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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树再高也不会告别根本，水再长也不会告别源头；告别根本，不可能有参天之大树，告别源头，不可
能有滚滚之江河。
    根与树、源与流之间的重要关系，在这里不展开讨论。
这里所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文化有没有根，文化有没有源？
文化能不能断根，文化能不能告别源头？
《文心雕龙·宗经》日：“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这句话告诉人们，凡是称得上“经”的道理，就是永恒的真理，也是不可改变的伟大教导。
    根据这句话，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河图洛书、八卦到《周易》是中华民族祖先“人更
三圣，世历三古”所创造出的成果，书中的道理，书外的道理，对于今天、对于今后，还有没有指导
意义？
    笔者认为，《周易》书中与书外两方面的道理，对于现代人与将来人仍然有着鲜明的启示意义。
    《周易》书中有崇尚自然的哲理，有天人合一的哲理，有自强不    ⋯⋯    爱因斯坦把中华民族的贤
哲与犹太人的先知放在了同一等高线上，把中华民族贤哲所确立的目标与犹太先知所确立的目标放在
了同一等高线上。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也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作为犹太人、作为一流的科学家，他如此敬重中华民族的祖先、如此敬重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
子孙而言，应该作何感想呢？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都没有出现像爱因斯坦这样水准的科学家，但是却出现了不少在“科学”的名
义下蔑视祖先、蔑视中华文化、“忘祖”又不“数典”的“文化人”。
对比爱因斯坦，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人类早期的经典，《周易》也好，《圣经》也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劝
人为善的。
    从“为善”这个基点上看，科学愈发展愈离不开原点文化即元文化。
元文化讲求善，现代科学讲求真。
原子弹爆炸是“真”，但是这个“真”善不善呢？
克隆人是“真”，但是这个“真”善不善呢？
无论是今后还是将来，求真的科学必须接受“善不善”标准的评判。
否则，科学会将这个世界变成一锅粥。
    在此，笔者要说的一句话是：“长江再长，会告别源头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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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周易古经，开发先贤智慧！
 继承优秀传统，光大中华文化！

《重读周易智慧》从对中华元典——《周易》的认识入手，集中介绍了《周易》中的崇尚自然、天人
合一、自强不息、发明创造、彰往察来、循序渐进、革故鼎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哲理。
《重读周易智慧》作者刘明武从微小处入手，阐发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具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
道，是当今人们认识中华文化、学习中华经典时的入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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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明武，地质工程师，已从珠海市香洲区政协退休，近十年以其深厚的国学基础与独特视野从事中国
传统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研究》《东方》《中州学刊》《人文杂志》《学术研究》《人民政协报
》《中华读书报》等学术报刊上发表文章近百篇。
其中《太极思维：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尚象制器：发明创造的哲理与实践》等多篇论文被《中国
哲学》全文转载。
专著《换个方法读内经》深受读者欢迎，已重印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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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长江再长，也不会告别源头——代序
阿弥陀佛与元亨利贞
自强不息：《周易》首倡的文化精神
合和宽厚：《周易》倡导的文化精神
三无私：《周易》首倡的文化精神
日新：《周易》倡导的文化精神
致远：《周易》倡导的文化精神
与四时合其序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有序之动
道：玄而不玄
“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
从天文到人文
“朝乾夕惕”与“慎独”
“三才”与“四大”
信：人文精神之元
信用·文化·民族尊严
汉字与抽象符号
小论“变”
小论“时”
道与知“道”
“是不是”与“该不该”
合和·和谐·平衡
进退·存亡·得失
三才·中正·中庸
见物求因·见物求源
见物作典：千古文章出自然
书中的道理在书外
独立不惧
无为之道，有为之人
人为天地之心
身正与心正
彰往察来·履霜知坚冰
百物不废，惧以终始
《周易》里的善恶观
崇尚自然
富有之谓大业
“忧患”意识
损益：治国治病的一条重要原则
“三五以变”：自然演化的规律
道与技
节以制度
和为贵
易穷则变
革故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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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欲望与责任
文化与物化
复杂性与简易性
“修己安人”与“内圣外王”  
启蒙教育与饮食之需
男女对应天地：《周易》论男女地位
相互负责：《周易》论家庭成员关系
歌颂与革命：《周易》论君民关系
无语之天不可欺
治未病与治未乱
求学问，先学问
简论“廉”
原动力源于何处
开端与续尾
从发明劳动工具谈起
第一个市场及其他
第一身衣裳及其他
第一辆车·第一艘船
臼杵：第一台碾米机
第一件自卫武器
严格的规定性与无限的象征性
和而不同
循序渐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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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极为生生之源，由此开始生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太极之动，是有序之动。
