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象新議


鄭吉雄

提　 　 要

本文考論《左傳》所記韓宣子聘魯所見之“易象”，應指禮制中的陰陽之義，

非如杜預所指“上下經之象辭”。這種禮制中的陰陽之義，其實普遍存在周代

禮制中，溯其源則可上溯殷周之際，殷代尚陰，周代尚陽。今《周禮》、《禮記》諸

篇所見“禮”中陰陽之義，即其遺迹。《歸藏》、《坤乾》爲殷商王朝典册，《周易》

則昭示周民族尚陽主變的立國精神。自東周以降，王者之迹熄，《易》象的施

用，雖仍本於前代，用於政治，但終於因禮教大義衰微，竟流而爲筮人問卦以附

會人事的工具。《左傳》記筮例凡十九則，筮人多用“象”解説，《易》象學説一

時看似鼎盛，從歷史角度考察則爲衰微。後人用《左傳》筮例，反證《周易》爲占

筮之書，並不合宜。

關鍵詞：易象　 占筮　 陰陽　 禮　 《周易》　 《歸藏》

一、 問 題 的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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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宣子所見之“易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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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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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

子適魯而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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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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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宣子所觀《易》象、魯《春秋》，今亦不能灼知其旨安在。蓋若止是

《易》象及策書大事，則非韓起倉卒所能究其義；若並見講解凡例，則其

説不傳。杜預遂謂“即周之舊典禮經”，何可懸斷！故余以爲略用舊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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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之新義，非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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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者，五帝時書名也。《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此曆書也。象以典

刑，《皋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此刑書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此

《易》書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

下之書皆名象。《周禮》六官稱“六象懸于象魏”，故《春秋傳》“命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猶沿五帝之名，則

“象”爲書名無疑。

八卦，由納甲而生，故《繫辭》曰：“在天成象。易者，象也；象也者，象

也。”古只名象。《皋陶謨》帝曰“欲觀古人之象”是也。至周，始有“三

易”之名，然《春秋傳》曰：“見易象。”則象之名猶未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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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禮中的陰陽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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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

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

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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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³]�À,》{µä£ç“«”�Ã：“�q，>P、%、7，%#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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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9�F�：《��0ÎÒjT÷««12�å》，w�F
�：《x÷¬å0Í》（æ�：“IÌ�jW”I�³��j4，２０１２ p）。
“««”D《.¨》、《ò�》I�)Ìg;~�;�©，W�åÒÓ-äºä；äåä¿
)《sÃ》m�2p4m“««”)�5I;º；äwä（w�0ä）“««”d+,çì-
¾<*ª²-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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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q。”瑏瑢{C=!K««，=äq% 。《lm·+l》：“3GH，GDIï，

HDI1。”�¬ã5：“GJ，«q；Hø，«q。”¦É_ÍÎ5：“GW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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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

4B“éu[;D”，W5f“²�`�Ó”;“Ü”>Ä-“kål¬/”;

“D”。《sm》�f-j45)“V���×”，ë“éu[;D”¥]“«>{

�，«>{ð”-««uD;T，OA×¯、h×Ã¦，���×'Eâ05。

ef+D©，««;d、uD;å，e²XW¢44aó-1xls-ZD¿

�。Xxl>Q，l'K«l«l。1»l+«，瑏瑤Kl+«。瑏瑥 Kl;I，'

¨««，K0½×mLM-°£，̂ ]½é©@¦-�D，É{ö{6。《l

m·K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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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

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宫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宫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

Kå4#÷;««÷�;è，f<Ë|©8ö4Q4w，'¿l�;Ë|，X

ym½d（P¤、́ ¤）±To'Æ。xllùÛ，¥8Ü)æ<，[“8t”

)“«”3{õQ；>“Kå”̂ ]««��，[�Úõ©“«”;m«o�，[

“¼�”)“«”'ç�<。\««¥[，l�K“�”、“(”，�('ó««;

“d”-ú�。《lm·Ül》：

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

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

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ã：

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順其居内爲陰。

旬，十日也。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命龜

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

秋》譏之。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

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É_-aX�P、«P-�mj�ÍÎ：

“外事”至“相襲”：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各依文解之。

“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

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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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順其”至“祠兵”：正義曰：日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

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

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

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

羊》説，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説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

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説，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

氏》之説，不用《公羊》也。”

“内事以柔日”者，内事，郊内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

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

又社稷是郊内，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

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内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内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

則皆隨外内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内事指宗廟之祭者，

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内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

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

若圜丘自用冬至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

¦É_-ÍÎ，¶¤jh8irãê：“P¥�D<[，[���P”5u“��

�P”¥“P�<[”¶W，qXm“ò«”-�¶W，Å0%；�、(m@@k

¶W，(Û'¥@@kÒv««，úv�P(P;l，m(k¸�%æ，Å0º；

£½¥;I，@)�，@)(，[ã、ä、F、ö、R)�P，S、�、8、þ、T)(

P，)[è、Zè-bK，Å0å；<o{��(Z[;å，JlÞZ[>�;，

[[è（1�[�º）)“�”，Zè（1ù£=¥）)“(”，Å0w。�《xl·

ÌB·+X�》：

大司徒之職……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

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

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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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4B“«ltO”，WQ�Æ>¥�)æ，�ÆlÄëê{oP；“«lt

Í”，WQÇÑ>¥()æ，f)�iÇÑëê{>^。Åº�m《lm·Â

m》4B“æ�>{Í”、“�Í>{�”（9r³）;T，zo%d。

《lm》"vÄTmwx�ls�64¢È-««、�(;å，¿{W@$

-cd。q°:»À´)，《lm》\%}m³，Ww�Jäy�S««uD¯

e+�;�-ô 。0z，««¯emuD¯eE¶0o~W-?æ，5««

uD¯eWw�Xyw�Jä-ô ，²�XW%Fo-T（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Í

Î，m^z�{±£。瑏瑦 «《lm》"v4m，««¾`oË-Ò}�@DxS

l�-Co，{GUó，ÊË>f<，zDYcO@ednr{µ�©««u

D¯eÓÔr-R�。

xSl�I，««;d0zO[ÊË。cW�®¤《l》-:»�7�e

M《x÷》««-Ò}，>¤《÷》-:»'{Xãê《l》̈ m³>§。

《x÷》Ò{*+;d———½Ì;d———4¶v-“«”、“«”;å，WÞ

0��©cz�¤，W\À�¤´¹zÒÓë———l———-8�;%。i>

G��×¬“《÷》d”，ó¬��n�4ml�I，««;dR$¶¹，ù)x

SþÄ;4ó�（《÷》)³þ4µ），f>¡起感歎。Uê¥)，�Å%�6Í

Î��×¬《÷》dm�《j)》>)xl;7D�，rÃÄ¢“《÷》d”\)

