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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序卦》者，文王既繇（音 zhòu， 占卜的文辞）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

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故谓之《序卦》焉。《序卦》之

所明，非《易》之缊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 不取深缊之义，故云「非《易》之缊」，

故以取其义理也。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先有天地，然后在天地之间产生了万物。 

天地：此天地指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以“天地”生万物说明乾坤为六十四卦之首的原因。万
物：指自然界万物，此以“万物”说明六十四卦。 
焉：于是，于天地间。 

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 
充满天地间的是万物，所以接着是屯卦。 

盈：充满。 
唯：义同“惟”，只有。 
受：甲骨文字形，两手中间有一只舟，表示传递东西。本义是接受，承受。这里指继，承继。 
屯：屯卦。《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一，地也。尾曲。  

屮( chè)：草。一：土地。象草木初生的艰难。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是盈满的意思；是事物开始产生之意。 

从盈满和事物开始产生两个方面解释屯的意相。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事物生下来后，必定都是蒙昧的（另一说是 一定要教育启蒙），所以接下来是蒙卦。蒙是蒙

昧的意思（一说是蒙是启蒙教育的意思），是事物还处在稚嫩幼小的阶段。 

物生：事物刚产生。 



必：一定。 
蒙：蒙本义是一种草，这里是蒙昧的意思。郑玄曰：“齐人谓萌为蒙”，即指幼小之貌。物之
初生幼小是未开着，故蒙为蒙昧。 
穉：音 zhì，一本作“稺”、“稚”。古三字通，有幼稚之义。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事物在稚嫩的时候，不可以不养育；所以接着是需卦。需的意思是需要饮食的道理。 

需：象形，指遇雨，停在那里等待。本义是等待。《子夏易传》稺而不为，待其资也。另一种
解释是需，需要，需求。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解决饮食的问题，一定免不了争讼。 

讼：本义是争。《易程传》人之所需者，饮食。既有所须，争讼所由起也。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 
争讼、争执一发生后，必定需要纠合大众之力量，所以接着是师卦。 

师：众的意思。古二千五百人为师。 

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许多人在一起，一定会比附和相互辅助。比卦的意思就是比附相亲。 

比： 象两人步调一致，并肩而行。它与“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比有亲密之义。《说

文》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 《易程传》比，亲辅也，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 《子

夏易传》比者，众辅而同也。 

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 
人与人比附在一起，必定会在物质上有所蓄积。 

畜：音 xù。本义是家畜。这里是作动词，积聚，养的意思。 积聚物质财富、畜养人才等等。 
为什么叫小畜？ 《易程传》四以一阴得位，为五阳所说。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阳之

志，是以为畜也。小畜谓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阴故也。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物质有所蓄积，之后人们的行为等要有条理和规范，因此需要用礼来让人们有所遵循践履。 

履：践、踏，表行走之意。 礼，人之所履也。《子夏易传》畜众则有治也，修礼以整之，故



受之以履。《周易集解》物畜不通，则君子先懿文德，然后以礼导之，故言物畜然后有礼也。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有了礼之后就会使家庭社会通达、安泰。所以接着是泰卦。泰是通的意思。 

泰：平安，安定。《说文》滑也。《说文解字注》滑则宽裕自如。 

通：通达，顺遂。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事物不可能长久处于通泰的状态，所以接着是否。 

否： 音 pǐ 闭塞，阻隔不通。 《易程传》夫物理往来，通泰之极则必否，否所以次泰也。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事物不可以始终否塞不通，所以接着是同人卦。 

同人：同于人。《易程传》又世之方否，必与人同，力乃能济，同人所以次否也。《周易正义》

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门同人，不谋而合。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同人卦之意思是和乐的与众人相处，因为与人和同（同事、同心、同力），所以万物一定归附。

所以接着是大有卦。 

大有：盛大丰有也。比如有大的收获，事业，功名之类。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 
有伟大的事业和成就的人，不可以盈满自负，必须要谦虚，所以接着是谦卦。 

盈：自满，满足。 

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伟大成就而又能够谦虚的人，一定会能够自己得到悦逸、安乐，或也使别人得到安逸、喜

悦，所以接着是豫卦。 

豫：《说文》象之大者。这里指快乐，安乐。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喜悦和乐就必定有人追随。所以后面是随卦。 