运动不已，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的过程，犹如原子裂变，也犹如细胞裂变。
    三、阴阳之动    《周易·系辞上》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刚柔者，阴阳也。
太极之动，一分为二；二为“两仪”，“两仪”为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在动中产生，一阴一阳产生之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
运动动力之来源，源于一阴一阳之间的相互推动。
除了相互推动这一形式之外，还有相摩、相荡的运动形式。
总而言之，阴阳之动的原动力与恒动力源于阴阳本身而非外部。
一阴一阳之间的运动不是直线运动，而是圆周运动。
阴阳之动是变化的基础，变化一是万物产生的前提，二是万物演化的规律。
阴阳之动在形而上，天地万物之动在形而下。
形而下的天地万物之动反映出了形而上的阴阳之动。
    在运动中，阴阳的位置可以互换。
例如，在《否》、《泰》两卦中，天地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
在《既济》、《未济》两卦中，水火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
    四、卦之动    阴阳之动，产生出了八卦。
八卦有无限的象征性，但首先象征的是八种自然景物：天地、山泽、水火、风雷。
八卦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有两种运动形式：先天八卦的运动形式为两两交叉之动—
—天地相交，山泽通气，风雷相激，水火相济。
后天八卦运动为如环无端的循环运动：在四季中起于春而终于冬，在方位中起于东而终于北。
先有八卦，而后生出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同样在做有序之动：起于乾坤，终于未济。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八卦、六十四卦是中华民族先贤所做出的宇宙起源与演化图。
演化图所表达的是两个演化：自然界的演化与人类社会的演化。
两个演化均为自然演化，八卦图里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没有任何神秘的意义。
    五、道之动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
”    《周易·系辞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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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清楚，道是动态的道。
    自然之道在中华民族先贤手下化为人文之道，人文之道用六爻即“六虚”来表达。
六爻的位置既有时间意义，又有空间意义。
六爻的位置是固定的，但六爻位置上的阴阳两爻是变动不居的。
六爻之动，代表了三才之动即天地人之动。
从自然到人事，一切都是动态的。
所以，先贤告诫子孙这样一个道理：书中的道理都是有限的——包括《易经》这样的书，自然变化则
是无限的。
人，千万不能局限在书本之内，只有“唯变”，才能“所适”。
    先天之道是生生之道，后天之道则一分为三：形成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
三才之道，是动态之道。
《周易·系辞下》对此的说法是：“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
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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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变动，故日爻。
”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系统，三才运动是系统运动。
系统运动是通过六爻的变化来表达的。
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凡是道都是动态之道。
《周易》的天是变化之天，《周易》的道是变化之道。
西汉以后，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流行于中华大地，与《周易》稍加对比，就可以知道这一
论点是相悖于《易》理的。
    六、天地之动    《周易·乾·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周易·泰·彖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    《周易·否·彖传》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
”    《周易·蛊·彖传》曰：“终则有始，天行也。
”    《周易·复·彖传》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    《周易·系辞上》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    天行之“行”，天地交之“交”，天地变化之“变化”，这些都是动态的。
天地有序之动，是生生之动——“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天地之动，是规则之动。
规则之动，一体现在无限循环上——“终则有始”，二体现在严格定量上——“七日来复”。
《圣经》里的上帝造天地万物一共用了六天时间，第七天休息。
《周易》这里，天行反复，而且是“七日来复”。
不知两个七天之“七”有没有相似相通之处？
    天人一体，天行人行一个理。
天行刚健，人行自强不息。
以天理论人理，是《周易》的精髓所在。
人之动静，本乎天地。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春温夏热秋燥冬寒，人的生活必须顺应天气地气的变化。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人的生产必须顺应天气地气的变化。
    人之动静，本乎天地。
《周易》中的这一哲理，正常延续到《黄帝内经》之中。
《黄帝内经》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四时之内，养生与医病必须顺应天地、顺应四时。
人有百病，病有百候，候有百变，百变皆由天地阴阳逆从而生。
“知天者必验于人”。
以天气地气论疾病，在一部《黄帝内经》之中其篇幅占三分之一强。
    七、日月、寒暑之动    阴阳之动，动在形而上。
无形之动，是看不见的。
八卦与六十四卦之动，动在纸上。
纸上的卦之动，平常人也是看不明白的。
日月寒暑之动，是形象之动。
形象之动一是人人都能够看得见，二是人人都能够看明白。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这是《周易·系辞下》对日月寒暑有序之动的认识与总结。
日月往来，昼夜循环。
寒暑往来，新岁更替旧岁。
日月、寒暑之动，促使着自然与人的变化，也促进着自然与虫的变化。
