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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商甲骨卜辭與先秦文獻可證商周兩族是非常敬畏上天（上帝）的，不獨先民百姓

信仰上帝，賢明的君王和聖人更是凡事開口必言天命，且又「以神道設教」訓戒百姓

當謹守天命。《周易》的經與傳成書於信仰上帝的先秦時代，且皆為聖人之作，以

「時代環境背景」和「作者身分品性」這兩條外證，可明其書思想必為信奉一位至高

主「上天（上帝）」；其書所談論的真理也必圍繞著「天道」主旨。本文首先探討天

帝在中國最早的本義，以甲骨文字為佐證；其次採「以史解易，以易證史」的方法，

論證《周易》的核心思想、價值觀，與最高目標在於「天人合一」，並就順天應時細

論天人合一的內容；最後得出天道為人事的法則之結論。 

關鍵字：順天應時、周易、天人合一、天、帝 

 

  

天道信仰貫穿六十四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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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f Unifying God and Human in I-Ching 
(Zhou Yi)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Obeying God 

 and Nature Operations. 

   

Tsu-Fen Sun 

 

Abstract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Shang Dynasty and documents of pre-qin dynasty show that 

the people in Shang and Zhou were all in awe of God. Not only did people believe in God, but 

also did the sagacious kings and saint who always claimed Godôs purpose for everything. 

People were also educated to obey Godôs will using religious explanation. 

The bible and bibliography of I-Ching were written by saints in the era of pre-qin when 

people believed in God. By using the external proof of the environment background and 

author identification, we c.[can find that the thoughts behind I-Ching is to worship only one 

almighty Lord (GOD); the truth discussed were all surrounded by Godôs think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arliest definition of God in China by utilizing oracle scripts as 

proof; then it uses the methodology of explaining I-Ching by history and proving history by I-

Ching to validate if the core thoughts, value, and ultimate goals of I-Ching is to unify God 

and human. Finally, we conclude that Godôs will is the rule of human via the discussions of 

unifying God and human by obeying God and nature operations. 

 

Keyword: Obeying God and nature operations, I-Ching (Zhou Yi), Unifying God and Human, 

Lord,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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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祖芬 

 

壹、前言 

(一)與至高者有關的字 

甲骨文的天   ，是由上        與 大    所組成，金文與楚系簡帛文亦然，觀其畫像，

皆指人的上面有位全能超然的主宰（本文不以中國先秦的天為物質自然天，留待後面

（二）至高者的名字與發音，再舉例證詳說）。東漢許慎釋天為「ᴟ ϱ」，清代段

玉裁對「ᴟ ϱ」再加以解說：「ᴟ ϱ╥Є ϡϷ」──由這兩位文字學專家צ

的解說 

，可佐證中國先秦最初的信仰是敬奉獨一無二的至上天，而非崇拜多神。 

  

甲骨文的帝    ，是由上       與 尞1
     

2
 所組成，甲古同文異體之帝   ，可看出亦是

由上     與尞     所組成。東漢鄭玄曰：「ϱ→῏ȲщПᵑ֤Ϸ3。」日本漢學家白川靜

在其著作《甲骨文的世界》一書中，考證大量卜辭，云： 

ѻҨ ᾼ ѻҨאϞ╥ɦ→ɧȴ→ȲЛּאּ Ȳ ѹỰὑἬצᴞ

ᾼ Ȳᴖѻ Ϛйȴȼȼ→ѿᴟ ᾼ֮ᴯṿᶰ Ȳᴖ᾿ Ốᴩṿ῏Пԉ

ᾼ⁄╥ ȴȼȼ╠Ӧᴟ П ᾼ→ẃ ṶȲὑ╥ Ԍᾼ ―ӻ ϯ

ẃ ԉȲӦ҃ ҟќ ȴȼȼ֯ ПϱȲאּ צ ᾼѻ Ȳ

Ṫ ╥ɦ→ɧȲ→Ȳ ϚЄ ПᶮȴӱȲϷ╥ ȷᴖ→╥ḆЄᾼ ȴһ

╥→ᾼ ᴯȲ֪Ɫ→╥ ᶮП ȲἬѿּא ѿẔ Пᶮῶӱȴȼȼ→ֽὨ

ᵑ Ȳ ᵑ ᵂɦϱ→ɧȴȼ ɦ→ɧ Ȳ ╓ɦϱ→ɧȴ4 

白川靜先生從甲骨文卜辭歸納殷商的「帝」有幾點屬性：一、是最高神，居至尊

                                                 

1
 許慎釋尞 為「柴祭天也。从火从眘。眘，古文愼字。祭天所以愼也。」 

2
 日本漢學家白川靜解 ：「蓋象架薪之形，其旁小點表示火燄。」 

3
 鄭玄註解《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第六 

4
 《甲骨文的世界》第二章〈神祇的世界〉，頁 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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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宰一切。二、主司風雨，使役諸神。三、是無形之神。 