“_r¨;d©”-v#ÍÎ，É)£。

四、 《歸藏》的啓示與殷周禮制中的陰陽之義

_³°Tx�l�I-««;d。�&_>è，««;åzm-xºS

¶W。Xl�>Q，-lò«，xlò«（59r）。irùé，-ó-《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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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uD”-Ò}?æXW，Dk�ÒÓ，_æR$ÊYöT。W©“««”:5;
ÒÓ，öZ�F�：《N%P`Îµ�j》，w《I�nmm³�Tý》（��：��+:�
no，２０１２ p），ä １４ �，t １４５—１６６。W©“D”:5;ÒÓ，59�F�、?�l、!L
H、åaô£h：《k�¨n“D”��å-eqm±j———?T“uD”》，《I�³��j
*ñ》，２００９ pä ３５ ä，t ８９—１２７。



�ë《21》，《lm·lj》m¦×5：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

《21》;8ë，Wf�&)“2”，�&)“1”，m《x÷》�º&oË，Â_Á

ò«-¯e，m《x÷》Ä“1”)�>ò«，ÇÇo�。1_4T，\m-xº

S;l，%)«，%)«，'û�%d。Å%cdzO@$。

i¢“÷d”mxl�ñD%起，li�Í，æ*W� ２００８ pÒÂ《〈÷〉¢

é¸æK<T》%³¥�ôP-eÛ。瑏瑧 WD ２００６ piÒÂ《T〈÷〉éæ�》

%³，§Þv《x÷》�:;4¥¥��)æ，m1xÄ�ò¡、æ«�ò“±”

;¿�，¶ðdWó，q©WôPÁ《x÷》m¢é¸æK<-eÛ，qôPÁ

-ó《9X》;Ä“2”)�，¢$m1xÄ�¿�oV-eÛ。\ �，XÚ$

*]-ó-《9X》Ä“2”)�-�m，¥]《9X》m《x÷》Ë|-xºS%

ò«%ò«-¤é;ú-R^èz。

q%`³|¥?，ÉWuy�v�Å%Tj-W²Ël¥]J-:Pè

�b�cëj。²Ël&æ《x÷》¶%(�â�:，１９５５ pJÒÂ《÷T》，

òT《21》�2�1、《x÷》�1�2;b，+SÂÁ�-éÍÍ¨�Ä，ì

&xé��¨æÄ。瑏瑨 １９９８ pJ�ò《T〈x÷〉-zR]ôP-0Sme

f》，́ )《9X》W-ó��-�T¯e，³þ¢0ûÍ)《x÷》，UW*¥Å

òp-ó��，�¨�§À³þµ《÷》-°5。瑏瑩

²Ël-T，µKW8© ２０ ³|´¥?R^:4�oÀ:4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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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F�：《〈÷〉¢é¸æK<T》，w《��+:I�9³%�jI=*ñ：I�¨n³
%0Î^_:_�ùÀT³*》（��：��+:�no，２０１０ p），ä ９ �，t ７５—１００。
²Ël：《÷T》，eñ《ï�@ê+:@³º::·》，１９５５ pä ２ ä、１９５６ pä １ ä；�
w《:÷wF》（}j：FG³^�no，１９８７ p），t １６６。
²Ël：《²ËlJp3�*》（}j：FG+:�no，２０００ p），t １９—２２。�：«v�
4Q“i:《÷》７０ �p，:½§¨ ９６ ³”，ëÅ³Æò© １９９８ p。



_9oÀ�6)�¾8ô-eÛ。I�_9oÀWxÞC+¹D�“�¾8

ôoÀ”W%`ÙÛyÀ-�m。¤_ １９５５ pþ4æ�Lò7�Ó，《9X》

p¶�¢�Ô²<Ã，>ªÊy ２００６ piÈÒÂ《÷》éæ�-e}，《x÷》

�:)“ò«”;�:-Tjò7¶@j��。²Ël《÷T》-Tjxß¶�

Ó³%µ)Eâ，qß¶oW-T�X，cWfEÃÄ³%-%FòT。D

� ^ÒñÔYZ-0S，²-,Îó0ü�，OMuv-:»3${�，q

c¥i�ùTò«�:mx�lmùÛ�6;¦-Wó。\W²ËlTj

{)@4ãê-ef。

�gÛT_�，�j»I´)《9X》²Ô，¿�¶þ4æ�L¥)â，�

»'p)w�Lú，{Ã¥âzC+--ó¶《9X》0�，É{6´Àþ4æ

《9X》¿-ó;《9X》。ðJåt<+#ÅT，#÷“þ4æ�L《9X》”�

O-《÷》，'{G¢;À)《9X·��¨》，ô�m�Wã²][\《÷]«

«&》qß¶Wó。瑐瑠 ðt<-I6WAÃ-，J-`ÇTjim[¸ê。þ

4æ�L《9X》，�ö©w�0ä，~${ö6Wwç\p�-ó-《9X》-

�Õ，Å{õðt<°â¿÷$öù，÷L³“Ý#�»5½×û�Ý>º

�”、“C#�»¡þû^-”-Zø，>¦-ó(¡;�，1xÂ�;0，XK

{ö6á]aó-ó《9X》-Zø。$>，�5þ4æ�L《9X》�-ó《9

X》{ÙWó，q¶�m。W~D©：\Oir´)9³%³u{ÙVh，xë

_9±_，²?XW�é¶¦，�@c6��¶váL¥�\{Ð。D\FÆ

�r，̂ g�Ó³%，�©9S³u-¨l，0zJ¶ÔÃJ-Vh。9S³

u-�j，4öf�-，{�Ë_ó³¥]�Ó³%º»>§。3 ２０ ³|G9

jü¥?，Ã³³%-Vh'A¨`ä，�Ó³%���¶váL，�{f¶

<¾Ü。¢ß¶<¾Ü-�Ó³%，m{'�^-Ã³³%½©%起，¤;¥

“ß¶á]â«¿{¤|�”-�jI6，9S³u-¨lI»¨h，¡©Wõ

{ö6-è，:»q{l*��è©ÅÁ。ðt<¢þ4æ�L《9X》mC

+--《9X》%ad¸，$�H_L%，0�m+D©Å。\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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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ðJå：《〈9X÷〉�j;ÆÁmUQ》，《I�:�j》，２０１１ pä ５８ ä，t ６４１—６７６。



Ó³%，0z�\K;\ñ{o��Ó³%，JW§Õ-¬Í。

Ê¢Aö 、��b、��}¡4�;《9X》，��I9³%IW�48，

�Ow�R�，Ê¢qß¶¬�þ4æ�L《9X》。1:þ4æ�L4�，:

»3 １９９６ p起不斷發表研究成果，âu0Zøö¥�Ê¢-�Ô²《9X》o

^â。�e，þ4æ�Lµ»7¬�Ê¢�²，Ê¢�Ô0'7�¬þ4æ�

L，>º»½{j>¸>�£±C。@��¯，þ4æLXy�-Á�»=�

-Zø，瑐瑡\õ{û�^âÁþ�y“º¨â«Û”4�v-Ìr³ mË_

ó³üoÎâ;º？

þ4æ�L²《9X》�${W-ó-《9X》，M{SÂnm-《9X》K

ÙWó。þ4æ²m�²《9X》Zø�o¸，¶¾`æ*a¹h85u：

１． �²《9X》b“2”)�，L²《9X》�&')“2”。瑐瑢 \m《2

1》�ë，Äêo¸。\ ¥“2”&)�-a*，ú$¹D%F“ò«”-

¯e。

２． 《9X》Zø�mLc、d�、ñÎ、�Î¡�|Ã5@ （º1¶%L

m“?#�»_Îû�□□”），mã#³4m-óû©Zøm��+b，{C

úv“÷”（《9X》)“å÷”;%）;m“û”W§K<，qúvÁ-Oñ>êd

nö-《9X》，D《x÷》¥�“å÷”ÃÄ-ÒÓ�7I，§ö.Á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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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瑐瑢

