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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秉义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多年致力于《周易》的研究，对东方文化的精髓有深刻的理解
，对易道原理的领悟有丰厚的造诣。
其已经出版的《周易与历法》、《周易与汉字》等著作，皆能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因而在国内外学
术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
　　常秉义先生的新著《周易与中医》一书，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医易汇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
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崭新而独到的见解。
特别是其中关于天人合一、太极阴阳、五运六气、八卦九宫、天体运行节律、时空运动结构、周天公
度全息模式、藏府经络气血理论等的阐述，无不渗透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易道思想和作者本人贯古
通今的真知灼见。
　　大千世界，繁衍有度，苍茫宇宙，错落无垠，中国古人用以描述这无限运动过程的符号数序，是
对自然法则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早在六千年前，那令人奇异莫测的神秘数图，就启发和开凿了炎黄祖先超凡的灵感和智慧，并创造了
《周易》这样震撼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从而引出后学三千易著和统领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世代传衍的
易道思想体系。
　　孔安国为《尚书》作序，推崇“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而《周易》就是大道之源。
大道即自然之道，生命之道、社会之道莫不尽在其中。
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而易之道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
其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囊括宇宙，包罗万象，诚可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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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字之所以亘古而不变，弥久而长新，因而不是单纯的文字符号，其中蕴藏着使人类社会思维不断升
华的“生生之谓易”的太极阴阳一分为二法则。
    本书重在从易学思维入手，即古代称之为一以贯之的“道”学观念，对所有汉字阐释进行寻根溯源
式的挖掘，企图还汉字之初的面貌，一切从“一”开始。
透过汉字的外象，可以领悟到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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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秉义，著名易学大师常秉义教授是国内外屈指可数的易学权威之一。
他精通河洛数理、皇极经
世、梅花易数、六爻、风水、股市行情预测等，被多家大学、机构聘为教授、顾问等职。
2006年，由全球华人联合会世界易经总会、全球华人联合会易经研究院等40多家各国著名易学机构提
名产生的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名易学人物，常秉义大师名列前茅。
2007年，在第十回世界易经大会中，经世界易学专家评审委员会评议：常先生被授予“世界著名易学
导师”称号。

    常先生著述甚丰，著作等身。
其代表作有《周易与中医》、《周易与历法》、《周易与汉字》、《易经与大智慧》、《周易与股票
市场预测》、《焦氏易林注》、《皇极经世真诠》，点评《纬书集成》等40余部专著，为弘扬大易作
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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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宋代大儒张载解释说：“形而上者是指无形体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体者。
”可见，这是古人对物质世界两种存在形式的划分，是一个伟大而科学的命题。
所谓“道”，实际上是指人们无法感知的自然变化规律，它从根本上形成并控制“形而下者”（即“
器”）的物质。
故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
”正是由于“道”、“器”的主从关系和辩证统一经典理论的确立，才形成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
。
　　我们熟知的西方文化（现代科学）是一种实体论的认识方法，注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空间位
置、形态结构以及质量、数量、能量、性质等关系。
而中国古代先哲则重点强调通过时空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来探讨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
西方思维方式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状态，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其特点是局部的、静态的，因此对事物之
间的必然联系考虑较少。
而东方思维方式则注重事物相互关系及其相对稳定性的发展过程，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
。
西方科学注重科别分工的精细，而缺乏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
阿尔温·托夫勒在《科学和变化》中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
局部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
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一些细部重新组装到一起。
”当然，“这种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西方科学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赞叹的成就，例如物理学的基本
粒子学科和西医学。
但什么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
有兴趣的是，基本粒子皆有正反粒子，皆有运动能和结合能。
也就是说？
又回到中华传统文化所说的阴阳结构。
”（赵定理《东方时空与未来科学》）　　尽管西医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只从受精后的形而下开
始研究，而对于生命奥秘、本源乃至形而上的本体却从未涉足。
而中医学认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
”这就是说，生命来源最为重要。
有趣的是，现代科学成果六十四个遗传密码的发现与古老的六十四卦全部物象对立，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在我国佛教密宗身心修炼的“三脉七轮”之说中，心轮有八脉，喉轮十六脉，顶轮三十二
脉，脐轮六十四脉。