随：《说文》从也。《周易郑康成注》内动之以徳，外说之以言，则天下之人一作民咸慕其行，

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以喜悦追随别人的人，一定有事情希望得到解决。蛊卦卦名是有事情的意思。 

蛊：《说文》腹中虫也。这里指惑乱的意思。《周易集解》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有事之后则可一一解决这些事，然后能创造一番大的事业，所以其后面接着是临卦。 

临：本义从高处往低处察看。这里指治理、统治，自上临下，临民之义。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有了广大的事业之后，人们就会观瞻。 

观：《易程传》人君上观天道，下观民俗，则为观。修德行政为民瞻仰，则为观。临卦阳爻在

下，为君长下临百姓；观卦则是君长在庙堂之上，百姓仰观。 

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可以观瞻以后，就可以进行取舍使之能和合，所以接着是噬嗑卦。嗑是合的意思。 

噬嗑：噬，本义是咬。嗑是合的意思。《易程传》口中有物，间之啮（niè，咬），而后合之

也。口中有物，则隔其上下，不得嗑必啮之，则得嗑，故为噬嗑。 在口，则为有物；隔而不

得合。在天下，则为有强梗或谗邪，间隔于其间，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 《子夏易传》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齐之以刑。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事物不可以苟且相合在一起就行了，要装饰一番。 

贲：音 bì，装饰，打扮。《说文》饰也。 《子夏易传》虽合而已，未之至也。故制之大小，

序之等终，分之外内，别之同异，文物以采之，声明以扬之，焕然而有其文，而后尽其治也。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修饰、文采到极点，便是能亨通、畅达，但也是到了一个尽头，所以接着是剥卦。剥卦是剥

落、凋零、衰弱的意思。 

剥：这里是剥落，脱落的意思。《说文》裂也。《广雅》剥，离也。《周易正义》极饰则实丧也。

《子夏易传》失其本也，则道之消矣。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万事万物不会终久的剥落、衰弱，所以剥落到了极致，穷乎其上则必定返下而生，故剥卦的

后面接着的是复卦。 

复：《说文》往来也。本义是返回、回来的意思。《子夏易传》复，刚长也。君子之道生也。



《易程传》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 （剥和复都是消息卦） 

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回复到正理就不会妄想妄为了，因此后面是无妄卦。（另一说是刚复归后不可有所妄为）。 

妄:《说文》乱也。无妄：不妄想妄为的意思。《易程传》复者反（返）于道也，既复于道则

合正理而无妄。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

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 

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一旦有了不妄想、妄动，则能够积蓄精力与实力，所以说无妄卦之后接着是大蓄卦。 

大蓄指有很丰富、笃实的存积。 《子夏易传》刚长而无妄，能畜其大也。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 
物质精神财富有所蓄积，然后可以养育万物。颐卦是养育的意思。 

颐：本义是下巴。这里指保养。《易程传》颐，养也。人口之所以饮食养人之身，故名为颐。

圣人设卦推养之义，大至于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与人之养生养形养德养人，

皆颐养之道也。动息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人以养

人也。 

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不能有所滋养、养育便不可以有所行动， （反之，能养育万物，则可以达到伟大的目标），

所以后面是大过卦。 

过： 《说文》度也。本义是走过，经过。大过就是大大的超过，大的过渡、非常行动的意思。
《子夏易传》养之而后动，乃能过为治也。《易程传》所谓大过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过于

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见，以其比常所见者大，故谓之大过。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放伐，

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见，故谓之大过于常也。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万物万亊都不可能持续的一往前进的，所谓盛极必衰， 所以大过卦之后是坎卦。坎卦是陷境，

困顿的意思。 

坎： 本义是坑，穴。《说文》陷也。《说文解字注》阱者，大陷也。《易程传》过极则必陷。

《子夏易传》过动而不由其制，必轻其小也。物无轻也，虽小能陷。《周易正义》过而不已，

则陷没也。 

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陷入困顿一定想要有所丽附，依附，所以接着是离卦。 



离，本义是鸟名，即黄鹂，也称仓庚。 
丽：本义是成群、结伴、成对，这里指依附、附着。《易程传》离，丽也，谓附丽也。如日月

则丽于天，百榖草木则丽于土，万物莫不各有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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