人有生死之变，蝴蝶有蛹虫之变，花草叶藤有枯荣之变，所有这些变化都体现在日月之动、寒暑之动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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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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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些作文是我学习《周易》的心得，先是写出来自己看的，后来试着投了一篇给一家报纸，很快发表
了。
编辑告诉我，一是校对员说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说是喜欢看这样的文章。
    发表了几篇之后，报社为我开设了一个《文化长廊》的专栏，一开就是四年，以上这些作文绝大部
分都在上面刊登过。
    我看《周易》看出了两条道理：一条是做人的理性，一条是做事的智慧。
我写心得，也写的是这两条。
做人，讲自强不息。
做事，讲发明创造。
    《文化长廊》开办期间，我接到过不少读者的电话。
有青年大学生的电话，有硕士、博士的电话，也有教授的电话，说是这样研究《周易》的文章，很值
得一看。
有青年说，我谈的中华文化与书本上所讲的不一样，有青年甚至说通过看《文化长廊》改变了对中华
文化的看法。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所谈的仅仅是《周易》的皮毛而已，里面真正有用的宝藏有待青年人的开发。
    《文化长廊》能够开办，我感谢编辑王木林硕士；《文化长廊》能够延续，我感谢众多的读者。
    记得有一个典故讲的是“鱼”与“渔”的关系，意思是馈赠人以实物之鱼，不如教人以捕鱼的方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下面谈一下我读《周易》的方法，如果能够给人一点启示作用，将是我十分高兴的事。
    很多人对《周易》望而却步，感觉无法接近。
我觉得，这是“书内读书”所引起的精神障碍。
    读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书内读书”，一种是“书外读书”。
    “书内读书”，大都是先从书中的文字人手——读书、背书、记书，一旦读不下去、背不出来、记
又记不住的时候，随之而来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
    “书外读书”，就是把“这本书”当成一个观赏的对象，例如把它视为一条江河，或者把它视为一
棵大树。
观赏江河，首先脑子里就会出现一幅简图：源头～中游一下游。
观赏大树，脑子里也会出现一幅简图：树根一树干一枝叶。
阅读研究《周易》，同样可以采用观赏的方法，应该分清源头、中游、下游，树根、树干、枝叶。
《周易》无论多么博大精深，但总应该有一个源头，总应该有一个根。
书中的源头，书中的根，就是卦，先有八卦，后有六十四卦。
知道了这个源、这个根，那么脑子里同样会出现一幅简图：卦一卦名～卦辞，爻一爻辞，经一传。
从源头进入有困难，那么就从下游溯源而上。
一时欣赏不了根本——卦，可以先从枝叶——传的欣赏开始。
总之，“顺流而下”可以读书，“溯源而上”也可以读书。
    “书内读书”还有一个弊病，这就是只注意“书中说了些什么”，而忽略了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怎么产生的这本书？
书中的道理与现实生活有什么联系？
把人局限在书中，把书孤立于实际世界之外。
这是很多人读《周易》而无法进入《周易》的深刻教训。
    笔者研究《周易》，所采取的方法是“从下游进入源头，从枝叶进入根本”。
先读传，后读经。
传，先读的是《周易·序卦》，从这里知道了“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啊！
这里讲的是宇宙发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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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序卦》中还知道了“天地”是对《乾》《坤》两卦的注释，“万物”是对《屯》卦的注释——乾
坤象征天地，屯则象征万物。
其次读的是《周易·象传》，在这里知道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
——啊！
“如何做人”的道理源于天地之理。
在《象传》还知道了“云雷，屯”中的“云雷”二字就是八卦中的《坎》卦与《震》卦——《坎》象
征云，《震》象征雷。
是八卦中的《坎》、《震》两卦组成六十四卦中的《屯》卦。
“云雷”二字的顺序还揭示一个上下位置的摆布关系一一云在上，雷在下。
如此，笔者进入了《周易》之门。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笔者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周易》之根——八卦、六十四卦这里，而是“
在这里”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易》之根在于卦，那么，卦之根在何处？
卦的作者是人还是神？
凭什么做出的卦？
卦对目前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实际意义？
    持这种方法阅读与研究《周易》，笔者的体会是，《周易》是一本人创作出来的书，而非神创作的
书。
这本书的基础是生气勃勃的大自然。
这本书是讲理的书，而非讲邪门歪道的书，书中起码包含有四方面的道理：物理、人理、哲理、数理
。
    所谓物理，就是天地万物起源与演化之理——广义物理，还有那一事一物之理即具体物理。
所谓人理，就是“如何理性做人”以及“如何智慧做事”的道理。
所谓哲理，就是万古长青的成语中所表达的智慧之理。
所谓数理，就是奇偶之数表达的宇宙时空之理。
    《易》理广大，我写的这些心得，仅是些皮毛之谈。
工程师谈文化，班门弄斧，错误在所难免。
《易》理精髓有待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新开发。
请看，德国人莱布尼茨研究《周易》，从中发现了“二进制”，“二进制”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是众
所周知的。
能不能这样设想一下：《周易》里能够推动世界进步的哲理还有什么呢？
下一个发现能不能是《周易》作者的后人呢？
    最后摘录这样两段话奉献给读者：    一、“易道广大，无所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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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    二、“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
⋯⋯顾吾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
学是已。
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经纬，而合而名之日《易》。
”(严复《天演论·译序》)    三、法国在华传教士白晋认为，中国古老哲学体现在《易》图之中，它
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
(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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