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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干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字计序符号，共10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传说天干是黄帝时候的大挠氏所创。
大约在战国末年，依据各国史官长期积累下来的材料编成的史书《世本》记载：“容成作历，大桡作
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
    有可查证的证据显示，天干最晚在夏朝就已经开始被使用，常用来命名、排序、纪时。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夏朝后期有帝王叫做孔甲、胤甲。
但是正式将这十个符号命名为“天干"应该与地支有关：干为主干，支为分支，这两个相对的命名应当
是一起出现的。
商朝开始用天干与地支配合以纪日，但使用干支纪年要晚一些，大概萌芽于西汉，始行于王莽时期，
通行于东汉后期，汉童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
    天干纪时要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搭配，如：甲子、乙
丑、丙寅⋯⋯一直到癸亥，共得到60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年月日时都是60个“甲子”形成一个循环。
“60”在时间领域是个奇妙的数字，不但中国古人用60作为循环，而且在来自西方的计时法中，一分
钟是60秒，一小时是60分钟。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十干可以说是较早的十进制应用：地支是十二进制，现在的一天24个小时和中国传统的每天12个时辰(
时辰也就是大时，两个小时为一个大时)对应，又与一年的十二个月一一对应。
所以，六十甲子也就是天干和地支的最小公倍数。
    干支在运用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地方，这对现代人来说还是个谜。
它的科学原理虽无法破译，但由其衍生出来的《黄帝内经》之五运六气理论及四柱命理学理论延续数
千年而不衰，因为这些理论是探索人体奥秘、预测、诊断、治疗人体疾病的学问。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六十甲子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二十四节气的天干地支历法，一起延用到现代，而且仍然展示出它揭示大自然运动规律的无比精确性
与让人难以理解的准确性。
说它难以理解，是因为在现代科学的众多分科科学中找不到与其雷同的学问。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无法表达的精确，被二十四节气的天干地支历法表达得精确而无不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天干地支历法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科学呢？
    年、月、日、时就像四个柱子一样撑起时间的“大厦”，所以称为“四柱”。
天干地支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杰出的标本，它不仅仅表达了二十四节气历法的准确性，同时也表达
了大自然中万物生克轮回的规律性。
古人制定天干地支的理论，是有观察和实践基础的，不是闭门造车弄出来的概念。
以天干为例，天干是根据事物的十个状态排序而成，并循环运行。
以植物的生长来说：甲指破壳、植物破土萌芽；乙指植物初出地面，呈弯曲状；丙指植物长势旺盛；
丁指植物的长势犹处于青春期，成长壮实：戊指植物生长最茂盛的时期，为最顶峰；己指植物开始屈
曲其形；庚指植物枯萎衰亡，始入土中，与乙相反；辛指新一轮的种子，引申为万物更新；壬指阳气
正潜地中，万物怀妊；癸指万物闭藏于土，植物萌芽。
    本书作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承者，以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将我们即熟悉又“陌生”的
天干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分析。
这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感到，陌生而神秘的干支文化正变得亲近和生动。
    本书的出版旨在传承且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书中有些观点可能存在争议，只供专业人士和相关爱好
者研究学习使用，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共同讨论，以“百家争鸣”实现“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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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干精粹》由蔡昔琼所著，作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承者，以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将我