W©þ4æ�L《9X》oW�m-�jT³X�，3IÊ¹ １９８４ pÒÂ《j�〈x÷〉》
%³（w《³ 》，１９８４ pä ３ ä）§�“[”m“Ý”¡&ë-pr��“《9X》{W½�”
m“j�《x÷》¶%À-Wó”。0J1eeë：《mñþ4æ�Lm〈9X〉》（《m�°
9》，１９９６ pä ４ ä，t ６６—６８），《mñþ4æ�L〈9X〉(�°》（《I��:^》，２００１
pä ３ ä，t ５—１１），�4i：《þ4æ�L“÷�”)〈9X〉°》（《ÃÄ³�mcS�》，
１９９７ pä １ ä，t ５０），cëj：《þ4æ�L〈9X〉²�》（《x÷�j》，２００１ pä ２ ä，
t １３—１９），þ|f：《�þ4æ�L)〈9X〉m¦×-Wó》（《��+:��Lj�ü
:_�ùÀT³》，２０００ p）、áÈ±：《��Ó³�$r)〈x÷〉-læ》（w�F�l：
《x÷¨Ã³%�0》，æ�：æ+�nI=，２００８ p）¡， öZ。1Cù�：《-S÷&
]¶W�û"�m》，《³^》，ä ２０ �，１９８３ p，t ２—４，p�ÁL²《9X》mÃ²《9
X》、:²《x÷》Xyj�《x÷》-&ë，�4iä4Á2×，XyÒc《9X》m《x÷》
+�、=�º&&H)oË。:»q�ãêML²《9X》̈ ³±%ûö�-�²《9X》
-=�Zø。
L²“2”µ“ ”，$)“�”�，“2”、“�”_9Î +“³”µ，fþÀ;《̈ å¦¨》;
5，“�”¿m“2”�ü�。



“mz”-ø�。Ù´Q《³=Ë¥·"×》5：“《9X》;¨，+uJ´，Ì©

cg£P，d�é´。”瑐瑣o�©《9X》，《x÷》Ä“1”)�，̄ e_)ò«、æ

�，m《9X》+b0ð，5uÁ²Ël-òT，z)£。W©《x÷》ò«æ

�-¿�，i§¶{sT³]Bh3¦�，{�hQ。

-《9X》I《21》mxS《x÷》，E¶««;d-X¨；-xDlÛÛ

N_，�©««;dqE¶¾Ä。L>Q;，《21》Ä“2”)�，《x÷》ò«

æ�，§âu-x;0，««¯e§,)þ»Ä�-b�。\F¹D©12�

%(�p-9Á�¤ÃÄ，D%(�p¥�-�S，½$ÿ¶ó¦。《̂ m·�

�þ³4》is�mjNLOÄ��þ)ÎN×è，ËÎ�©¹k，¹k¿¥

-S�'?]、xSÄl}×;éÄ;b，Æ�ËÎ：

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

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子。周道，太子死，

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

ËÎ]h�¹k“©�g1”，¹k¡@�,Æ�5：

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

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

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絶。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

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瑐瑤

��：¹k¥“Í”、“�”T“-é”、“xé”;b¸，$OoÀ，fjNLmò

ñÁé4，¥;µ)¤�g¡，[¶�'?]-eÛ，OÄ�þ)ÎN×。Å%

eÛ，ö6m�ò�Ä]�òæÄ-Ub¶W。�ò�Ä，[¨�?Wó，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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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³%：《³=Ë¥ã》（æ�：æÌ�u��，１９７８ p），s ４，t １７。
X�j：《̂ m》（��：IÁ�$，１９５９ p），ä ６ �，t ２０９１。



�?>Q，4}W“�”>O“æ”；1�òæÄ，ë~¨æ×Wó，>�)l>;

Ç，�>Ë|©w_;�。\g.，þ�y《-x�6T》T;X9。jNL¶

Å%e，m3��¤0'q¶W。

1�´p_8-x;ü§R(p，-ó�ò�Ä，�]©ñÁé4�¤

�:-ðdWó，½ÿ'~0ÿ+A4À¦，{XO@àm。f)ÆÁR^，

x��lµsy�S'§(p，¢43¦×ë�y�§R�\p。¹k4¦

-�mx�“ÍÍ��”、“³ÄRÄ”;Lå，D¢4l�T]�¤zÒ

I，Æôß¶�sø¦。[w�、�、�¢�4T，“Í”、“�”K+æÄ�Ä

;b-mw，�{Y�。“Í”、“�”;Ç，D¢4:5<¾I，I)“æ”、

“k”;b，《lm·³þ³×》：“k;©³×q，Íëæq，�ëkq。¶

æ;Í，¶k;�，$�?½r>¶;。”ID©“_”、“r”;b。《lm·

+Ã》：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别

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

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IB“�”;åD©mB�n，“Í”;åD©²¤×�。�《lm·vw=

m》：“ÍÍ��}}，8ö;¶Ç，@é;+»q。”�《lm·vw=m》：“Í

Í，¥å)u，¥u)5。_�，r�，A�，>Í¼P。”《lm》"vI，�¶

《Âm》ò�¹%Ù³�，¥“æ”、“�”Kñ“�”、“Í”，æ)“�”，�)“Í”，

$m《̂ m》4w¹k;T“-éÍÍ，xé��”4¢¶�Ä、æÄ;T，Ço

'Æ：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

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

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

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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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親。

