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師 : 賴貴三 



《周易‧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卜筮原則： 
1.不邀筮 
2.不瀆筮 
3.先蔽志 
4.不占險 

 

《周易》卜筮原則 



 

  ‧《易經》：六十四卦卦名、卦象、卦辭、爻辭。 
  ‧卦辭、爻辭為占斷性文字，用於人事卜筮。 
 

《易》的內容─卦爻辭 



《易》的內容─易經 



*咸、恆、家人三 卦可連貫說明兩性相悅相求、結成夫妻
、建立家庭的歷程。 

 





《易》的內容─易傳 
 

‧《易傳》：從各種角度闡釋原經蘊義，共十篇，漢稱
為<十翼>，意即「傳之於經，猶羽翼之於鳥也。」 

 



 

  舉謙掛為例 
 
       (卦象) 謙:「亨，君子有終。」(卦辭) 
傳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集)多益寡，稱物平施。 
爻辭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六四：無不利，撝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二：鳴謙，貞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易傳》提出的想法： 

道器之分、創生原則、終成原則、生生謂易 

 

1.道器之分：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 

—《周易·繫辭傳上》 

2.創生原則：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周易·乾卦·彖傳》 

《易》的內容─易傳 



3.終成原則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
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周易·坤卦·彖傳》 



4.生生謂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
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周易·繫辭傳上》 

 



 

‧易學：泛指歷代研究《易》而成一家之言者。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小序》歸類漢至宋代易學有： 
        兩派六宗 

        兩派：象數派、義理派 

        六宗：象數、禨祥、圖書、玄理易、儒理易、史事易 

 ‧南懷瑾先生歸類易學有 
        兩派十宗 

        兩派：道家易、儒家易 

        十宗：占卜、災祥、讖緯、老莊、儒理、史事、醫藥、丹道、 

                   堪輿、星相 

  

《易》的內容─易學 



 

‧易學流派 

 

   漢易時期        象數之學 

 

   晉唐時期        義理之學 

 

              宋易時期        象數、義理並重 

 

          清代漢學時期      復興漢代易學 

 



 

‧臺灣易學 

 

                                      作者：賴貴三/編 

出版社：里仁書局 

出版日期：2005年02月10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867908597  

裝訂：精裝 
 



文史通義‧易教 





 
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 

 

三《易》 
 

《周禮‧春官》：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 

 



《易》更三聖 



 

 

‧文王演《易》乃因憂患意識的產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
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何為「無咎」 
  無咎者善補過也。 
 

‧如何「無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 

 

                                                               —《周易·繫辭傳》 

 
  

要於無咎 

求仁之書 
改過遷善 

 



‧揚雄《太玄》 
   九九八十一卦  

‧衛原嵩《元包》 
     蔣超伯《南漘楛语》：「其體略近《太玄》 。《太玄》義本
《連山》，《元包》遂襲《歸藏》，首坤而次乾，文多詰屈，術家
從無用以占卜者。」 

‧司馬光《潛虛》 

   五五二十五卦 

 

                                                                

  

後儒擬《易》 

◎章學誠實齋論學，
首重「六經皆史」及
「述而不作」。 

 

‧彼其所謂理與數者，
有以出《周易》之外邪！
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
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

襲焉。 
‧支離其文，艱深其字。 
 



 

 

 

 

•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 

    皆先王之政典也。  

• 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 

• 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託於空

言。 

• 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

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 揚雄《法言》、王通《中說》→擬聖之嫌，僣竊王章 

 

 

                                                                

  

章學誠「六經皆史」、「述而不作」 



 

 

 

 

• 《易》之得名 

 

• 《易》與治曆 
 

 

 

                                                                

  

易教中 綱要 



 

 

 
• 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
藏》，可並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
藏》而稱為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為義，實該羲、
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  

 

 

                                                                

  

三易的關係 



 

              

 

 

 

• 象 

              

 

• 象通於六經、戰國寓言、佛教 

 

• 《易》辭謹嚴，甚於《春秋》 
 

 

                                                                

  

易教下 綱要 

天地自然之象 

人心營搆之象 



• 按古書多假象爲像。人部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 

 

• 《周易．繫辭》曰：「象也者，像也。」此謂古周易象字卽像字
之假借。 

 

• 字未製以前。想像之義巳起。故《周易》用象爲想像之義。如用
易爲簡易變易之義。皆於聲得義。非於字形得義也。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象通於六藝—何為「    」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 」—《周易·繫辭傳上》 
 



 
 

 

                                                                

  



 

•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周易·繫辭傳下》 

借象以明道，立象以盡意 



     ‧象：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 
 

                                                            

象廣包六藝 



     

‧《詩》： 
 1.雎鳩之於好逑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 

  2.樛木之於貞淑 

《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
之。」《毛詩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3.熊蛇之於男女 

《詩‧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
蛇，女子之」 

   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裏。 

 

                                                            



         

 

‧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 

   1.《莊子》觸蠻可以立國 

   2.《列子》蕉鹿可以聽訟 

   3.《離騷》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 

   4.《韓非子》徙蛇 

   5.《戰國策． 楚策》引虎 

   6.《戰國策． 齊策》桃梗土偶 

 

                                                            

戰國之文，深於取象 



 

• 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 

• 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 

• 杜微漸之端，垢一陰，而已惕女壯。 

• 臨二陽，而即慮八月焉。 

• 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 

• 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
貞有貞吉、貞凶。 

• 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無咎。 

• 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 
 

                                                            

《易》辭謹嚴，同於春秋 



 

• 先王之政典，一代之法憲 

• 天人合一，經世致用 

• 象通六藝、象徵、寓言 

• 善處憂患的人生哲學 

 

                                                            

小結 



    ‧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故不憂。 

‧謙虛自抑 

  勞謙君子終有吉。 

‧謹慎預防 

   幾事不密則害成，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崇德廣業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
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
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                   

                —《周易·繫辭傳下》 

 

                                                            

善處憂患之道 



一 
 

•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 

•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 
 

                                                            

《周易˙繫辭傳˙第九章》 



二 
 

•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 

 

                                                            



三 
 

•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一 
 

• 擇地潔處為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 

•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之櫝中，置于牀北。 

•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為之，圓徑三寸，如蓍之
長，半為蓋，下列為臺函之，使不偃仆。 
 

                                                            

朱子《周易本義˙筮儀》 



二 
 

• 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 格以橫木板為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為兩大刻，
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
横足，側立案上。  
 

                                                            



三 
 

• 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
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
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
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于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
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
右還北向立。 
 

                                                            



四 
 

• 兩手捧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
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于爐上。 

•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説並見《啟蒙》。 
 

                                                            



五 
 

•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
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
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
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
刻。 

•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 
 

                                                            



 三、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 

 

• 案：《朱子語類˙卷六十六》 

• 問：卜爻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
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 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
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為主。亦如陰
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處，少者便只是初。 

• 變者下至上，而上不變者，下便是不便知本，故以之
為主。 
 

                                                            

朱子占例：《易學啟蒙˙卷四》 



 

四至七條占例 
 

 

• 四、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
之卦為悔。 

• 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 六、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 七、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二 
 

•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