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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错：通措，置，设定。 

咸：《说文》皆也，悉也。这里指感应。 

此句就咸卦而言，咸卦有男女互相感应、相通的意思。咸卦下艮上兑，兑为少女，艮为少男，

故称“男女”。咸“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故有“夫妇”之象。艮兑为乾坤求索而生，故

曰“父子”。乾坤有尊卑上下，故曰“君臣”“上下”。 

少男、少女、父母及求索之说见于《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

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

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妇之道是必然要长久持续下去的，所以接着是恒卦。恒是长久的意思。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永久、持久地处在一个固定的处所中（时间久了之后就会离去或者消退），

所以恒卦之后接着是遯卦。遯卦的意思是退后、退藏。 

遯：逃避的意思。《说文》逃也。 

《易程传》夫久则有去，相须之理也，遯所以继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谓也。《周易

正义》遯者隐退逃避之名。 

物不可终遯，故受之以大壮。 

然而事物不可能长久地退藏，所以遯卦后面接着是大壮卦。 

大壮：大者盛壮之义，象征阳的增长和盛大。 

《易程传》遯为违去之义，壮为进盛之义。遯者，阴长而阳遯也。大壮，阳之壮盛也。衰则

必盛，消息相须，故既遯则必壮，大壮所以次遯也。《周易正义》壮者，强盛之名。以阳称大，

阳长既多，是大者盛壮，故曰大壮。 



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 

事物不可能始终处于壮盛而不有所前进。所以接下来是晋卦，晋是前进的意思。 

晋：本义是上进。常用词有晋升、晋封、晋见。《说文》进也。日出万物进。 

《易程传》晋者进也，物无壮而终止之理，既盛壮则必进，晋所以既大壮也。 

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 

事物前进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必定会有些阻难、障碍，然后使本身受到伤害。 

夷：伤、受伤的意思。明夷：光明的事物受到伤害。 

《易程传》夷者，伤也。夫进之不已，必有所伤，理自然也。为卦坤上离下，明入地中也，

反晋成明夷，故义与晋正相反。晋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贤并进之时也。明夷昏暗之

卦，暗君在上，明者见伤之时也。日入于地中，明伤而昏暗也，故为明夷。 

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在外面受到伤害，一定想到回家，所以接下来是家人卦。 

家人：指一家之人，另一种说法是指家中的礼义、伦礼之道。 

《易程传》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

之道也。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如果家道失节，便会乖异离散，所以接下来是睽卦，睽就是乖的意思，也就是目不相视、违

背、背离、乖异。 

睽：本义是两眼不看一地方。这里指分离、背离。《说文》目不相视也。 

乖：背离、违背、不和谐的意思。 

《周易正义》室家至亲，过在失节。故家人之义，唯严与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家人尚

严其敝，必乖也。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 

违背道理和伦常必然导致灾难，所以接下来是蹇卦。蹇就是灾难、困难、停止不前的意思。 

蹇：本指腿跛，行动不便，这里指艰难，不顺利。《说文》跛也。 

《易程传》蹇者，难也。睽乖之时必有蹇难，蹇所以次睽也。蹇，险阻之义，故为蹇难。 

物不可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事物不可以始终处于困难中，所以接下来是解卦，解是困难得到缓解的意思。 



解：本义是分解牛。这里指分散、缓解之义。《说文》判也。 

《易程传》物无终难之理，难极则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缓解困难一定会有所损失。还有一种说法是过于缓慢则会造成错失。 

损：本义是减少。《说文》减也。 

《易程传》纵缓则必有所失，失则损也，损所以继解也。 

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不停地损失，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增多，所以接下来是益卦。 

益：甲骨文象器皿中有水漫出。溢的本字。本义是水漫出。这里是增加的意思。 

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不停的增加，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溃决。夬就是决的意思。 

夬：是决的意思。决：本义是疏通水道，使水流出去。这里指决溃，另有一种说法是决去、

除去的意思。《说文》行流也。 

《周易正义》益而不已则盈，故必决也。《易程传》益之极必决而后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巳，

巳乃决也，夬所以次益也。从爻上看，决也可以解释成决去、除去的意思。《易程传》五阳在

下，长而将极；一阴在上，消而将尽。众阳上进，决去一阴，所以为夬也。夬者，刚决之义，

众阳进而决去一阴，君子道长，小人消衰，将尽之之时也。(这里也隐含着一种决断的意思)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不同的决断，会有不同的遭遇。另一种解释是决去必定有所遭遇，所以接下来是姤卦。姤是

