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算命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算命术>>

13位ISBN编号：9787542623966

10位ISBN编号：7542623966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时间：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作者：洪丕谟

页数：2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算命术>>

内容概要

　　通过阅读《中国古代算命术：中国世俗研究》，你将知道许多有关我国古代算命术的知识。
全书除前言、序言和后记外，共分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算命术的缘起、算命术的基础理论、四柱
算命的具体方法以及算命术的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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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古时期，在人类生产力极不发达，认识水平极度低下的情况下，由于不能解释神秘的自然现象
和完全把握自己的穷通寿天，于是就萌发了一种似乎上天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在支配着世
上一切的一切，安排着人间一切的一切的思想。
这种思想观点，就是进入等级社会后古文献上记载的“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的天命观，或
者说是命运观。
这用《易经》的话来说，叫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对于这里的命，后人注释道：“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看，“受命于天”刻辞的不只一次出现，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
命观就已经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扎根了。
后来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就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
按理说，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大儒，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怎么就会信起命来呢?原来，他早
年风尘仆仆，奔走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才深深地省悟到，命运之神竟是如此这般的厉害，然而这时
他已是个五十左右的人了。
“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
与此同时，他不仅“知命”，并且还是个怕命的人，不然，他就不会说出“畏天命”这样的话来了。
有意味的是，除了自己“知命”、“畏天命”外，他和他弟子还不遗余力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
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想。
这里他的说教是，一个人的生死贫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
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的资格。
正因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从老天爷的安排，但是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
从天命，往往冒险强求，希望有幸能得个好结果。
　　当然，看问题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孔子集语》记录孔子的话说：“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我孔丘)哉!贤不肖者才
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
”这里，他认为贤和不肖是根据才华来划分的，干和不干是人们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机遇好和不好
，是死还是活，那就只得看时运和老天的旨意了。
可见他在主张服从天命的同时，又是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因为人的才华和努力是一回事，境遇和死生的命运安排毕竟又是一回事。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
《孟子·万章》上篇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竞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竞来了，就是命运。
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舜、禹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尧、舜的儿子没有天
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益为相的时间又短，所以启能得到天下。
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的。
从理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
夭和命，实在是一致的。
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前者是说，不管命短命长，我都不三心两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后者是说，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
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
因此，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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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不能无缘
无故地白白送死。
无疑，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有着补充的一面。
　　那个御风而行，洒脱自在得很的列子，也是个坚信命运的人。
在《列子·力命篇》里，他巧妙地通过“力”和“命”的对话，宣传了自己的这一思想。
力对命说：“你的功劳怎么比得上我呢?”命回答说“你对世间事物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竟想和我比
起高低来?”力说：“一个人的寿夭穷通，贵贱贫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
”命听了随即反驳道：“彭祖的智慧不及尧 　　舜，而活了八百岁。
颜回的才华超出众人，可寿只三十二岁。
孔老夫子的德不比诸侯来得差，却在陈、蔡等国遭了难。
商纣王的行够不上仁人，但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吴国贤公子季札没能在吴国做上官，坏蛋田恒却篡了齐国的政。
商朝忠臣叔齐和伯夷饿死在首阳山，鲁国权臣季氏的钱又远远超过了贤士展禽。
假如说你力能发挥作用，又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夭折，孔子困厄纣王登基，季札低贱田恒高升，
伯夷、叔齐、展禽贫困而季氏富贵呢?”力被命一驳，楞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按照你的说法，我
虽然对世间事物没有功劳，可社会上搞得这般模样，你又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命从容回答说：“世
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听凭他们自己去变化，长寿的长寿，天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
的贵，贱的贱，富的富，穷的穷，又难道是我所能够改变的吗?”　　通过这段风趣的对话，列子表达
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世界上种种不合情理的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够解决的，因为在命运安排面前，
人力原是很渺小有限的。
　　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
这种思想发展到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风行天下，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就更深入人心了。
淮南王刘安认为，“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扬雄《法言》也说：“遇不遇，命也。
”有人向他问命，他说：“命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
人为的称不上命，上天决定的命是逃避不了的。
”　　王充是东汉著名学者，他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于命运，却坚决主张是客观存在着
的。
他说：“凡人遇偶(碰上好运)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
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
”在他所著《论衡》一书的《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初
禀》等篇章里，随时都可碰上对于命运的论述。
可见，人们对于命运 　　的信仰，不只是后来算命家们故弄玄虚所捣的鬼，这里面还有一批大学问家
的参与、坚信和鼓吹，可谓盘根错节，阵容坚强。
　　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上人们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不该飞黄腾达的反而飞黄腾达，不
该久处人下的反而久处人下，不该富贵荣华的反而富贵荣华，不该穷困潦倒的反而穷困潦倒，以及自
己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难以把握自己的生活、难以把握自己的生命等种种困惑，得不到使人信服的
合理解释，因此便就很自然地信奉起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说教来。
而统治阶级为了坐稳他们的交椅，也乐于接受这一套，并且不择手段地加以推广利用。
从此以后，那些时运不济的达人，常常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乐天知命”的话来安慰自己
，安于现状；而那些想不通的，除了怨天尤人之外，只好自讨不服命的苦吃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算命术>>

编辑推荐

　　你对算命术感兴趣吗？
你想知道算命术是从何时开始的吗？
你知道算命相士是怎样排八字的吗？
十二生效与地支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人对算命术都是持相信态度的吗？
⋯⋯通过阅读本书，你将知道许多有关我国古代算命术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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