(二) 至高者的名字與發音 

根據殷商甲骨卜辭，與周朝文獻《詩經》和《尚書》的記載，先民對至高者的稱

呼有：「帝」、「上帝」、「天」、「皇天」、「昊天」、「神天」，或將天與帝合

稱，如「皇天上帝」、「昊天上帝」： 

→҆ẔȲ→Л҆Ẕȴ5 

→ֵ҆Ȳ→Л҆Ẕֵȴ6 

ɞ ȵ ȵ ɟȸϱ→╥ṼȲ ḳ ȴ  

ɞ ȵỂ ȵᴝЏɟȸὙ╢ϱ→ȲṤӣ  ȴד

ɞỮ ȵ ȵ ɟȸщ ẕȼщצ צ ȼщỄצ ȼщ צ ȴ 

ɞỮ ȵ ȵ ἆɟȸԒѵצὢȲ┐ щỄȼщẔӘᶺỄϹ Ṧȴ  

ɞỮ ȵỂ ȵ Ḋɟȸꞌщ╠ҀМ Ӗ ЁϹԒѵȴ 

ɞỮ ȵỂ ȵᵩ ɟȸ צ⁄ ԁРȲ Ϲꞌщȴ 

ɞ ȵỂ ȵᴝЏɟȸ цꞌщȲᵌὕ ∟ȴ 

ɞ ȵЄ ȵ ɟȸ ὠщȲТֽᴶṭȹ  

ɞỮ ȵỂ ȵֵѠɟȸ ᶺỂѵȲ ἭϹ Ȳᵌ ӣ Ȳ ẕ щȴ 

ɞỮ ȵỂ ȵң ɟȸꞌщϱ→ȲḂ аІ Є ПỄȴ 

ɞ ȵЄ ȵ ɟȸὠщϱ→Ȳ⁄Лᶺ ȴ 

唐堯先生在其著作《先賢之信》中，羅列世界多國民族對於至高者的稱謂，發現

不只是中國的漢語才將至高者稱為「帝」（Di）或「天」（Tian）；英語系和印歐語

系亦然，唐氏云： 

МṿӣɶDeityɎ Ὑɏɷ ᵂⱢ Ȳ╠ῶӱϱ→Ȳϭῶӱ Ȳ

ɶDeityɷẃᴞἮϜ ᾼɶDeusɷȴ֝דצ ≈ᾼ Ȳצ Єᵓ ᾼ

ɶDioɷȲᾎ МᾼɶDieuɷȲᴫ Ѳ МᾼɶDiosɷȲҡ Мᾼ

ɶDiaɷȲ№ Ђ МᾼɶDuwɷȲӁԝ Ҽ МᾼɶDoueɷȲӴ ử М

ᾼɶDievasɷȲἮ Ṹ МᾼɶDieusɷȲ МᾼɶDyuɷȲᶦ Мᾼ

                                                 
5
 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八冊，珂版影印本，1913 年。 

6
 郭沫若《卜辭通纂》，日本東京：文求堂，1933 年，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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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Theosɷ  ȴ֯М Ȳӣẃᶮ ᴟ ϱ→ᾼϮ ֿ֤╥ȸϱ→ȳ→ế