遭遇的意思。 

姤：相遇。《说文》偶也。 

《周易正义》以正决邪，必有嘉遇也。《易程传》物之决判则有遇合，本合则何遇，姤所以次

夬也。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事物相遇之后就会依据性质和类别而相聚在一起，所以接下来是萃卦，萃是聚集的意思。 

萃：本义是草丛生的样子，这里引申为聚集，聚拢。《说文》草貌。 

《易程传》萃者，聚也。物相会遇则成群，萃所以次姤也。 

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事物积聚之后就会不断地增长变高，这叫做升，所以接下来是升卦。 

升：上升，升起的意思。 

《易程传》物之积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为升所以次于萃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不停的上升，一定会有困顿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是困卦。 

困： 甲骨文字形像房的四壁里边生长着树木，本义是废弃的房屋。这里是困扰、被阻阨的意

思，另一种解释是疲倦的意思。《说文》故庐也。 

《易程传》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进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后受之以困也。困者，

惫乏之义。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在往上发展时被阻阨，一定会返回到下面避开困阻，所以接下来是井卦。（一种说法是物之在

下者莫过于井，另一种说法是井是一种以德养人的象征。） 

井：水井。 

《易程传》上升不已而困，则必反于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周易正义》

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此卦明君子修德养民，有常不变，终始无改，养物不

穷，莫过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道不可以不革除污垢，所以接下来是革卦。 

革：本义是去毛的兽皮。这里引申为变革、革除。 

《易程传》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

《周易正义》革者，改变之名也。《子夏易传》井者，治之使深也。德者知而日新也，故不可

以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变革事物（化凉为热、化生为熟）的东西莫过于鼎，所以后面是鼎卦。 

鼎：古代烹煮用的器物。 

《易程传》鼎之为用，所以革物也，变腥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水火不可同处也，能使相合

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周易正义》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后铸金，

而为此器以供烹饪之用，谓之为鼎。亨饪成新，能成新法。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 

主持祭祀、社稷重器的人，莫如长子。所以接着一卦是震卦（震卦代表长子）。震是活动、行



动的意思。 

《易程传》鼎者器也，震为长男，故取主器之义，而继鼎之后，长子传国家、继位号者也，

故为主器之主。 

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事物不可以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总有停止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是艮卦。艮是停止的意思。 

《易程传》艮者，止也。 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艮所以次震也。

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坚实之意，非「止」义可尽也。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事物不可能始终停顿不前，所以接下来是渐卦。渐是循序而渐进的意思。 

渐，慢慢前进，循序渐进的意思。 

《周易正义》渐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也。《易程传》止必有进，

屈伸消息之理也。 止之所生，亦进也，所反亦进也，渐所以次卦也。进以序为渐，今人以缓

进为渐，进以序不越次，所以缓也。 

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事物渐进必有所归宿，所以接下来是归妹卦。 

归妹，是少女出嫁、得到归宿的意思。 

《周易正义》归妹者，卦名也。妇人谓嫁曰归，归妹犹言嫁妹也。妹者，少女之称也。兑为

少阴，震为长阳，少阴而承长阳，说以动，嫁妹之象也。《易程传》进则必有所至，故渐有归

义。 归妹所以继渐也，归妹者，女之归也。 妹少女之称。为卦，震上兑下，以少女从长男

也。 男动而女说，又以说而动，皆男说女，女从男之义。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能够得到应有归宿，一定能够盛大（富有），所以接下来是丰卦。丰是盛大的意思。 

丰：本义是盛满东西的“豆”(古代盛器)，引伸为大。《说文》豆之丰满者也。《说文解字注》

引伸之凡大皆曰丰。 

《易程传》物所归聚，必成其大，故归妹之后，受之以丰也。丰，盛大之义。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盛大到极致必定会失去本身的居所，所以接下来是旅卦。 

旅：本义是古代军队的编制。这里引申为寄居外地的意思。《说文》军之五百人为旅。 

《周易正义》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易程传》丰盛

至于穷极，则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丰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居在外而没有可以被容纳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是巽卦。巽是入，即进入、容入的意思。 

巽：卑顺。 

《周易正义》巽，入也。盖以巽是象风之卦，风行无所不入，故以入为训。若施之于人事，

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然巽之为义，以卑顺为体，以容入为用，故受巽名矣。《易程传》

羇旅亲寡，非巽顺何所取容，茍能巽顺，虽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被容纳之后就会喜悦了。所以接下来是兑卦，兑是喜悦的意思。 