D_¦-m³I，“Í”、“�”;Ç，E¶0å，I)kæ、æ�、_r、}d、Í

-，�A7j]-ómx�¤Ä-b¸。�Å)《̂ m·��þ³4》“-éÍ

Í，xé��”-mw，)$X)JÄ。

_¦4À《lm》-$r4j]“Í”、“�”;b，êåWí2-，$QÙÛ

�#《̂ m》¹k-�Û。C�fÅ¥)-xºSl�I-“«”、“«”Eú-

mw§{µÂ×，RX+=a=Á。ir)《lm·oÔr》：“-x>p，x

Ë[>p。……-D>q，xë[>q。¦×9-。”瑐瑥�m：“̈ ，æéq，-

æs¨Ñ，xæ¨SÑ。”“̈ ”WvlI¡»�à0¤0��-�ær，D-@

ëåøà»�，s“̈ ”>�sD�à»4t;£，Dx@ëDåøà»�，¢

“̈ ”S®>I;。瑐瑦 Å%m³，7)f<，{$�©R�。《oÔr》�m：“v

;�q，�à»;�=q。0�，.05q，[y©�°;£>�D。-�>t

©�，x�>Öø。”瑐瑧»ÅFvø7¹k�-UÇ，�Ë|-@mx@vl0

^;b。vl1Å，=o;l�1gT？《lm·<a«》mwÁ-x=onl

-{¸：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７８１《易》象新議　

瑐瑥

瑐瑦

瑐瑧

《lm·oÔr》：“-x>p，xË[>p。¦×#：‘-§u，&�x。’”�¬ã：“u
»，8�;q，7¬0X。”
¦É_-Ã：“‘-æs¨Ñ’»，B-@qt，½¨I£6，µ�æv，ës¨N©�à»
4t;£q。‘xæ¨SÑ’»，Bx@�>µæ，>¨ëS®>I;，[Ã‘xæ¨SÑ’。
C-@s>{¿I，x@¿I{N©£，)bq。”�¬ã“̈ ，æéq”Ã：“qà，7µæ，
¥¨æ0�q。¨x�>I;，Ì�µæ。”��：“�”，«《Îë·Îv�》“�så�”，
¶“å”（åÀ）;ê。《Ûl·x/l》“å�”ã：“�，Â=ë。�，åq。#ø9©Ó，¿
5Ù4{;，�×)0�¯å=¥å;。”
�ã：“�，Bjw©£。”¦-：“-@òR，B2�>Ð;。àë)�，[Ã‘�>t©�
£’。xëò³，Í#¡x，[§�¹D，{�U¥�è;，[t©¾y，]�£Öø。”



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

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瑐瑨

-@mx@-=¥ÙT�}_（=å）I7¹_J~z�Ð，+b0'。�

7Ò)，“-@k<"«，x@k<"«”，N)oË。�üÒ)，ò«-x@

“k<"«”�Oc¶«，>Wk«>�«：“�”l+«，¥�5Ï（{）“_©

_Æ”；“Ô”（W）l+«，¥�5Ï“_©qg”；ò«--@“k<"«”�O

c¶«，>Wk«>�«，[“ò,”¿<«（1_³4T，“s”+“«”>“l”

+“«”），sÎy�å|“$��ì«”，1¦É_4��，“«”W“ø 4)，

ø¶�R，[)«q”，Âv���«-hÙ。

-xºS-vø�=o;l，ú$ ¶“«、«”;d-��，CºS[o

Ë。¸ \@}PÍ)f¶“��”、“ü�”¾¨,K，>K+««，¢“2”b

)《9X》�&>ò“«”--@，=¥0W“k<"«”；¢“1”b)《x÷》�

&>ò“«”-x@，=¥0ë“k<"«”，\+�Ë|Áxl;I-««;

“d”，¥]\F“d”Ð¶_æMm-ó+b-R^èz。û%�m³q�#

h\ -¨+Â�，《<a«》5：“k;~<，}«;åq，Ç;�.，}kq。”

“}”W“�”-ê¯。x@ò«，[¥N«¶kæ，瑐瑩kæ~<)mµ)“½”;

“d”-“«”o�，>�©ÓÌT？《<a«》5：“o=Ó>æ«5q。k~<

©�~r，}«;åq。P�ã，�P;qq。½×+o，ÚO·Ê�í，¥_

½Ì;5q。”瑑瑠\Á“}«”ì*“}«”。“P�ã，�P;q”，�¥�mP，{

q©x>q©-ó。ÓÌ+©“«”，[=ÓÌæ«5，kæ*“<©�~r”。

D\`Û�I，{Ckæ*¸0}“«”m“«”，àÌq{6¶�Ú，�O_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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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ªË。Z�¬ã；¦É_-；NìòÚ；�:Væl：《lm+å》（æ�：æÌ
9m�n¶L�X，２００１ p），ä １３ �，s ２６，t ９５２—９５３。
¢4aóÅ%ÃÄ，[《��ËL·ú�;é》：“《�.》#：‘+u{�，̀  �Þ；/»
{D_，½rÚí。’”“+u”XW“N«”。
[¦É_-：“ÓW«5;æ，[Ã‘>æ«5q’。……oxæ«，«GD�，[=o0，
¥oD~，Öæ~_�.，>k?D�qr，>~<=;，W�«;åq。”



（«）-·Ê�í&r��ÓÌ（«），_M÷�««;`，[µ»*�#÷kæ

*“_½Ì;5”。瑑瑡《<a«》�5：“o，4¥�Ì;éq。Ìw` ，½$d。

V�©Ì，VÛ©½，W¥�½>ÍÌq。[têØ·Ñ。4æI�>�æo，

v²q。”D\ �cÁ“Í�”，“Í”+“Ì”、“�”+“½”。“I�”XW“Ó

�”，W½×o=D%f46I-P=n。½×=o，46=I�，J¥ÓÌF

Þ�?-“��”?>q，Ã_-WÆ·“ÓÌ”-¿�。\W4B“·²Ë

q”。É¶ð-W，µ»��prÁ-ómx�D<�_-{¸：“W[v�;

og;，{O½«q。(o��，�«uq。”�¬《ã》：“K0«，]0«>§。

(o，-;o，-qJ(。”¦É_《-》：

薄，本又作亳。……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爲戒。不生成，天是

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

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薄社北

牖，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爲薄社也。周立殷

社爲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瑑瑢

x(-ó�，¹-¥，Ä-;o；C-omxo{¸，æ*D©xo¨“««;

ý”，>-oë“K«]«”。\Wf)“«”̈ D“P”。（÷éò«>æ�，[

《ñ©_Ã》B“PP;B÷”。）x½×=o，̈ DO½（«）-�Á“·Ê�í”

��ÓÌ（«），“¥_½Ì;5”，O««oý。-@W¡�;�，[=o{�

ÒvPP{�-“P”-êå（¦É_4B“0Ù‘P’å”），[D=l;I*

“g;”，þK«uíÊ。>ª，f)�gW“«”-g;，\¦aú-“g”\�

.¶“�”[，0aå.�Ù/，¥�0|õÌ]©“«”。\F�©“v�;

o”¥aú²�“g;”-1Û，*'o-½$W*“K«”>“]«”，{COi

rÉ�ÍM««;åm-xºS;¦þ�l�-¨+Wó，qOir�e《x

９８１《易》象新議　

瑑瑡

瑑瑢

¦É_-：“‘½×+o……¥_½Ì;5q’»，Ío{gåq。_，]q。�íyë`
 P，·Ê*ë` ,，[{)g，¥O·Ê�í。·Ê�íy，W½Ì5]q。”
�¬ã；¦É_-；NìòÚ；�:Væl：《lm+å》，s ２５，t ９１７—９１８。