щȴ ḕϚ ֿ֤ ᵶצϱ ֢ ȳ֢ ṕМ ṿӣᾼ ἤ ȴ  

王敬之先生亦從發音上比對希伯來語和漢語對至高者的稱謂，證明兩者幾近相

同： 

ᶦᵄẃϢ ɦԓ ῏ɧⱢ El-Shaddaiȷӣ М’׀ҡ ᶙֻᾼ ὧ

ɦϱ→ɧϚ Ȳ ᶦᵄẃ Shaddaiד Ⱥ  

唐堯先生與王敬之先生在比對世界不同民族稱呼至高無上、神聖主宰者的語音與

語義後，證實「帝」（Di）或「天」（Tian）這兩個語素有一共同的根源，這考證很

難不讓筆者聯想起《聖經．創世記》第十一章的記載──在大洪水前，人類本來只講

同一種語言，但因人的驕傲高築巴別塔（BC 2247）後，上帝就此變亂了世人的口

音： 

Ṫ ȲщϯϢᾼЀ ȳṕ ╥Ϛ ȴ҃ Ἇὧ ᾼ Ȳ֯ӱ ֮

ṓϚѱӂ Ȳ ᴰ֯Ṫ ȴ҃ ἒױ ȸɦẃᵣȺᶺ ᵂ Ȳ᷂

Ϡȴɧ ҃ Ӱ Ȳϭ Ӱ ᴊᾇȴ҃ ȸɦẃᵣȺᶺ ∂

Ϛ ₨ếϚ Ȳ щȲⱢ ᶺ ᾼ֤Ȳᵍ ᶺ и ֯ԓ֮

ϱȴɧ ֿפế Ȳ ∂ѷϢἬככ ᾼ₨ế ȴֿפế ȸɦכ Ȳ҃

ⱢϚכ ᾼϢӖȲ ╥Ϛ ᾼṕ ȲֽЭ╠ᵂ ṶẃȲѿ∟҃ Ἤ ᵂᾼ

Ṷ ḥצЛכ ᾼϠȴᶺ ϯҟȲ֯Ṫ ҃ ᾼЀ Ȳṿ҃ ᾼṕ ἒ

Лױ ȴɧ ὑ╥ֿפế ṿ҃ Ṫ и ֯ԓ֮ϱȷ҃ ЏȲЛ Ṫ₨

Ϡȴ֪Ɫֿפế ֯Ṫ щϯϢᾼṕ Ȳṿ Ϣи ֯ԓ֮ϱȲἬѿṪ₨

֤Ҫђᵑɚ ╥ ᾼ ≈ɛȴ 

從本小節所徵引的古書經文可證：中國先秦所信仰的皇天上帝，實為一位擁有自

主意志的獨立存在者，不是人所幻想雕刻出來的偶像，也不是物質的自然天，祂不但

有自己的名字，也掌管一切，真實存在於中國人的思想中、生活中。 

貳、《周易》經傳文本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天道論者所欲追求的最崇高目標，天人合一的思想內涵體現在

《周易》經傳中，本文歸納為三個重點：一、順天應時；二、敬天承命；三、法天之

德。這三點都根植在周族信仰有一至高無上的「天道」觀基礎上，是天道信仰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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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同時，這三點也證明了《周易》的思想是與進化論完全相反的一神創造論，因

進化論主張一切都是偶然發生，故進化論不會去探討更無法回答「生命存在的意義、

目的，與價值」這個問題。倘若進化論是真的，那麼人類之間就不存在愛與互助的美

德，一切只剩下動物界殘酷的弱肉強食…進化論是歷史上最大的謊言，泯滅了人的尊

貴形象，亦否定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第一點「順天應時」，是指順應上天的時間，觀察天象規律以制定曆法節氣，無

論飲食作息、農作休耕、巡視訪查、獻祭之禮、立法執刑……等等，都要依照、配合

天時而行。第二點「敬天承命」，是指敬畏天命、不違天意，如此即可蒙上天福佑，

因此而吉無不利。易之六十四卦，卦卦相連，井然有序，詳實記載了商周兩族的史

事，也對比出兩族逆順天命的不同結局。第三點「法天之德」，是指效法上天的德

性，從自然寒暑的天候、陰陽兩股之氣，聖人體會出上天具備仁愛與公義兩種品德。

從日月的運行不殆，聖人效法上天的剛健與誠信，以美好中正的品德待人接物處事，

不偏不倚地行走在上天的正道中。受限篇幅，本文僅就順天應時部分列舉《周易》經

傳加以論證。 

參、順天應時  

（一）順天應時之經傳舉例 

《周易》以「乾（天）」卦為首，爻象皆為「 」陽剛之畫，爻辭則以「龍」處在

六種不同時位的變化，來說解「陽氣」的興盛衰退，比喻「君子」處在不同時勢下應

具備的德性。 

《易．乾．彖》對〈乾卦〉卦辭有精準完備的詮釋：「Єⁿ аȲ ᾬПỞȲϞ

щȴ ᴩ╟Ȳ₇ᾬ☼ᶮȼ оȲ֢ӔἤỄ」──作者讚嘆偉大崇高的天，

是創生萬物的根源，賦予萬物形體與性命；《易．乾．象》歸納〈乾卦〉六爻後指出：

「щᴩ ȲᵩІѿᴞ Л 」──陳明「天道」的變化是有規律且不間斷的，並以此

要求君子要效法天道的剛健運行，努力不懈怠，進德修業。《易．乾．文言》則明確

地為大有德性之人下了定義：「ъЄϢ῏Ȳ щ֥֮Ẕ Ȳ ѡѣ֥ẔὙȲ ҳ

֥ẔᶧȼԒщᴖщӆ Ȳ∟щᴖỐщ ȼẔ ϢѾȺȼ῀ ϺȲᴖЛҷẔӔ׀

῏ȲẔ ϢѾȺ」──作者認為聖人的德性應契合於天地，如日月般光明，且要按

照四時季節的規律來行事，敬奉天道、不違天意。 

孔子在《論語．鄉黨》中曾自述其飲食養生之道：「Л Л 」，足見孔夫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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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在飲食這微小的事情上，亦極重視按照上天的時令季節飲食。故孟子曾在《孟子．