们即熟悉又“陌生”的天干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分析。
这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感到，陌生而神秘的干支文化正变得亲近和生动。

《十干精粹》的出版旨在传承且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书中有些观点可能存在争议，只供专业人士和相
关爱好者研究学习使用，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共同讨论，以“百家争鸣”实现“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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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昔琼，出生于易学世家，少年时期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经过近几年的疏通整理，写作和出版了《命理玄机探秘》《四柱函授资料》《滴天髓导读》《穷通宝
鉴导读》《玄关一窍》《详批命例解释》《蔡昔琼择日学》《月谈赋注解》《八卦神兆》《实用风水
学》等著作。
蔡昔琼非常注意五行经验的积累，始终在归纳总结符合新时代的干支特性，重视实战技法，坚持每一
个四柱都存在各自的窍门，分析它必须抓住四柱的关键的观点。
窍门也好，关键也好，都是先悟通其中的道理，再用实践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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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自学命理十多年的小库，还是不会断四柱，通过《玄关一窍》书中的电话联系上我，并参
加了我的函授班。
一般有这么长学龄的易友我都不小看他们，因为他们平时一定有很多神奇的推断，不然坚持不到现在
。
他们也会有很多体会，我与他们交往，也能受些启发。
经过了解，我发现小库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悟性差，而是他对干支基础没有作深刻的研究，或者说是
急于断准。
因为急于求成，往往缺乏深入研究，尤其容易忽视了干、支等重要基础知识。
断准肯定是目的，但学习命理与学习数理化等理科知识很相似，得有过硬的基本功。
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知识，是最重要的基础，他正是缺乏这个基础，后来他过了这一关，命理水平也
就突飞猛进了。
命理是很抽象的，十干、十二地支都很抽象。
抽象的东西如何去表达呢？
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打比方。
谁的比方好，谁的教学就有效果。
在基础知识传授方面，关键并不在于水平高低，而是看谁会打比方。
要描述甲木，古人打了很多比方，甲木在天为雷，在地为树木，在人身上为头发、指甲，等等。
古人说甲木代表这么多东西，那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是否需要去继续挖掘甲木所代表的一切呢？
易占中有个术数用语叫做“万物类象"，+天干基本概括了万物万象，假如世上只有一万类事物，那么
甲木差不多代表了上千种物象，这样你即使都挖掘出来，又记得了吗？
我的结论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记甲木代表的所有物象，我们应该去挖掘古人心目中的甲木，了解甲木
的精神。
 古人说甲木代表这么多物象，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
古人说的甲木在天为雷，在地为树木，在人身上为头发，这些雷、树、头发，还有指甲，概括了一个
什么性质呢？
 春雷一声震天响，春雷是春天来了的标志，是生机勃勃的象征；树木在地面上茁壮成长；人身上的头
发、指甲也长得很快，眉毛却怎么也跟不上它们的生长速度。
 古人心目中的甲木并非专指这些具体物象，而是代表一种生气。
凡是有生气、旺盛、生动活泼或生机勃勃的物象，都可以类归于甲木。
甲木是一切生气的象征，是沽刀与生气的代表符号。
 我们可结合四柱来思考，四柱的天干中含有甲木，有的地支暗藏甲木，在我看来，这些都代表一种活
力。
有人可能在想，我的四柱中没有甲木，我就没活力吗？
当然不是。
你的四柱中没有甲木，你不会没有头发吧；没头发的人虽然也存在，指甲总会有吧；还有一些脏器，
人人都有的。
也就是说，你的四柱中如果没有明显的甲木，不代表你就没有活力。
例如有的人四柱忌见木，没有甲乙木的人，相反更有甲乙木的特征。
 现在大家不知是否明白，古人所言、古书所载的那些甲木是什么。
这种说法通俗地讲就是在打比方，本节之所以叫“比方下的甲木”，就是希望大家明白，古人是在打
比方给后人听，希望我们理解他们所言的实质。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你这样认识甲木，有证据吗？
有的。
《十干体象全篇论》第一句话就是：“甲木天干作首排，原无枝叶与根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干精粹>>