÷》“1”、“2”º&，%|«%|«)��o�-¢È;å，m-xºS;¦ö

6¹D-Wó。《÷》é¥«�)æ，Òkx�，i§�gG¦。“2”&�2�«

)|«;&，&©4v“0��;W”，2©4v“p·b¿y”-“Ì”;d¡

¡， ¶“«”-¶d，0z+W¢¶-ó。áh《�óêM¢®：k�é4è

æ———?T¦×-��´¸》%³4Tâ“2”&&2©m《ò�·�ÿ》o¸，

 )x@j-Æê©�¥0-R�³�。x@�Æ《9X》Ä“2”)�-ê

ï，%ê¥“«”µ)-@-d¹，�ª¢n?½D“1”&;�，D\ -¶ê

o~ÊË。

Ò�《<a«》-mw，ë-ó=l-««;å，§÷$ö¬。¯f>Q，

Jg�“«、«”J¶%F�¹-*<，MÅoË；Còy*Ue，ë-@ò«

>x@ò«，E{o¸。_³4b{;³%，Dxl>Q，'{�%t[u>

§，§Ã¥Ë|《÷》««;d，Dl�IÙ4{D-ÓÔî。i´)，�@{

G�UV《x÷》««;dDltÃÄI-¨+êå，Æô�ö|�:-¯y，

{*ýý\««)�d-±%，>ÆôÆMR^m³%，Gj0mlt;¦-

Wó。1OùT《÷》dmxl-Wó，IöZ°Ê¢“¥¨Î¨”-¿�mg

Û，i��jxSl�-¿�，K00I-««;å'¿《÷》-Ûd，¥m《x

÷》-åprK®，È6¶íî�F-¬Í。

五、 春秋時期《易》象的盛衰升降

1áh《T〈÷¨〉O�(|�》��，《9X》m《x÷》e²J{W�(-

¥fI|�，>W%F�¤êÏ�I-�v。《x÷》¥“d”)t，²+�¤;

�；a-ó¥《9X》�ùþ�e-ÃÄ，《x÷》;“d”²¥��©“l”>

úv)lI-««;å。$>Þhx5ïj，�þfz�、�º�-�#，q6

�w³�§I¨�W8，¡©q×®Á�SlùÛ-îl。þécü，xl

ÙÛ�S©"�，�ù©l�;I-««;d，3$q×®Áfù-�4。É

"è ¶“�”>�¶“Ó”，“�”xÂ¡，“Ó”'c¥¹D。《j)》、《sÃ》m

j)0ä(º·£5�，�#G《÷》d¥)5，�©irÍj)0ä《÷》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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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ö��@�ÀÅ¥°T《x÷》_æ，>�¥)《÷》²©

�û，ß¶Gj0S{Ë-fú。¥rOirFö9^v:»�“Òd�!”

5-Ü.�U，á]K®³²。

《sÃ》4m;《÷》º£5ë，+�0��(°amèÆ*'ÒÓ°a-

%d，¥5u@è;¹�，zm《÷》d4mv-¦do'Æ。\W《sÃ》µ»

À¦(º-æ*ü)，qW¢4¨nI7[¬-cd，-yf¶À�-,K。

{�X04À-《÷》º>Q，0Iqö6¶¨n（&2©）-²å¹D。É1

《j)》��º£ºp（� ６７２ p）《sÃ》m3¢�x^¥《x÷》(H“Ò”;

“x”%�，x^©“2，Óq；�，�q。�)½©Ó_，·q”，W《sÃ》ä%

�¥“ü<”Ò}Î&-(º，瑑瑣qW“ü<”;5-*Wâ«，OM:»-ã

o。q³1Á�¡《Pù�》¶ùT“ü<”，����。qS1ò��、å+�

§À“ü<”-Vh，瑑瑤Uâ、?�#ë7½öx。瑑瑥 �&2©-°�)，“ü

<”DµK&2©³²W�8]-。º1“x}”&�w2©“�¶É�”。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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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瑑瑥

《sÃ》：“3w�，¥�q，[¥@�uæ>Ä;。PBá。0sq，x^¶¥《x÷》¬3
¢»。3¢�(;，HÒ;x，#：‘WB“Ò�;u，0�êIþ”。Å0S3¶�Q？{
DÅ，0Db�；OÅ0�，D0×�。u，Ð>3J¶Ä»q。2，Óq；�，�q；1，½
q。�)½©Ó_，·q。¶·;\，>¯;¥½u，©WQ�Ó_，[#：“Ò�;u，0
�êIþ。”6z�\，q;¥Âj，½Ì;ØfÑ，[#：“0�êIþ。”§¶ÒÑ，[#：
“0D�Q！”�D>h©Ó，[#：“0Db�Q！”�Db�，Ú5®q。5，+�;�q。
·�ëC½。 H6¾+。3c，Å0ÔQ！’]3;´¡q，3º×q+©�；0�¡
q，,×8�。”!òã；¦�_-：《j)sÃã-》，w�:Væl：《£å¨ã-Ú
²》（æ�：æÌ9m�n¶L�X，２００１ p），t １６３—１６５。
ò��5：“�;@ÔQ《÷》，>�IÒd，IW�Å()�b»¶;，Bs8è�Íµ
Å(»¶;。õùx^4�，�&d4uv，M{�Òdi，�d¼，[¶ÅS�O。õ¶
Jïêø！……�Å()Qü&;�。……�)u�ü;�。……�¢B%&üç&，
ÒÅ0º'�Is8q。”ò��：《〈sÃ〉、〈��〉÷dÎ》，wñ£�、E9³l：《〈x
÷〉�jT³*》（��：��ÝÝ+:�no，１９８９ p），ä ２ �，t １１４。å+�《〈s
Ã〉〈��〉(º》：“Å&&irj>Á%�¨*0i：ÐDj)0S，@rDj�&dK
®�m0，§¨��ü&;Û。öùü&Û�?²P！”ò��：《x÷eT》（}~：�
��o，１９８６ p），t １１９。
Uâ：“\W�&-ü<，《sÃ》、《��》�ÙÅº，7ùWx。”Uâ：《〈sÃ〉、〈��〉
-x÷5]Í》，wñ£�、E9³l：《〈x÷〉�jT³*》（��：��ÝÝ+:�n
o，１９８９ p），ä ２ �，t １４１。?�#5：“�(»¥Ó、�、½å»eñ，¥)�起於天，D
©Ì_，ÌÃ‘�)½©Ó_’，Åc¥:P;èÁÍ。”Uâ：《j)sÃã》，ä １ �，
t ２２３。



À;《̈ å¦¨》s １ ä ５２ �5：

《易通卦驗》曰：“坎主冬至。”四在兩坎之間（原注：二四互坎），固陰沍

寒，不可無■衣以禦之。六四體坤爲布（原注：《説卦傳》：“坤爲布”），

故稱“襦”；處互體離之中畫（原注：三五互離），離火見克於坎水，有敗

壞之象，故稱“袽”；四在外卦之内，有箸於外而近於内之象，故稱“衣”

（原注：於氣切）。“衣袽”，謂箸敗壞之襦也。禦寒者，固當衣襦矣；乃

或不衣完好之襦，而衣其敗壞者，則不足以禦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

備，則可危也。瑑瑦

��：《x}》_�r.，ºåw2°£�)%“�”&，m_<“�”·)“¾

�”；åwu2°£�)%“.”&。\W4B“ºwü�”、“åuü.”。�

w)ü&“.”-I2，û��W[&“�”-´2，ü&“�”-_2，[OM

¾`“�”-6�，Å¿þÀ;4B“wD[&;Z，¶�©[>q©Z;

d”，̧ 0“.�¬6©�`”，¿ñ{±£ûí-dü。ÀGM@è，RvN

£1�t，Úç]W¬N。�Å%º×°±，“ü<”;5，¤m&<°�ð

£Ù¦，�@zD{�5“ü<”\`åº，Ú$m¨ne³ÙW，W�³Ù

IP¶;5。瑑瑧 $>，¿�B“ü<”;5±£¨neå，\%�q-KË|

《÷》d��-�m，f)x^#Î&d，%%m@è�Æ，“d”e²��©

l�-mUµ�，%±>)�û�(、'F%¢-¥f。\Ñ8{)�³@

4º？

“ü<”q°Dög.±£《x÷》̈ ³-eå，CÙT1gû±{Áx^

45“2，Óq；�，�q。�)½©Ó_，·q”)#《÷》d¥<@è¹�-è

z。\Å%º[，《sÃ》úv(@#Î&d¥pz@è-º×ì¶{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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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瑦