萬章》中讚美孔子是「 П ῏」也！ 

「不時不食」──這個順應天時、按照當令季節所盛產的蔬果來飲食的養生之道，

拿到現代的生活與醫學來檢驗，依舊是非常正確的。比如：不按照植物自然生長週期

搶收的蔬菜，通常都是農藥、化學肥料施用最多的，吃了對身體有害無益，毒素積存

體內還會引起癌症、百病叢生；但若是依循每種植物蔬果生長的季節栽種出來的水果，

農夫不需刻意噴灑農藥、不需刻意人工栽培、不須刻意用化肥催熟，植物自然就能生

長得非常肥碩甜美。而這些不同季節出現的不同蔬果，有其不同的涼熱屬性和營養成

分，比如：夏天是瓜類蔬果生長的季節，瓜果是涼性的：西瓜、絲瓜、冬瓜……等，

最適合在夏天吃，可說是上帝賜給人的消暑良藥。而奇妙地是，冬天就不會出產這些

寒涼屬性的瓜果，人若要違反自然規則，非要以人力改變栽種或冷凍儲存，好在冬天

也能吃到涼性的瓜果，對身體絕對是沒有半點好處的。筆者就曾因出於無知誤在晚上

吃西瓜，造成腸胃極大虧損，經中醫診治講解後，才知「吃水果不僅要按季節，也要

擇時辰」，一天之中，晚上七點過後，氣溫逐漸下降、環境寒涼，屬陰強陽弱、濕氣

偏重的時候，故而在此時吃寒涼性水果，會把過多水分積存在體內，加重體內寒性而

使腸胃虛弱。 

又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遵循天體運行的作息方式，是最健康的；但

若有人執意違反自然的規律，逆行生活，身體一定會吃不消，甚至容易導致酸性的體

質而使免疫力下降。這些都是「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明確印證，上帝透過四時季

節的變化來告訴人們甚麼時間該做甚麼事：諸如，春天是陽氣發萌溫暖之時，利於播

種，沒有人會在陰氣酷寒的冬天下田播種。不幸地是現代人都違反了這些自然定律，

沒有善盡職責遵循天時管理土地環境，引發許多災難。上帝透過大自然的不言之教啟

示人，孔子能掌握天時，並依循天時而生活行事，夫子曾如此發出讚嘆過：「щᴶṕ

ⁿȹҳ ᴩ ȲᴍᾬӢ Ȳщᴶṕⁿȹ」7 

順天應時的思想，還反映在《周易》的「臨」卦卦辭上：「аᴮȲᵓ ȴᴟϹϥ

ѣצз」。「臨」字的本義有「居上視下、考察、監管」的意思，查其六爻爻辭，皆

在談論應以何種情感、態度，與想法出巡訪查最正確最適宜，六五爻辭明確地點出考

察民情者的身分為「大君」，故「臨」卦可視為《周易》作者對周代君王要微服出巡、

考察民情民意時所提出的中肯建言，裡面有許多顛撲不破的指導原則，其中一項就出

現在卦辭最末句的懇切叮囑「ᴟϹϥѣצз」。 

                                                 
7
 《論語．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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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徐叢（苕木匠）在其大作《揭開帝王的秘籍：正讀周易》一書中，對

「ᴟϹϥѣצз」此句卦辭有精闢地闡述： 

ҡ҅ᴩ╜цӢ♄ᶁϩḖ ᴞ ᾼ ╠ᵭ֥Ȳד√ щ ᾼ √╥╡Ӣȳ

 ȳּןוȳҍ ȴϥѣ ϹМּוȲ╥ Л Ȳ ᾬ ȲӖ ԅ Ӣ

П ȴⱢᵩ῏ Л ױ֯ ҏṥ Ӗȴ֯ҡ҅ӻ Л―ᾼ ᾓϯȲϹ

ẖПМҏṥȲϷὙ ֮ ᴞАᾼṝ ЛᵓȲ֪ױ ɦϹϥѣצзɧȴ8
 

除「臨」卦卦辭反映出君王不該於隆冬出巡的順應天時思想外；「復」卦象傳也

有相同的思想：「 ֮֯МȲ ȲԒѵѿᴟѡ Ȳ ЛᴩȲ֧ЛעѠȴ」君王

在天寒地凍的冬至日時，應配合冬藏的天道規律，休養生息，停止外出商旅與巡視邦

國的活動，好好在宮中閉關靜養。 

《易．觀．彖》言：「 щП Ȳᴖҳ Л ȷ Ϣѿ Ȳᴖщϯὢ

ṁȺ」雖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話，卻蘊含了極深的真理，顯出上天慈愛與誠信的品格，