兑：本义是喜悦。《说文》说也。《说文解字注》说者今之悦字。 

《易程传》兑者说也，物相入则相说，相说则相入，兑所以次巽也。《周易正义》《说卦》曰

「说万物者莫说乎泽。」以兑是象泽之卦，故以兑为名。泽以润生万物，所以万物皆说。施于

人事，犹人君以恩惠养民，民无不说也。 

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喜悦之后终会散去，所以接下来是涣卦。涣是离散的意思。 

涣： 流散、离散的意思。《说文》流散也。 

《易程传》说则舒散也。人之气，忧则结聚，说则舒散，故说有散义，涣所以继兑也。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 

事物不可以一直离散下去（应当有节止），所以接下来是节卦。 

节：本义是竹节。这里是节制、管束的意思。《说文》竹约也。《说文解字注》约，缠束也。

竹节如缠束之状。 

《易程传》物既离散，则当节止之，节所以次涣也。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节制自己行为（使之不逾矩，合乎度）便能取得信任，所以接下来是中孚卦。 

孚：相信、信任的意思。中孚，即心中相信。 

《周易正义》中孚，卦名也。信发于中，谓之中孚。 

《易程传》节者，为之制节，使不得过越也。信而后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则信从之，节而

信之也。中孚所以次节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有诚信的人，一定可以有所行动，向前小幅度地进展，所以接下来是小过卦。 



小过是有小的超过、经过、过度、小事亨通的意思。为什么是小？ 

《周易正义》小者谓凡诸小事也，过于小事而通者也。《易程传》人之所信则必行，行则过也，

小过所以继中孚也。《子夏易传》自中发信，民必信之，可过其物而为治之，故受之以小过。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既济。 

能够一点点地向前进展和超越，最终一定成功，所以接下来是既济卦。 

济：渡过水流的意思。 

《易程传》能过于物，必可以济，故小过之后，受之以既济也。《周易正义》济者，济渡之名；

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事物的发展是不可能穷极的，一定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也没有绝对的成功和完成的时候，所

以最后一卦是未济卦。 

未济：未渡过，引申为未成功。 

《易程传》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

则有生生之义。《周易正义》未济者未能济渡之名也。有为而能济者，以己穷物者也。物穷则

乖，功极则乱，其可济乎？故受之以未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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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易》的卦序 

通行本卦序 

通行本卦序即《序卦传》中的卦序。将 64 卦分成 32 对，两两一组，互为错卦或者综卦。错

卦是卦的阴阳爻全部相反，如乾和坤、颐和大过、坎和离、中孚和小过。综卦就是卦形上下

颠倒，如屯和蒙等。前面互反的八个卦自己同自己互为综卦。 

《周易正义》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偶二二相偶二二相偶二二相偶，，，，非覆即变非覆即变非覆即变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

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复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

也。 

 

先天六十四卦序 

按二进制数字排出来的顺序，跟先天八卦排序方法是一样的。常见的格式是下面的方圆图。 

 



京房八宫卦序 

把 64 卦分成 8 宫，每宫 8 卦。八个宫是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前面四宫属阳，

以乾父为首，依次是长男震，中男坎，少男艮；后四宫为阴，由坤母为首，然后是长女巽，

中女离，少女兑。（父、母、男、女之说详见《说卦传》。） 

乾、震、坎、艮、坤、巽、离、兑是每一宫的本宫卦（或者叫做宫主卦）。每宫中有八个卦包

括本宫卦、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及归魂卦。 

一世卦是本宫卦的初爻取反。二世卦是本宫卦的初爻、二爻取反，以此类推直到五世卦。游

魂卦是在五世卦的基础上把第四爻再取反。归魂卦是在游魂卦的基础上把下三爻再取反。 每一卦都有一个世爻，一个应爻。一世卦的世爻在第一爻，二世卦的世爻在第二爻，以此类推到五世卦的世爻在第五爻，游魂卦以第四爻为世爻。归魂卦则是以第三爻为世爻。本宫卦则是以上爻为世爻。应爻则是与世爻相对应的一爻。初（一）对四，二对五，三对上（六）。一世卦的应爻在第四爻，二世卦的应爻在第五爻，三世卦的应爻在上爻，四世卦应爻在初爻，五世卦应爻在二爻，游魂卦应爻在初爻，归魂卦应爻在上爻，本宫卦应爻在三爻。 

 

 



马王堆帛书易经卦序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内容包含 64 卦和《系辞传》。帛书的《系辞传》

与通行本有一些出入，并且还包含了通行本《说卦传》的前三章。帛书 64 卦的顺序与通行

本也不完全一致，有些卦名也不一样。帛书本和通行本哪个更早，现在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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