瑑瑧

þÀ;：《̈ å¦¨》，s １，t ３３。《÷]&�》“�æsy”¬《ý�*,ål》（æ�：^
³^�D，１９７２ p），《ñ8®�°》²《÷]&��8ã》，t ２１。
�《x÷》“Ò”&�w：“Ò�;u，0�êIþ。”《5&Ã》：“1，½q”，“2，Ìq”，“1
)½……)Â”，“2)Ì……)È，)�”，“�)�，)�”，“�)·”。



《j)》32p（� ６６１ p）《sÃ》m¼`(ß©ì，H“o”;“p”。þc�

;，>Î：“Ï)Ó，ý��，Ã�;，�};，�ü;，�9;，�<{÷，£>6

�，å>6�，�¢;&q。�¢;×�，ÚÏ0q。”瑑瑨\%�《sÃ》µ»�

7QW�《x÷》(，C4B“Ho;p”，ëW�-《÷》&�(，{Qö¶。$

>þc-�©，�7À¦《x÷》&2©Zø¥)��，瑑瑩>W|õ#G《÷》&

;d，瑒瑠µ�ÀG，¥�@è。q¶%Ùº×¶À《x÷》&2©，1���p：

“��×ÐOmþ×�c�，O)·。�c�@#：‘Ù.>@，0D《x÷》

“?”;“.”，Ö�;P。’¦%³，�@�;。”\%�qß¶�(D)，pÀ

《÷》©¥âu��×ÐOÙ.>'�-º×。瑒瑡 q¶1��£ºpù�×À

《x÷》“Ý;�”，#：“Ý�¥{，x�，¢。”（“Ý”&´�2©。）5uÝ�{

¥{，Ú¯ûÑ。�1《sÃ》m�å£ºp^~��L×;�：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

壯”，天之道也。

\%C|�&d-3$;å，�ÙaúÀG。�1m�º£5p#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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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Ï》)Ó»，《Ï》&±)《2》&（Ó）q。《Ï》)ý，《2》)�。»&，±>;
J#�，Å《Ï》±)《2》，[#ý��。《Ï》)Ã。}，_,，《Ï》)}8。《2》)�。《ì
�w》Ã：‘《�》，�q。’¥_ÍÎ&d。”?�#：《j)sÃã》（��：IÁ�$，１９９０
p），t ２６０。
Uâ5：“þcWª«¾&-&ë�&dTáF¢。……Ï)ý，2)�，（eã：《5
&》：“1)�，2)`。”m《sÃ》{¸）……þc-ÍÎß¶À�¾&-&©�‘o’&
´5-2©。”Uâ：《〈sÃ〉、〈��〉-〈x÷〉5]Í》，wñÈ!l：《÷:Th�*》
（æ�：}å�no，１９８５ p），t １３２。
�ã〔３８〕，?�#：《j)sÃã》，t ２６０。
《x÷》“?”&_�：“?0g，�04，�0S，�0%@，å³{�，¢。”?�#《j)s
Ãã》Àå³ 《j)s8Ã°ã-â》：“《Ã》Q�(，�XÀ《÷》³I]©。Å��，
O�(p；$ä{‘?;.’，r‘Ö�’、‘¦%³’;³Ù4a，G¶¡ö。”?8�À《�
�·uDN》I;_lÝ9ã：“¦%³»，I¦-%³;B。”



（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

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

群龍无首，吉’；‘坤’之‘剥’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

物之？”

“¥”g¥)“̀  ”，:²《x÷》̈ Ã 7Q]。¥~D\ �-W±&，“1

;¢”W“1”;´2，“1”;“̧ @”W“1”;º2，1Å}ò，y“0‘2’#

‘¬�¥%�’”，RXW“1”&“�5”�2�±;ºÁ。\D《sÃ》《÷》º

Ip%¬，>ª¢“1”&�2�AÁ，JW{o“¥”;d¥)5。

_¦u`º×，Jm�¤Eü-@è¶W。À¦»IáV《x÷》&

d，IáÀ&2©，JWK�¨n³²，#¦0å，�>��©0è¹�-

º×。

0a-(º;I，¶-WÀ《x÷》&2©>3)Í5¥pz@è，\_À

��º£ºp�[，ò¶：

１． 4�º£up“H‘+¶’;‘£’，#F。H‘��©I½×’;&”�，

À-W“+¶”&5å“��©I½×，=@Ö6”。

２． 5�º£up“¡×(;，H‘ø’;‘+�’”�，À-W“ø”&�å

“øI4，«I¤¥，�I0p，{¬0�，¢”。

３． 5�º£çp“×+�9，�×ÓË×¢à”�，À-W：“《x÷》¶;，

D‘Ï’;‘�’，#：‘ÀÏ，¢。’0Ë×;BQ！OÏ0Û，>Ð0²，Ï9Ù

4，WB‘ÀÏ’，6Ù¢Q？”瑒瑢

４． m�up“��¥《x÷》(;，H‘u±’;‘F’”�，À-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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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x÷》“Ï”&_�：“ÀÏ，¢，¶¦§。�DÝ，'¶+û。¥0�，k¢，yI£p{6
ñ。”?�#《j)sÃã》：“Ï¿ÏQ;Ï，zÒq。……!ã：‘{Ê.。’”Uâ《〈s
Ã〉、〈��〉-〈x÷〉5]Í》Ã：“……¥‘òee¾’ÍÐ0²，']。¤，qq，Ï_�
2©�Ã：‘yI£p{6ñ。’×+�BË{q£p76I"¢，ê²Å。76I"¢，
¿76P¨，Å~00^�。I，dq。”Uâ：《〈sÃ〉、〈��〉-〈x÷〉5]Í》，t
１１４４。