何以見得？聖人只因觀看到上天「ҳ Л 」的法則，就能感受到上天慈愛之心、就

能體證上天是誠信真實的存在者麼？為何聖人僅以此四季運行不差錯的天道來教化百

姓，就能收服天下人之心？ 

誠然如聖人所觀所思，上天使四時寒暑運作不息，百物才得以資生成長茁壯，成

為供應人身體所需之食糧，這是上天誠信的美德，若是四季出差錯，比如一年皆暑，

萬物就要因酷暑而枯乾萎縮，若是一年皆冬，萬物就要因寒冬而長眠。總因上天將一

年分為四季，總因確信上天每年都會讓暑往冬來，總因上天是如此規律不止息地運作

著季節，才使得自然界的萬物能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其次，上天讓四季分明，好使人和萬物的身體能循序漸進地適應冷暖天候，不會

在大暑後馬上接冬至，而有春分和秋分做為緩衝與調節，這顯明了上天的慈愛仁德，

若溫度居高不下、又或極端冷凍，人與萬物是無法在自然界生存的。太陽的溫度被控

制得宜，不至於融化烤焦萬物、也不至於低溫凍死萬物，因而能化育萬物，又有誰能

全盤否認這精細縝密、每一環節稍出差錯就會人命關天的神道，不是來自於上天的呵

護與管理、而是宇宙偶然的巧合碰撞呢？巧合意外之事絕不會持續規律地每天運作，

僅能偶一為之，信奉人和萬物自然都是巧合偶然生成的學說，實際也反證了宇宙間的

確先有一規律的定理存在著，才能任其大膽妄為不循順天時、恣意破壞天道規律。 

                                                 
8 徐叢（苕木匠），《揭開帝王的秘籍：正讀周易》，中國：廣西師範大學，2010 年，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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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察時定節－卦象反映月令節氣 

《易．賁．彖》言：「 ѾщѝȲѿ 」；〈繫辭上傳〉道：「щ֮ оȲ

Ϣ Пȷщ₣ Ȳṓ֛зȲ Ϣ П」。由此可知，聖人善觀天象故能掌握天時節

氣，當聖人掌握住了季節轉變的陰陽規律後，就仿效天道規律創建了卦爻的系統；聖

人深刻體察到天象所顯示的吉凶，故而模擬推演天象畫成六十四卦。易之六十四卦，

先不論其卦爻辭的內容涵義，單就其外在的卦畫形式來看，可察見這六十四卦的圖像，

非雜亂無章隨意拼湊組成的圖畫，六十四卦卦畫的形成，乃是依從「兩兩相耦，非覆

即變」的基本規律，組織而成。 

第一種方式「覆」，是將陰陽爻位的順序，上下顛倒，如下圖所示： 

 

     ẩ √ʟ  ( 1) 

 

第二種方式「變」，是將陽變陰、陰變陽，改變陰陽的屬性，如下圖所示： 

 

ẩ √ʟ  ( 2) 

故《易》之六十四卦卦象是兩兩相對的，可分為三十二組：以第一種方式「覆」

所產生的卦象，計十四卦七組；以第二種方式「變」所產生的卦象，計五十卦二十五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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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六十四卦每一卦象的結構都是由六爻所組成，爻畫區分為陰與陽兩類，

陰與陽是卦的基本組成元素。而伏羲模擬自然界的八種現象畫成八卦，實際分析這八

種現象後，仍可將之歸納為陰與陽兩類，如下圖所示： 

Ὃ 
֮ 

Ὂ 
Ѝ 

Ὁ 
Ѭ 

Ὀ 
 
ὅ 

 
ὄ 
ѭ 

ὃ 
 
ὂ 
щ 

ᴔ  ю  ю  ᴔ  

  

Ѱ а ʟ  ( 3)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則有別於伏羲的先天八卦方位圖，〈說卦傳〉第四章記載了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的內容： 

ᾬҏѾ Ȳ ȲὧѠϷȴ Ѿ Ȳ ȲὧϷȴ Ϸ῏Ȳṕ ᾬП

Ϸȴ Ϸ῏ȲὙϷȴ ᾬꞋדṓȲѠПẩϷȴ Ϣ ᴖ щϯȲ Ὑ

ᴖᾙȲ ậ ϷȴọϷ῏Ȳ֮Ϸȴױ ᾬꞋ Ȳ╝Ѣ ᶰѾọȴᵋȲ

ӔּוϷȲ ᾬПἬ ϷȲ╝Ѣ ṕѾᵋȴ Ѿ Ȳ ȲᴫҖПẩϷȲṕ

ד Ϸȴᶂ῏ȲѬϷȲӔҖѠПẩϷȲ ẩϷȲ ᾬПἬ ϷȲ╝Ѣ

ѾᶂȴᴤȲὧҖПẩϷȲ ᾬПἬכ ᴖἬכỞϷȲ╝ѢכṕѾᴤȴ  

 