”如果甲木真的只代表树木的话。
为何说它“原无枝叶与根荄”呢？
树木能无叶无根吗？
 下面先看一个实例： 乾造：甲寅丙子壬寅丙午 这是我详批过的一个四柱，出生在福建沿海地区。
我在详批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出生环境的： 壬水为江湖，丙火为太阳，形如日照江湖，水光辉映。
壬水又为大海，午时透丙为丽日高照。
木为风，一甲两寅，主巽风扑面，生机勃勃。
午中己土为云，日柱壬寅纳音为金，为命主先天倚居之地，甲寅、丙子、丙午纳音之水三面环绕。
命主就在这风和日丽，一点白云从远方飘来之际，于一派祥和的绿岛上降生人世了。
 如何断他生于绿岛，完全与这甲木得禄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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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刚写完十干讲稿，就有不少学员又要我写十二地支，可我对十干感觉情尤未了。
十干的内容在我大脑中盘旋了这么久，再经过这番系统整理，很多地方还余意未尽。
比如甲木，我就想，甲木既然是一股生气，那么它在四柱中将是如何表现的呢？
天干在上面显露着，难道所有的生气也都如此暴露无遗吗？
现实中，有生气或有巨大潜力的东西，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很难被一般人发现，就像一个主帅，一
般不会轻易露面的。
它总有一种掩体，或是总有一些用来保护它的东西。
因此，甲日干的外部表现，应该是他的掩体，很多性质是他的掩体的性质，有些说定甚至是他的代言
人说了算。
经过实践，我发现甲日干的人确实有其他干的一些性格，如，甲子日的女孩子，往往带有男孩子的性
格，而甲午日的人比较弱。
这一下让我联想到了奇门遁甲的知识。
甲子戊。
甲戌己，甲申庚，甲辰壬，甲午辛。
甲寅癸。
也就是说，甲孑日的人，具有戊土的外部性格；甲午日的人，具有辛金的外部性格，等等。
我的实践，基本验证了这一设想是正确的。
我把这种变化叫做日干变性。
但是，除了在论性格方面有时需要用“日干变性"以外，其余的事项是否也要随之改变，这是我写此后
记之时还在实践的一个研究课题。
有兴趣的读者，当你以后遇到诊断甲日干失败的时候，不妨试试这种“日干变性"的办法。
我相信，你也会有些新的发现。
如果这种理论真的成立，又必将为我们打开一个更加宽阔的思路。
    当我整理完《十干精粹》的主要内容之后，对十个天干的认识又有所升华，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新
的领域都有所发现。
例如，在以前讲乙木的时候，我比较强调“乙木无根做栋梁”这句话，后来发现，古人的原话只说“
栋梁不是连根物”。
比较这两句话，用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无根的乙木，肯定是有用之才，但到底是大才还是小才？
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发现有的是大才，有的确实不是大才，而是小才。
那什么时候是大才，什么时候是小才，现在基本上有了答案。
乙木无根是大才的条件就是乙木本身要壮大。
什么时候的乙木为壮大之木呢？
那就要到原局中去发现，看是否具有这两样东西，一看是否有禄，二看是否为藤萝系甲。
如果有甲出干，乙木能顺藤而上，这说明乙木是壮大的。
如果支中见卯或拱卯，乙木也是壮大的，符合这两种情况之一，便是壮大之木，此时的乙木，方是可
以真正成为栋梁之才的乙木。
否则，不壮大即使无根也可能是死草之类的小材。
说到这里肯定有读者又有疑问，既然得禄，又如何叫做无根呢？
这就说明“无根做栋梁”这个判语是极不准确的，古人说的原话是“栋梁不是连根物”，要害是“不
连根”就行，而并没有强调乙木原先有没有根。
即使原先有根，但后来长大成材了，砍倒拿来做用木，那自然是不连根了。
也就是说无根和不连根是要细细区别对待的。
    在新的领域如戊土。
戊土有两个长生，一个是长生在寅，一个是长生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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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前只听老师和同行传说，但始终不能深入理解的一个概念。
按一般思维定势，同一个天干竟然有两个长生，确实有点难以理解。
    经典命书《滴天髓》说过这样一句话：“戊得禄于巳亥”。
戊得禄于巳，这个随处可见，但得禄于亥，则很少见。
研究命理多年的人，对戊得禄于巳，理解起来可能不难，因为一推就会明白，戊得禄于巳是长生在寅
，顺推得到的，那么戊得禄于亥，就是源于戊土长生在申。
可是，为什么戊会长生在申？
以前对其深刻道理和用法还是莫明其妙。
现在终于在这本《十干精粹》的戊土篇中阐述清楚了。
对于一些没从来没有“两个长生”概念的人来说，也许你觉得本文对戊土的两个长生的原理和用法还
没有完全说清楚。
下面我会将它再次提出来，再次解说一下。
    戊为高山、厚土，一切稳固含义的象征。
戊土的众多与普通性，决定戊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戊土有依赖性，如果它不是依赖于天地数一数二之物又去依赖于谁呢？
依赖于火很好理解，因为火生土，这是从戊土的生长过程来描述的。
依赖于水，则是从戊土的价值意义上去描述的。
比如一座稳固的大坝，平常水不多的时候，你往往不怎么在意它的隐含价值，但是，一当山洪来临，
