自帝王将相的治国之道，下至平民百姓的做人
处事等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因此各个时代都
十分重视易学的研究，至汉代时出现众多学派
进行易学研究的极盛时期，到魏晋隋唐时由两
汉的重象数转向了晋唐的重义理，而宋明易学
则从哲学高度来探讨经传的微言大义，清代的
解易著作也十分丰富……《易经》经中国古代最
有智慧的人接力完成，又经历代学问大家勘定
注解，给我们提供了阅读的方便。

几千年来，《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

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从先秦至近代注释
发挥《易经》的著作竟有三千余部，浩瀚的易林
形成了中国的易学史系统，其渊博的易理对中
国的哲、史、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下面再推荐几部不同时期研究《易
经》的权威著作，供大家从不同角度来研读《易
经》：

魏晋玄学奠基人王弼撰的《周易注疏》。这
部书是经学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典籍，它

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以
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
思维和义理分析摒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
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

唐李鼎祚撰的《周易集注》。自王弼之后，
义理派成为易学的主流，汉代的象数派易学逐
渐衰落，这部书却以象数派的学说为主，共引用
了三十余家多为汉代学者的学说，是研究汉易
最重要经典，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

北宋程颐撰的《伊川易传》。该书又称《周
易程氏传》、《程氏易传》，受义理派名家王弼及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影响较大，是义理派易
学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的义理派著作影响极
深，不仅宋元言义理之著大多本《伊川易传》，清

代题名“御撰”的易学名著《周易折中》也是以该
书思想为本。该书对“二程”四传弟子朱熹的影
响也比较大。

南宋理学家朱熹撰的《周易本义》。这部书
强调《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受象数派、图书派
的影响非常明显，并试图调和义理派易学与象
数派易学。该书卷首列有各种卦歌，还有河洛、
先天图等，很适合入门者学习。朱熹被比肩为
孔子而尊称为“朱子”，我们今天所见的《易经》

文献，即朱熹勘定。其
思想是明清的官方哲
学，也使此书对后世产
生了极大影响。

《易经》中华传
统文化的总源头

《易经》的形成过程
前后历经了几千年，是
人类自开天辟地以来至
周代之前生存经验的总
结，是古代智慧的集大
成，也是最古老最能体
现中华文化的经典。

在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春秋战国时
期，通过“百家争鸣”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
文化体系，奠定下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
础。在我国古代第一个学术黄金时代里，儒、
道、墨、法、阴阳等诸子百家之学说的喷薄竞出，
是前代文化长期孕育、文化传承的结果。而诸
家学说都有程度不同的来自《易经》的借用和发
挥。

《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摇篮，是
诸子百家的开始，是大道之源。中国所有的传
统经典，都是在从不同角度解释《易经》道理而
建立的理论体系；或以《易》为理论依据，将各种
新知新见导入易学，使易学的外延不断扩展，以

至于形成“无所不包”的奇异文化现象。乾隆时
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说：“易道广大，无所不
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
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我们要学
习传统文化，就不能不读《易经》。

儒家尊《易》之乾天阳动，贵刚健，主张积极
入世；道家敬《易》之坤地阴静，主柔顺，推崇避
世无为……儒、道两家同源殊途，构成了中国思
想文化史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的两大思想主
流，《易经》作为行动指南正是二者的统一。

佛教是在儒道形成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在
古印度逐渐没落，然而却在中国显现出强大生
命力，原因之一便是吸收了以儒家、道家为代表
的易经思想，从而使儒、道、释三家共同构成了
我们传统文化的主干。

自汉代朝廷设五经博士，儒学终于从显学
成为官学，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而被
儒家奉为经典的《易经》，也由此成为中华文化
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在《易经》，历朝以来
人们都把《易经》列为诸经之首来学习。易经思
想进而又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融进中华民族
的心理素质之中，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成
为我国几千年来的普遍价值观。

南宋陆游晚年写给小儿子的诗《冬夜读书
示子聿》中道：“易经独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见圣
人。”可见诗人对《易经》是如何地推崇备至。都
说秦朝“焚书坑儒”不焚《易经》，是因其属于“医
药卜筮种树之书”。但以《易经》在当时社会的
影响力，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和跟荀子学
过“帝王术”的丞相李斯，怎能不了解《易经》的
价值所在？说他们是出于敬畏之心而曲意将其
保全也不是不可能的。

其实任何时代，《易经》对中国人、对中国社
会的影响都是深刻而全面的。

（待 续）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易经》易读
◎齐永山









前几天整理房间时翻出一本相册，打
开一看，是奶奶的照片，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照片

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这是一张边角已经打卷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奶奶推着大梁自行

车，笑得如同暖阳中绽放的秋菊。我记得奶奶曾摩挲着这张照片，讲述艰难
岁月的故事。那时，爷爷一个人的工资要供四口人吃饭，为了买这辆车，本就拮据

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省吃俭用，一天吃两顿饭，衣服上补满补丁，半年后才换来一张“车
票”。

儿时的我无法体会当时物质匮乏到何种程度，也不知道吃不饱的痛苦，现在，我才有了一
些模糊的认识。节俭，是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奶奶时时刻刻

演绎着节俭的内涵：破衣服舍不得扔掉，小树枝留起来烧饭用……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浪费。节俭
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可以流传千古的美好风尚。虽然现在物质充足，但节俭仍是社会的需要，我也应
该改掉浪费的习惯。

翻动相册，看到一张奶奶推车去卖菜的照片。忙了大半辈子的奶奶一直认为“闲能闲出病来”，老了
也要整天忙。在院子里种点小菜，吃不了就去卖。每次出门前，奶奶都会仔细挑选，选出丰硕饱满的果
实，摘去发黄的叶片，留下鲜嫩欲滴的精华。我看着奶奶精挑细选，仿佛在倾注所有感情，奶奶自豪地对
我说：“咱家的菜模样好，我做的是实在买卖！”我那时只会对着奶奶傻笑，奶奶也笑，每一条皱纹中都塞
满了幸福。

现在想来，奶奶的菜可谓是无公害，用早晨捉虫代替打农药，过称时也是斤两十足。诚信经营，奶
奶以农民的理解，以最朴实的方式，身体力行。我想，做生意做人都应讲诚信，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所提到的。

又看到一张照片，但它上面只有几个扭曲的字符，这是文盲奶奶的独创。我总是麻烦奶奶
帮我买东西，但老人记性不好，有时就忘掉了，我就时常埋怨奶奶，奶奶一脸的愧疚。于是

奶奶就发明了奇怪的字符，用笔画在手上提醒自己。我曾忽略掉被我埋怨后奶奶的失
落，也曾忽略掉“任务”完成后奶奶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只会一次次、不留情地伤害

那颗衰老脆弱的心。我早该明白这些，懂得孝敬与关爱、理解与宽容。
一张张照片翻过，一件件旧事重忆，一次次思想升华。我已

长大，看待问题也更加理性成熟，但奶奶还会是我的引路
人，她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需要我用心去体

味。 作者单位：济北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