震卦位東方，為一年之始的春季，兌卦位西方，配以正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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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ѵ∟щϥẩѠᴯ ( 4) 

漢代象數易學將〈說卦傳〉所載的後天八卦方位圖加以擴充發揮，以四正卦「震

離兌坎」主四季「春夏秋冬」，四卦共二十四爻主二十四節氣；又將「復、臨、泰、

大壯、夬、乾；姤、遁、否、觀、剝、坤」這十二卦稱為「十二辟卦」，義指這十二

個卦各代表一年的一個月份：前六卦陽長陰虛，稱息卦；後六卦陰盛陽衰，稱消卦。 

「十二辟卦」顯示了陰虛陽盈、陽息陰消的寒暑氣變，又稱「十二消息卦」、

「十二月卦」，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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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ϡ ẩ ( 5) 

「十二辟卦」的起源眾說紛紜，據清馬國翰所輯之《歸藏》一卷9，內引明代徐善

說法，徐善認為十二辟卦出於商代之易10；但現代學者屈萬里先生則持不同看法，屈先

生在《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一書中謂十二辟卦應始於西漢。11 

東晉易學家干寶（干令昇）注乾坤兩卦的爻辭時，即以十二消息卦來解說這十二

爻： 

֯ῴϟȲϫϚѣП Ȳᴞ ẃϷȴ 

֯ϟϡȲϫϡѣП Ȳᴞ ẃϷȴ 

֯ϟϮȲӔѣП Ȳᴞ ẃϷȴ 

                                                 
9
 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2990&by_title=%E7%8E%89%E5%87%BD%E5%B1%B1%E6%88%BF%E8%BC%AF%E4%BD%9A%E6%9B%B8&page=47 
10 十二辟卦 

   子復，醜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 

   徐善曰：｢此《歸藏》十二辟卦，所謂商易也。辟者，君也。其法：先置一六畫坤卦，以六陽 

   爻次第變之，即成復、臨、泰、大壯、夬五辟卦；次置一六畫乾卦，以六陰爻次第變之，即成 

   姤、遯、否、觀、剝五辟卦，十辟見而綱領定矣」。 
11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台北：學生，196 年，頁 78-81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author=%E9%A6%AC%E5%9C%8B%E7%BF%B0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author=%E9%A6%AC%E5%9C%8B%E7%BF%B0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3116&by_title=%E7%8E%89%E5%87%BD%E5%B1%B1%E6%88%BF%E8%BC%AF%E4%BD%9A%E6%9B%B8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2990&by_title=%E7%8E%89%E5%87%BD%E5%B1%B1%E6%88%BF%E8%BC%AF%E4%BD%9A%E6%9B%B8&page=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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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ϡѣП ȲᴞЄᶇẃϷȴ 

֯ϟХȲϮѣП Ȳᴞ ẃϷȴ 

֯ϱϟȲҳѣП Ϸȴ 

֯ῴȲХѣП Ȳᴞ ẃϷȴ 

֯ϡȲгѣП Ȳᴞ ẃϷȴ 

֯ϮȲϝѣП ȲᴞᵡẃϷȴ 

֯ҳȲϥѣП Ȳᴞ ẃϷȴ 

֯ХȲϟѣП Ȳᴞ ẃϷȴ 

֯ϱгȲϫѣП Ϸȴ 

干寶以乾卦六爻代表從冬至（十一月）到春分（四月）的六個月份，在這半年期

間，可明顯感受到陽氣正在逐漸萌發、復甦，終至達到旺盛而完全取代陰氣；坤卦六

爻代表夏至（五月）到秋分（十月）的六個月份，在這半年內，可從初次踏到地表的

薄霜察覺濕冷的陰氣已開始凝結，天候逐漸寒冷，終至結成堅冰而完全取代陽氣。故

而乾坤兩卦就足以構成完整的一年四季，乾坤兩卦的十二個爻辭，代表了一年的十二

個月份，這十二爻的爻象變化過程，充分完備地傳遞了陰消陽息的天道規律，將陰陽

二氣生長與衰退的變化規律顯明，如下圖所示： 

 

ẩгѰ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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ọẩгѰ  ( 7) 