别的小坝都被洪水冲垮，而它因为稳固，岿然不动，阻止了如同猛兽般的洪水，救了你的性命之后，
你才会感觉到它的伟大。
判断戊土依赖于谁，就看原局水多还是水少，再说明白一点，就看这戊土在原局起什么作用。
水势浩荡的四柱，其中的戊土就是天生用来固水用的高山大坝。
此时的戊土，就依水的旺度来决定土的厚度。
你水有多深多猛，我戊土就有多厚多稳固。
现实中，这种人最有原则，也最会把握局势。
    据我所知，不少学员在读完《十干精粹》正文之后，也都有新的发现。
比如，弟子邹章对从象与化气，就有新的体会，至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对具体应用必
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最后感谢所有阅读至此的朋友，也恭喜你有所收获。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十干精粹的内容是五行基础，不是看四柱的程序法则。
十干内容就像机器的重要部件，但不是一台完整的机器，单独用这些个零部件是不能生产的。
    蔡昔琼出生于易学世家，少年时期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开始接触的内容多而杂。
经过近几年的疏通整理，基本思想属于子平法、果老星宗法，鬼谷子纳音法三大块的综合体系。
其中以子平法为主体，以另外两种方法为辅助，实践中相互穿插运用。
他认为，只用一种方法是有缺陷的。
    上述三种方法使用的基本顺序是：    第一，寻大格，主要运用鬼谷子纳音取象；    第二，用十二宫
定性，重点看身宫、命宫、财帛宫、父母宫、官禄宫和福德宫的吉星向背。
此法源于呆老星宗(并非紫微)；    第三，用子平法深究五行数理以定量，是细论四柱干支的主体方法
。
    实践证明：最简单实用的是子平命法，最深奥的是果老星宗，最玄妙的是鬼谷子纳音变化。
    “欲晓生平造化，当知二路推详”，在蔡昔琼的主体方法中，以阴阳二路为主线。
具体说，在推算过程中，一看干支的气势，二看干支的气数，气势与气数穿插运用。
气势与气数这两大方法，是他常用的方法。
什么是气势法？
就是以地支为主，看整个干支的五行气势想做什么，从气势中获取干支的体象与通变用神；气势法看
干支，就像去了解一个陌生人，首先要从他的行为主动大方向上去看对方一样，看干支的气势是第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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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没有气势的干支，气数法则更有价值。
什么是气数法？
气数法也叫调候法，就是看日干于生月最需要的五行因素是否透出天干，日干于生月最需要或最喜欢
的五行如果全部透出天干就是气数健全的四柱，藏或缺都是气数不全的表现，再以气数健全、不全或
气数全无来定四柱的层次。
气数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看一个人本身的素质，气势则是用来看他适应大环境的能力。
    “能知衰旺之真机，其于三命之奥，思过半矣’’，在蔡昔琼的理论体系里面，始终贯穿着对每个
五行旺衰程度的判断，他有一套完整具体的判断旺衰程度的方法。
    在蔡昔琼的理论体系里面，非常重视对干支原象的剖析、十二宫的剖析、十二长生的理论剖析、重
要神煞的讲究。
干支分工十分到位。
六亲剖析细致入微。
对年月日时展示出来的干支，有内外之分、有表里之分、有五行轻重的区别。
他认为四柱八个字像“皮扇”，有窄而厚的地方，也有薄而宽的位置。
每个人的四柱就像一粒种子，有表皮和内质之分。
    蔡昔琼非常注意五行经验的积累，始终在归纳总结符合新时代的干支特性，重视实战技法，坚持每
一个四柱都存在各自的窍门，分析它必须抓住四柱的关键的观点。
窍门也好，关键也好，都是先悟通其中的道理，再用实践来检验。
    另外作者也注重类似四柱的共性，认为最简洁明快的方法是用类比法，他还认为，学易之人，必须
是逆修，才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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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干精粹》是一部专门描述天干体性的书籍，可以说是说前人之未说，想来者之未想，主要讲述十
个天干的本质、体象、气势、气数、化象等内容，并且附有几百个命例。
虽然是从八字命理角度讲述十干，但我尽量考虑到十干在其它术数中的共性，如奇门、风水。
严格来说，这本《十干精粹》属于我的讲稿录。
作为教师，作者认为传授知识必须注意这两点：第一，是知识的正确性；第二，是教材的启发性。
有正确的理论，才不会误导人；有启发性的教材，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但要真正做好这两点也并非一件容易事。
因为命理五行干支学说，自古以来都没有彻底地完善。
加之我的命理理论主要源于盲师，经验之谈不可作为理论，经验的东西还必须经过提炼升华才能使之
上升为理论。
即使上升为理论，还要经过再实践，才能总结出成套完整的体系。
因此，有时为一个观点，或一个命例还得跑上千里，向师父请教，或重新回到命主身边做深入的调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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