´5“u±IT，$0©。k×ID，åP{¤。¶ª;，æ@¶Q”。

５． m�wp“¡,×¥《x÷》(;”�，À-W“o”&&©“2â，0W。

7�¶ª;，0l¢”]´52©“«º，0�W，0l¢”。

６． m�£ºp“~�º(;，H‘2’;‘p’”�，À-W“2”&�u2©

“ñ8，2F”。

７． ��5p“«3¥《x÷》(;，H‘m’;‘l’”�，À-W“m”&�u

2©“ÎS9'，¥¬，2F”。

¥_wº，úv《x÷》ÄT)E�(@�)(è-¥f，C0IÒ}&

d、&©;å，7X¶�{]>(@þ#];-ú³。14�º£up�，û

®û;8“F。HñÎwI¯Æ;2”Dk，ì¢'ù“&{.q”，û®Mpz

5“:;þ，9;Îq”；0��(H“+¶”;“£”，#“��©I½×”，û®

�¢“��©I½×”ÀG)“½×*=¥��”，þ#zÀ-ø¦qYuú。

*�B“‘+¶’®‘£’>Ï，'04q”，½´)²&“+¶”±);&“£”¥

�，'¢ÆÏ)“+¶”，瑒瑣\CW¨47¨-±&;5，{XW%FÙIP¶9？

�¥5�º£up“¡×(;，H‘ø’;‘+�’”�)º，+1Uâ《〈sÃ〉、〈�

�〉-〈x÷〉5]Í》��：

因爲“困”卦是上兑下坎，依《説卦》：“兑爲少女，坎爲中男”，少女是妻，

中男是夫，有夫妻相配之象。（原注：“史皆曰吉”，正是根據此象。）但是

變爲“大過”，則是上兑下巽。“困”卦的坎變爲巽，是夫變爲風。上兑下

巽的“大過”是風吹掉其妻。所以陳文子説：“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

也。”這是根據卦象來論斷吉凶。其次陳文子又引六三爻辭，而加以解

釋……總之，陳文子講《周易》，講卦象，又講爻辭。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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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Uâ《〈sÃ〉、〈��〉-〈x÷〉5]Í》：“J�ª«¾&&ë?�，½×¶½r，W‘+
¶’。½×.�Áþ�，W‘£’。²&ì);&，'*ÆM²&；‘+¶’ì)‘£’，'*
ÆM‘+¶’；½×.�þ�，'*ÆMþ�。4¥5：‘+¶®£>Ï，'04q。’̄ ;，
û®�《x÷》W�&ë，�ª«&d?�2©。”̧ _，t １３７。
¸_，t １４７。



XZ[&&d>Q，“ø”&±)“+�”�，_°ÿVsö;d+�×&d，r

�V“�”;dëWV d>{��×&d，_r<VdT¾Ä{�©，Yu

úW)ÁjX3³×“A��，�±�”-À¶。\qö¥5W�5《÷》d，{

�îíåº-%dÜ-â«。

q¶#7u5�《÷》，CfQ]《x÷》&ë，M7�《x÷》&2©�á

-º×：

１． 3�ºp“º��ûË§;æû;”�，©“�(;，H ‘+¶’;‘1’，

#：‘̧ ÏIæ，B1k4。’]P，¶³D0�#‘�’，Ö¥Í;。”

２． 4�£up“��^ì，û�æ(;”�，“0&H‘6’，#：‘(Äå®，

å®;a，µ0�²。’”

３． ,�£�p“0&HÏ”�，e³)：“�(;。^#：‘F’。0&H

‘Ï’，#：‘~�³，Ø02þ，I´o。’”

４． m�2p“ì¢<¦©�，���¦�\;”�，e³W“#：‘¥{

ö)q，WBqö5，¥16。O2O¤，Ú¥vN。�Ç¢à，½Í{

E。’�#：‘ö{öqQ？’�#：‘C;。……ö，« >(0，�ëPZ�

Ú6;¥。:k{C、{0，6Ù]ÅQ？’�，��h。……�h#：‘g

B6？’�#：‘�=Ú�;4Pq。©³，µÖ)6。J;T')6。D

《x÷》，öÚ8、�F·B;‘6’。�¸ q。’�h#：‘�¦q。’ 0

l>9;。”

¥_wº，úv(@�&Vd，I3¶05，7ÚX«《x÷》²¨。3�

ºp�À“̧ ÏIæ，B1k4”º�{¬©:²《x÷》&2©。4�£up

�4À“6”&，:²《x÷》&2©�Ù“(Äå®”åL|。â"《x÷》，

“Í”&5º2©“ÿµå²”、“7}”&&©“=²¶}”，º&Z& )“�”，

[《54÷Í》¶“�)²”-5Û。瑒瑥 C“6”&Z[&Xy¾ü& Ù“�”

d，g¥)“µ0�²”，7¾@ÞÍ？Uâ¥)“~W�©m《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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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r$：《54÷Í》（æ�：̂ ³^�D，１９７０ p）；!å：《x÷²å》（_Y：_Y9m�
no，１９８７ p），s ４，t ２７３ À。



(�1《e·》、《9X》¡”，瑒瑦\+2�。,�£�pÀ“~�³，Ø02þ，

I´o”åL|，q{¬©:²《x÷》“Ï”&。å+�《〈sÃ〉、〈��〉(

º》¥Å)�2{±;º，瑒瑧Uâ´)“~W�m《x÷》̧ }-ÇF(�?

�”，ä·$《〈sÃ〉�ºî·》j�“;d,&”Û?Í，瑒瑨»Å"5，\]J

We~$-ò�>§，�Ù³%y«。*�m�2p¦�Î“6”À《x÷》

)5;º，{M“öÚ8、�F·”;5{¬©:²《x÷》，瑒瑩J�%ÚÀG

“ö，« >(0，�ëPZ�Ú6;¥”;5，\ -5Û�Ù4a，q{X

¶zÀ;õ。

《÷》dö.Á7+iü-l�，>ì)pz`Ç�¤@ -��D�，#

Î�E�E KL-êå，,)<D©j)E�-�ò，q,)《÷》d:5'

ÀT)ÍÎ@èF¢-Ú$'=。\FÍÎ-KL，*¶ê¯-W5�5p

55(H“�;ç”-º×：

穆姜薨於東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

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

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

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

７９１《易》象新議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Uâ：《〈sÃ〉、〈��〉-〈x÷〉5]Í》，t １４０。
å+�：《〈sÃ〉、〈��〉(º》，wå+�：《x÷eT》（}~：���o，１９８６ p），
t １３５。
4B“;d,&”，ä·$ÍÎ)“4B‘;d’，XW²&-¢d。�£w&c¶å£
º�，ü);d,&。……《÷》I[¶‘8;’、‘×;’;5。……8;，ë©02A
ûH%«2‘─’；×;，ë©02AûH%«2‘－－’。�21ÅHñ，ëÇ,%`�
2&<，B;‘;d,&’。”ä·$：《sÃ�ºî·》，《x÷�j》，１９８８ pä ２ ä，t
３０—３１。
��：“6”&_�r�，“�”©�×&)s8，“�”)}ö，[#dk;5»IB)}ö
¸Ús8;d。



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瑓瑠

\%Ù³�，R?:»§ãêMnm“1”&《³QÃ》-o$Ü，0[è¥55

'à>{8�µ)'°，~$�ÆÁ�¦《sÃ》À《÷》�7z《÷》d�>¶

¹，Ú¶�â-¢Û。¶ð-W，55�©(-°a-ÍÎ，½$m^B-ÍÎ

+oî6，\~$q-K5uÁ“d”-êåÙÛ3iÂ¦，õÐ¶õ©@Í。

�{8@Í，�¶“d”'Ù�ùé0êï。CÙT1g，\F�©《÷》d-#

5¥]�@è-zÀ，mµ)xl<=¿�-««;d-Topr，0UU

mÆ，z{ö¸P>�。

¯f>Q，《÷》de²�ù©l�，3¶0mU-êå。%Tf½×¦

8，ls¹í，“d”×®Áfù-²<，0êåq{X*>,Æ。¥_"º，̂

B(@¢《÷》dµ�g.-#G，#Î&d¥T0�，Iâ�Ìpz@è，$

§òM�¤t�-Ð+7é。《sÃ》、《��》4m�º��，m[+©\%}

â�pz;<。《÷》d;5Dj)，)$¡�，zëcü，̄ Wf)Ê.uå;

