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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之一，是一本有关筮占的古书，包含的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周易》题解 
比较早的记载有周易两字的典籍包括《左传》（成书于春秋或者战国），《周礼》（成书于战国，记
录周代官制）。 

《左传·襄公九年》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左传·昭公七年》：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

其别皆六十有四。 

“周”字的意思 ◇ 东汉郑玄（字康成）：周，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易赞》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

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后人阐发： 《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纳）于山，
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 ◇ 唐孔颖达，周指周朝。 

《周义正义》案《世谱》等羣书， 神农一曰连山氏 ，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

即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周原，周人的

发祥地，包括今岐山、扶风两县的一部分。膴膴，音五，肥沃）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

正在羑里（羑音有，在今河南安阳），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为文

王所演故谓之周易，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也。 

“易”的意思 

主流的解释指日月之相，上日下月。 
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日月为易，刚柔相当。 

《系辞传》易者，象也。悬象着明，莫大忽日月。 



三易 ◇ 三种不同的易经：即《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 ◇ 三层含义：即简易、变易、不易。 ◇ 易简 
《周易今注今译》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其易之门耶！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阴阳之义配日

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 变易 
《周易今注今译》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

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系辞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

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 不易 
《周易今注今译》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

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周易》一书的结构 

《易经》 

六十四卦， 每卦一句卦辞，又称彖辞，总述一卦之大意及吉凶之断。 
《周易正义》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 

每卦六爻，每爻先列爻题，后为爻辞。爻题皆为两字，一个表爻的性质： “九” 或者 “六”；
另一个表爻的位置，自下而上，分别记为初、二、三、四、五、上。 

高怀民: 一卦六爻，代表六个不同时位，爻辞即在示人应该明时位而决定行事方针：一

则爻辞大体上可分作两部分：一为示象，一为示意。示象乃说明此一爻在全卦象上的时

位以及与其他爻乘、承、应的关系。示意乃根据示象以指示人行事之方，何者吉，何者

凶，或化凶为吉之道。 

《易传》（十翼） 

《易传》用来解释《易经》的道理。共 7种 10 篇，《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
《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易传》又称《十翼》，翼是羽翼的意思。 



◇ 《彖传》是解释六十四卦卦辞的。 ◇ 《象传》包括《大象传》和《小象传》，共 450 条。其中《大象传》64条，解释 64卦的
卦象,《小象传》解释 386 爻的爻象。 ◇ 《文言传》是专门解说乾坤二卦的文字。 ◇ 《系辞传》相当于《易经》大义的总论或通论。 ◇ 《说卦传》说明八卦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八卦相重的由来。 ◇ 《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的原理和各卦的大意。 ◇ 《杂卦传》以另一种形式来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 

作者 
八卦：传说是伏羲。 
六十四卦：一种说法是伏羲，一种说是文王。 
卦辞：传统上认为是周文王在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推演六十四卦时所作。 
爻辞：文王或者周公。 
易传：相传为孔子所作，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集体创作。 

《周易》的三个内涵 ◇ 理 
《周易今注今译》 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

与不变之原理。 ◇ 象 
《周易今注今译》 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 ◇ 数 
《周易今注今译》 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 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引而知人事与

万物的前因与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六十四卦的结构 

爻 

爻表示交错和变动的意义。《说文》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爻包含两个符号，一个是“—”，
另一个是“--”。通常把“—”叫阳爻，把“--”叫阴爻，但在《易经》中并没有这种对应，《易
经》中把“—”称“九”，把“--”称“六”。 
为什么叫“六”和“九”，有下面一些说法： ◇ 源于大衍筮法，筮法经过分二、挂一、揲四等步骤，最后得出六、七、八、九四组数。六为
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老变少不变。卜筮占变爻，不占不变爻。九、六为
变爻，故取九、六命名各爻做爻题。 ◇ 一到十之间，九为奇数中的最大，六为偶数中的中位。 

卦 

《康熙字典》卦之为言挂也，挂万象于上也。《说文》筮也。从卜圭（音归）声。�  

八卦 

由三个爻自下而上排列而成的记号，也称单卦。 

 
《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礼纬含文嘉》伏羲德合天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之以作《易》.�  

 

河图： 前七二，后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五与十。 

        

河图       洛书 



洛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八六为足，五居中央。 
北宋易学家邵雍（谥康节）继承前人说法，把八卦按方位次序分为先天八卦（伏羲八卦）和后天
八卦（文王八卦）。朱熹《周易本义》推广了该说法。� 

先天八卦 

 
《说卦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

是故《易》逆数也。 

后天八卦 

 
《说卦传》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

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

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

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

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

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

乎艮。�  



六十四卦  

将两个单卦上下组合，称重卦,全部组合数为八八六十四卦。�八卦、六十四卦名称次序可用卦歌
帮助记忆。 

 
 



十二辟卦（消息卦） 

辟音必。在一个卦体中，凡阳爻去而阴爻来称为消；阴爻去而阳爻来称息。十二消息卦即被视为
由乾、坤二卦各爻的消息变化而来的。辟 是君主的意思，这里取其主宰之义。这十二卦是：复、
临、泰、大壮、夬、乾、姤、 遯、否、观、剥、坤。� 

 

本卦 

又称正卦，为占问时求得的卦。 

之卦 

又称为变卦, 把占问时的变爻, 阴变阳, 阳变阴, 变成另一个卦即为之卦, 表示事情的结果. 

错卦 

又称旁通卦，指的是每个爻位的阴阳全都相反的两卦。�在八卦中，震雷☳与巽风☴， 艮山☶与
兑泽☱。� 

综卦 

又称反卦，六爻上下置换，即将本卦转 180 度之后的卦，也称镜面卦或倒置卦�。在八卦中，震
雷☳与艮山☶，巽风☴与兑泽☱。 

互卦 

从原本的六画卦中把二、三、四、五爻再组成另一个卦，这个卦以二三四爻为下卦，三四五爻为
上卦。�比如水泽节（上坎下兑）  的互卦为山雷颐（上艮下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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