笔者认为，天人之间密吻合拍的韵律关系将是二十一世纪重大科研课题！
　　综上所述，形上与形下的主从关系和辩证统一理论即为大易之旨，故《周易》上经为气化之始，
首于乾坤；下经为形化之初，端于咸恒，人伦由是出。
　　中华文化无不源于《周易》，其中中医学、汉字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西方医学是“器”的分支，而中医学则是“道”的分支。
西医注重解剖，在显微镜下观察；中医注重整体，言五藏六腑离不开“气”，而“气”是无形无象的
东西。
有乎道，自然存乎器。
道、器从来不分。
不过，道是本而器为末，故而道长存而器易毁。
这样，我们自然会对古代诸子百家异说纷起，然而在道器观念上几近一致，特别对道、气奥秘都给予
极大的关注。
　　汉字起源于易卦干支，这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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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汉字还是易学思维，道、器结合的典范。
汉字的成因及其规律无不体现出易卦干支阴阳五行的思维特点。
可以说，汉字是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就是这些被西方人视为神秘玄妙的方块字，它和中华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原始文字都是由图画进而演变成象形文字，继之又进化成符号体系。
追溯世界文明古国所有象形文字，诸如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丁头文字、埃及的象形文
字、印度的象形文字，虽然都曾辉煌过几千年，然而终于都消亡在中世纪，成为历史的陈迹。
惟有中国的汉字，历经沧海桑田、朝代频繁更迭，甚至外族入主中原，却始终不见汉字的消亡。
个中道理何在？
正如萧启宏先生在《汉字通易经》一书中所言：“中国的汉字突破了图形文字发展阶段的局限，发展
成为科学完备的巨大符号系统，五千余年，一脉相承地流传至今。
这是因为，汉字在完成‘成命百物’的历史使命时，与中国史前文化中枢易学符号发生内在联系的结
果。
换句话来说，汉字的发明，使中国易学的符号系统，实现了从抽象数理符号卦爻称号，到具体物名文
字符号汉字符号的过渡。
中国易学的卦符是一种象：主审者理，明理者象，对待者数，流行者气。
这是中国易学的合理内核。
汉字的发明，产生了一种能与语言相结合的，成为能书写具体事物的名称、表现具体名称对象事理的
符号。
所以，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
汉字是一套易学符号。
”“汉字易符说，有简单严格的汉字象易学判定公式，所有的汉字都用一个标准和模式去作易学大观
的分析，一切解释都是形而上道、形而下器的层层推理”。
萧先生还就汉字形音阴阳向背之义作了深刻地剖析：“汉字易符学认为，‘同形同宗，同音意同。
’把字形和字音都看作是象。
形是象的阳面，音是象的阴面。
字与字之间，都有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是互为其根，分层扩展的关系，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八卦次序
图的结构模型。
汉字易符说涉及的范围极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专题的说明。
但是，它从古老易学模型与汉字总体的逻辑联系上，推导出一个总体的格局，足以证明易符与字符是
相通的。
”　　汉字的造字法本于易学原理，其结构模式无不是阴阳五行观念的反映，说到底，汉字的结构模
式，就是易学模式。
因此，汉字的结构模型、汉字的形音合璧、汉字的思维内涵、汉字的科学规律，是在易学原理、易学
思潮全面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门语言文字学。
正如萧启宏所说：“今天汉语的基础，是在五千年前黄帝时代的语言传承下来的，其基本词汇和词汇
结构方式，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所以，易学理论是中国语文理论的基石。
”（《汉字通易经》第三章第七节）　　总之，汉字在易学思维的全面影响下，形成了道器浑一、阴
阳合一、五常统一、形意象一、象数归一的表意表音文字。
　　如果从伏羲画卦表意算起，汉字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如果从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算起，也有五千年
的历史。
　　尽管汉字源于易学思维，但易学不等于汉字。
“易学卦爻符号已经成为能表达出宇宙万物万般变化原理的宇宙方程。
它与文字之间还有一窗之隔，那就是它把卦形作为一种象，这种象运载的是一套科学的道理，它可以
用任何语言来表达，它不固定代表每一事物的名称，与物名不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它不能书写语
言，还不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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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已经走到了文字领域的边缘，给文字的发明带来明确的暗示。
”（萧启宏《汉字通易经·第四章》）伏羲画卦，“天下之能事毕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于是，仓颉因此而创出汉字。
所以说，易学思维就是汉字的根源，这是毫无疑义的。
　　尽管易学不等于汉字，但卦象中亦有原始汉字的痕迹，这也反映了上古易卦与文字语言混沌不分
草创时期的真实情景。
　　自古以来，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文字的起源极为古远，公认汉字是原始社会的产物。
至于具体年代，则众说不一。
有的说本于八卦，有的说源于河图洛书，有的说始于结绳记事。
不管怎样，古人多认为八卦为伏羲所画，即为文字之始，乃上古记事、记物之符号。
《易·系辞》明言：“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
”圣人即伏羲氏。
宋代易学家杨诚斋在其《易传》中说“以类万物之情”之语，表示八卦具有文字功能。
宋代理学大师程颐进而提出汉字是一套易学符号的著名观点。
杨诚斋指出：“卦者其名，画者非卦，乃伏羲初制文字。
”（《诚斋易传》）　　《印学丛谈》说：“伏羲因画八卦作龙书，神农因嘉禾作穗书，黄帝见庆云
作云书。
”李朴园《中国艺术史概论》说： “中国最古的文字是八卦。
”“书可以起源于八卦，画也可以起源于八卦。
”就连西方大科学家莱布尼茨也说：“六十四卦图给普通文字的发明以重大的暗示。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告诫其女儿：“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
，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地学习。
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　　一、八卦为汉字之源　　最早的文字，是由图画而来，亦即文字的原始状态。
然而单纯的图画，未必是文字，只有当图画和语言结合起来了，才算真正的文字。
如画个山，念作山字；画个水，念作水字。
人人如此，约定俗成，文字才算形成。
因此，文字与图画的根本区别，就是文字是有音节的图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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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字起源于易卦干支，这是毫无疑义的。
不仅如此，汉字还是易学思维，道、器结合的典范，汉字的成因及其规律无不体现出易卦干支阴阳五
行的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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