干寶不以每一爻為簡單的陰陽屬性線條，而是將乾坤的每一爻都視為一個完整的

六畫卦卦象，如將乾卦的初九陽爻視為復卦的整體卦象（一陽爻五陰爻）；干寶亦不

以每一爻為獨立存在的陰陽線條，而是將每一爻所代表的卦象串聯起來，視為一完整

的演變過程、環環相扣，如乾卦實際上是包含了五個卦「復→臨→泰→大壯→夬」的

變化，從一陽爻五陰爻的復卦，往上發展，次變為兩陽爻四陰爻的臨卦……，到第六

變，才完成所有的變化，此時六爻皆轉變為純陽之乾卦，意即上九爻的卦象就是此卦

完成變化後的定卦。 

本文以為干寶用十二消息卦注解乾坤十二爻之法，證之於兩卦的爻辭內容，十分

契合：例如乾卦初九爻辭起首句為「潛龍」，乾卦的初九爻爻象並不是只有簡單一橫

之陽爻畫象，而是以談論要「恢復、修復、復返」正道為主題的復卦卦象。「潛」字

與「復」字遙相呼應：一條潛伏的臥龍已從冬眠中醒來，蓄勢待發、蠢蠢欲動；不正

好就像代表十一月冬盡春來、種子即將破土而出的復卦卦象麼？此時雖然處於五陰爻

寒氣仍逼人的隆冬之際，但由初爻之陽氣蘊涵於下，就可知陰之氣數已盡、暖春即將

到來。一條潛龍，象徵那一元復始、陽氣將重返大地、萬物開始復甦的景象，聖人對

此充滿了盼望與熱情，故而因著準備迎接暖春、驅走寒冬的雀躍愉悅心情，牽動了聖

人對沉潛靜寂已久的君子即將衝破黑暗、一展長才的期許。 

論到乾卦的九二爻爻象，那就更不是只有簡單一橫之陽爻的畫象，若然，就形同

將九二與初九隔開，漠視初九爻的變化成果與存在事實，初九既已完成第一階段的變

化（即從六爻皆陰的坤卦變為一陽爻五陰爻的復卦），理該將初九的結果累進合計於

九二，即應以兩陽爻四陰爻的臨卦卦象為乾卦走到第二階段的新局面才對，不該將九

二爻視為一靜態孤立的死現象，實則任何一爻皆非絕緣體，爻與爻之間上演著一齣經

由量變最後完成質變的活動畫。乾卦九二爻辭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二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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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見」字，與九二爻象以談論君王臨巡訪視為主題的「臨」卦，亦有著呼應關係，

「臨」字與「見」字本義皆有「看、視」之義。 

（三）天道為人事的法則－上經與下經之分 

《易》之性質雖為聖人暢談政史、抒發義理之書，但聖人在闡述、議論時，往往

以卦象所呈現之天道作為引發其思考論述的起頭，如「泰卦」講述平安康泰的承平盛

世，即從三陽開泰的正月卦象聯想而出：聖人在正月時感受到天地之間的陰氣正漸行

漸遠、漸消漸散；而陽氣卻逐漸在壯大、邁開步伐迎面走來。此刻正是適合孕育萬物

生長的大好時機，故而聖人歡欣無比地預告：困頓已久的君子也必將如那旺盛的陽氣

般抬起頭來、仰起臉來，君子的道路必會亨通無阻、越走越光明；小人的路途則必將

如那散去的陰氣般，一片黑暗。再過不久，黑暗集團的勢力就會迅速瓦解，無法再橫

行作惡。 

又如講述恢復正道秩序的「復」卦，更是以天道的周期規律為繩墨典範。復卦

是從那天寒地凍、六爻皆陰之坤卦演變而來，復卦之初九陽爻首先消融了坤卦的初六

陰爻，這是陽氣開始恢復、回轉的第一步，復卦初九的上方雖仍盤踞五股寒氣森森的

陰爻，但明察秋毫的聖人卻因見到天地間尚存此一線生機，觀看到那一縷陽氣正在蒸

騰運作，故而體察到陽氣定會翻轉冰寒的局面，於是振奮地回過身來諄諄告誡勸勉君

子一定要盡心盡意盡力去恢復正道，以挽救頹敗的局面、重建新的秩序。若是不明白

聖人看見了那一縷能使萬物復甦的陽氣已經返回，就會一頭霧水，不明聖人何以無來

由的、忽然對君子發出要返回正道之語？更難知聖人要君子恢復的正道內容究竟是甚

麼？恢復正道的過程需要多長的時間？答案就在復卦的卦象裡：君子雖身處寒冷的冬

至日，但應當察覺到那能令萬物蓬勃生長的一乾元已悄然重返，雖然前方困難重重，

仍須面對冰寒的五陰爻，而使君子感到任重道遠，但是君子不能因此懷憂喪志、更不

能氣餒不前，要勉勵恢復正道，經過六次的努力後，到第七次就能完成改革，使局面

翻轉，產生六爻皆陽的乾卦。 

《周易》作者置卦象於首，其後引出卦爻辭的哲理論述，這手法神似《詩經》

「興」的寫作筆法：詩人先舖陳所見到的某一自然鳥獸物象，隨後再引出所欲歌詠讚

嘆的人或事。以乾坤兩卦卦象為例，如前文所引干寶以十二辟卦解說乾坤十二爻，可

知乾卦卦象非單調之六陽爻，而是包含了六個卦象的演變過程；坤卦卦象亦然，六陰

爻的卦象是上六爻的爻象，即坤卦完成變化後的定卦，非第一爻初六至第五爻六五的

爻象。（參見本文乾卦與坤卦的六爻演變過程圖）。因此，當聖人置六陽爻的乾卦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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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於首時，受教者當默想聖人腦海中是有幅完整的六次演變圖像：當聖人說潛龍時，