éß¶µ8ýú-Z[。\F¹íæ©x5îl-Â¡，qd¹Á《x÷》@

³¿�-ºc。�´Q¦、h、r©¦《.》、《�》>Xs]©《÷》Á。h×5

“þ»;¦8>《.》¡，《.》¡>�《j)》µ”，《x÷》�《.¨》-R^ü

H，zÙºd。

六、 結　 　 論

«²³;K®，��×+�4¬;《÷》d，�O“_r¨;d©”，>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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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òã：¦É_-：《j)sÃã-》，w�:Væl：《£å¨ã-Ú²》，ä １８ �，s
３０，t ９９７—９９８。��：55),�;�。,�£�p《sÃ》m“��]©55”（s ２８，
t ９０３），�55p《sÃ》“55»©ïp”Lr!òã：“N×pq。55�É1，OÓ,
�，[¼�ïp。èD,�£�p。”（t ９９７）¦-：“:i¼@q，>m©É1;�，¼@
Æ©8×，�Dr;，>¶{k;D，{öB;2q。{åt�4，O\®)、h，{öB;
âq。µ)�è，>3r0�，�?©ïp，{öB;0q。ÐA@;.;，>mÉ1�
½，{öB;Wq。”（t ９９９）



/《÷》dD��n�4m;l�I，�Ku，««;dRRhu，>|�©

��;I。««;dhu，ël�、l!、C�、=å、<o，Ù{�K°®，øø

¶�，[>¶“ùx�;.mx;4¥þ”;)。�“《÷》d”)“_r¨;d

©”Iö%F�ö³%，D《sÃ》%�I，z7�c]，$71Î;)xSl

s�6-««;d，?8�$>�。j0æ<，《x÷》««;döÐè-x

;üls³�ÒP¨+±j-R^{Ë，0�ëÞhx��lµs，《x÷》;

d，««�(;å，�%Ú�ùMls��;I。Ïy�þïj，½×=îc

ü，þ»;¦8，'yj)E�ÿ+A(@^B�5《÷》d，�¥pz�è�

@è，《÷》def-mUeÂ×Á，��(º½,)�³dk;5-æÌ。

《x÷》t�¿�c¡;�，È¶w�《÷Ã》;µ，《x÷》-Ãa»¥《£©》

�ù¨³-e，zW{�I;+�。>�³:»，{6´Ê1x、ïx、j)

0ä-R^±j-²R，½$�a)f，�《sÃ》、《��》�(?Ëâ《x÷》

)�(�，R�{8{5W_9¨n-{�Á。

W©《÷Ã》I“d”-�m，̀ @Ç¶《〈x÷〉̈ Ã0ÎmUµgÛ———

?U!�=:0Î》%³，&Òaå，µ»öZ。

（作者：香港教育學院文化史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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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X�j：《̂ m》。��：IÁ�$，１９５９ p。

!å：《x÷²å》。_Y：_Y9m�no，１９８７ p。

ò��：《x÷eT》。}~：���o，１９８６ p。

²Ël：《²ËlJp3�*》。}j：FG+:�no，２０００ p。

\³%：《³=Ë¥ã》。æ�：æÌ�u�� １９７８ p。

r$：《54÷Í》。æ�：̂ ³^�D，１９７０ p。

?�#：《j)sÃã》。��：IÁ�$，１９９０ p。

úN：《0:mQ》。��：IÁ�$，１９７７ p。

å+�：《x÷eT》。}~：���o，１９８６ p。

�¬ã；Á� -：《lmã-》。æ�：æÌIÁ�$，１９６５ p。

�¬ã；¦É_-；NìòÚ；�:Væl：《lm+å》。æ�：æÌ9m�n¶L�X，

２００１ p。

A|:：《Ù<N�÷¨*,》。æ�：,³�no¶L�X，１９７６ p。

二、論文

IÊ¹：《j�〈x÷〉》，w《³ 》，１９８４ pä ３ ä。

þ|f：《�þ4æ�L)9Xm¦×-Wó》（��+:��Lj�ü:_�ùÀT³，

２０００ p）。

�4i：《þ4æ�L“÷�”)〈9X〉°》，《ÃÄ³�mcS�》，１９９７ pä １ ä，t ５０。

ò��：《〈sÃ〉、〈��〉÷dÎ》，wñ£�、E9³l：《x÷�jT³*》（��：��Ý

Ý+:�no，１９８９ p）。

²Ël：《÷T》，eñ《ï�@ê+:@³º::·》，１９５５ pä ２ ä、１９５６ pä １ ä；�w《:

÷wF》（}j：FG³^�no，１９８７ p）。

áÈ±：《��Ó³�$r)〈x÷〉-læ》，w�F�l：《x÷¨Ã³%�0》，（æ�：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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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２００８ p）。

eeë：《mñþ4æ�L〈9X〉(�°》，《I��:^》，２００１ pä ３ ä，t ５—１１。

eeë：《mñþ4æ�Lm〈9X〉》，《m�°9》，１９９６ pä ４ ä，t ６６—６８。

cëj：《þ4æ�L〈9X〉²�》，《x÷�j》，２００１ pä ２ ä，t １３—１９。

�F�：《〈÷〉¢é¸æK<T》，w《��+:I�9³%�jI=*ñ：I�¨n³%0

Î^_:_�ùÀT³*》（��：��+:�no，２０１０ p），ä ９ �，t ７５—１００。

�F�：《N%P`Îµ�j》，w《I�nmm³�Tý》（��：��+:�no，２０１２ p），

ä １４ �，t １４５—１６６。

ðJå：《〈9X÷〉�j;ÆÁmUQ》，《I�:�j》，２０１１ pä ５８ ä，t ６４１—６７６。

Cù�：《-S÷&]¶W�û"�m》，《³^》，ä ２０ �，１９８３ p，t １—１３。

１０２《易》象新議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ｙｉ

ＣＨＥＮＧ，Ｋａｔ Ｈｕｎｇ Ｄｅｎｎｉｓ
（Ｃｈａ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ｙｉｘｉａｎｇ”（易象，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Ｈａｎ Ｘｕａｎｚｉ ｉｎ ｔｈｅ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 （左傳，Ｚｕｏ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ｕｎｑｉｕ），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ａｎ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ｕ．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ｙｉｎ”ｐａｒ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ｐｌｕｒ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ｙａｎｇ”ｐａｒ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ｏｄ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ｅ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ｒａｃ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ｍｉｒｅｓ “ｙａ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ｍｉｒｅｓ “ｙｉｎ”，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ｙｉ ａｎｄ Ｇｕｉｃａｎｇ ／

Ｋｕｎｑｉａｎ． Ｌａｔｅｒ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ｕｎｑｉｕ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ｔｈｅ

Ｚｈｏｕｙｉ ｗａｓ ｔｈ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ｙ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ｔｕａｌｓ，Ｚｈｏｕｙｉ，Ｇｕｉｃａｎｇ

２０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