是因聖人腦海中先有幅一陽爻六陰爻、一條龍潛伏於地下之狀的復卦卦象；當聖人說

見龍在田時，是因聖人腦海中先有幅二陽爻四陰爻、這條龍已嶄露頭角冒出於地面的

臨卦卦象；當聖人囑咐君子要終日勤勉不懈怠時，是因聖人腦海中先有幅三陽爻三陰

爻、陽氣將亨通的泰卦卦象；當聖人說或躍在淵時，是因聖人腦海中先有幅四陽爻二

陰爻、陽氣勝過陰氣的大壯卦卦象；當聖人說亢龍有悔時，是因聖人腦海中先有幅五

陽爻一陰爻、陰陽對決的夬卦卦象；當最後聖人給予「吉」的判斷辭時，是因聖人見

到此刻爻象皆已轉化為六爻皆陽、溫暖適宜萬物生長的陽氣已充充足足地盈滿於天地

之間的定局。 

聖人置卦象圖畫於首，其後引出卦爻辭的哲理論述，這是第一層次神似詩經「興」

的寫作筆法；聖人第二層次再以「興」的筆法寫作，則可觀之於乾坤兩卦爻辭的內容，

爻辭先描述天與地的自然界物象，復引出所要抒發的哲理：例如乾卦以「龍」比喻有

才德之「君子」。龍字的本義為何？歷代對龍有許多註解，或云龍為「╦ ֤Ȳᵛὧ

Ѡϝ 12」；或云龍為「 Є П 13ɧ、「щІ П 14」。今人學者徐

叢先生以多項卦爻辭內證力主龍為星宿名15，此說極具參考價值，也與爻辭相吻合，本

文採其對龍字的解釋。故本文以為乾卦乃講述聖人觀測天象日月星辰的變化後（潛龍

→見龍→乾乾→躍淵→亢龍→群龍），體悟到上天剛健的德性與定律，故而勉勵君子

應當效法上天的德性，把握時間努力進德修業，不可貪玩逸樂，最後才能有一個完滿

的好結局（勿用→利見大人→夕惕若厲→厲→有悔→吉）。坤卦初爻則先描繪地表凝

結薄霜的現象，繼而引出聖人初履薄霜就知季節轉變，將有堅冰至，勸勉君子要有憂

患意識，當知上天所給的時間有限，應在一年結束前趕緊完成德業使命，否則就虛度

了光陰。 

肆、結論 

聖人言人事必不脫離天道而獨立存在，君子為人行事處處要依循天時、掌握天時，

如前文所述君王在冬至日要仿效天道冬藏的規律，好好在宮中閉關、休養生息，禁絕

                                                 
12

 《左傳．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預注：「龍見，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孔穎達正義：「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豐部第一．龍》：「按東方七宿為蒼龍」    

13
 《說文解字》：「馬部－騋：馬七尺為騋，八尺為龍。从馬來聲。」 

  《周禮．夏官．司馬．廋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14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 

   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15  徐叢（苕木匠），《揭開帝王的秘籍：正讀周易》，頁 105-110，128 

file:///D:/合併論文/說文通訓定聲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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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與巡視邦國的戶外活動。等待天時、配合天道，是為了要持守天命、完成天命，

如文王被囚禁了七年，在這漫長等候天時獲釋的日子裡，文王苦心研究易理，完成了

偉大的著作──《周易》六十四卦卦辭。現今研易學者大多認為《周易》上經三十卦

談論的是天道規律，下經三十四卦講述的是人道品德。 

天道是人事的準則，如農耕要依循春天播種的定律，農夫若是錯過春天撒種的時

機，到了秋天必無豐盛穀物可收成，若要違背季節氣候，改變植物生長的自然週期，

必會徒勞無功、一無所獲！《尚書》第一篇〈堯典〉，開宗明義即談論：「ϞỄ ȳếȲ

ὠщȷ ѡѣ╦ṠȲ Ϣ 」。可知聖人觀察日月星辰的天象是為了要理解

自然的規律，並依據天道（自然週期與規律）制定曆法，使百姓可藉由曆法準確掌握

天時節氣，並配合四時節氣而行動。曆法對人民的日常生活作息和工作，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不單是百姓需要依天時而行，君王更需要順應天時，才能與百姓相合、與

民休息，成為不擾民的好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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