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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五年前孩子上小学时，我向他赠送了一本《易经》。孩子抱怨送他一本看不懂的书

有什么用？因此我尝试着自己解读这本书。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自认为读懂了小半本

《易经》。 

阅读《易经》之后，非常认同柏杨先生关于中华文化由于源远流长而成为“酱缸”

的观点。即使是一心向往周制的孔子，对于《易经》也存在理解偏差，后世儒家更是

越偏越远。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种文化上的跑偏可能是东方文明最终落后

于西方文明的根本原因。 

无论每个人对《易经》这本书的看法如何，都无法否认《易经》在我们民族文化

中的历史地位。如果要选一本书代表我们民族的灵魂，唯一的选项就是《易经》。然而，

两千多年没人读懂《易经》，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一百多年来，《易经》这本书和

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有一同逐渐崩塌的危险。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尝试从纯理性的

角度解读《易经》，使大家能明白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明白我们祖先的文化。 

《易经》学术流派总体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前者认为《易经》蕴含了某

种超自然的预测能力，后者认为《易经》记录了“天地之大道”。至今两派仍然势均力

敌，原因是两派都一事无成，“象数派”仍然没有证明《易经》的预测能力，“义理派”

也仍然没能读懂《易经》的内容。以至于在官方最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

意见》中，已经只讲《易传》而不提《易经》了。 

“象数派”与“义理派”之争，本质上就是“神性”与“理性”之争。那么理性

与神性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吗？其实“神性”与“理性”既是一对矛盾，

又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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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面对客观环境时，我们的理性知识越多，需要求助“神”的机会越少。好

比做选择题，会做的题写上自己认为正确的选项，不会做的只能靠蒙。 

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当某人具备其他人无法理解的知识或技能时，前者就有了

“神”的属性，他的观点就会被其他人盲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A 的理性 − B 的理性 = A 对 B 的神性 (A 的理性>B 的理性) 

比如说到“股神”，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巴菲特，如果他推荐一支股票，我一定不

加考虑，借钱也要买进，这就是他相对于我在股市的神性。 

《易经》在 3000 多年前就认识到“理性”与“神性”的关系：领导者(君王)需要

扩展自己的理性知识与能力，并尽量使群众的知识保持在够用的水平。只有这样，领

导者在相对无知的被领导者(民众)中具备“神”的威信(《易经》中称作“孚”)，两者

之间“理性”的差值就是君王的“神性”，而占卜只是君王运用自己“神性”的一种手

段。所以，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而西方直到 20 世纪四十年代，才由哈耶克和赫伯特·西蒙提出，人是介于完全理

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在认知范围内

的事物，我们用理性对待；超过认知范围的事物，只能用“神性”对待。哈耶克告诫

我们要防止“理性的自负”，一切交往都要通过市场达成双方满意的价格；而赫伯特·西

蒙的结论是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满意即可”。 

如果我们不去增长自己理性知识，直接就想获得预测未来的超自然能力是不可能

的，先贤们早就认识到，只有认识规律才能运用规律。所以从学术研究《易经》的角

度，“象数派”基本没有存在必要，当然从宗教的角度或骗术的角度可能还是需要的。 

最早发现《易经》具有义理的人应该是孔子。孔子研究《易经》的方法，似乎是

先探究其“理性”，再和“神性”对照，检验两者是否符合。从这个研究方法以及《易

传》所记录的孔子对《易经》的解释，我认为孔子并没有读懂《易经》。马王堆《帛书

易·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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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

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

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

与史 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

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在我国所具备的“神性”可能也阻碍了《易经》义理的研究。自汉武帝“罢

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的两千年，义理派最有价值的版本还数三国王弼注、唐孔颖

达疏的《周易注疏》。直到一百多年前废除科举，才有研究者，如高亨，开始突破传统

儒学的观念重新研究《易经》义理，但他的《周易古经今注》连他自己也不太满意，

他说：“清儒尚朴，经学大明，唯于此书，仍多瞢瞢。”“易经有些辞句，真的不易读通，

我的注解，自问也非处处满意”。 

《易经》作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的一本书，很早就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由于中国人都没读懂《易经》，外国人更加不可能理解《易经》。在黑格尔眼里，《周易》

是一部体现中国人思维的原始哲学著作；在马克斯•韦伯眼里，《易经》是道教占卜书

籍。 

因此西方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理性思维是有原因的。 

所以正确理解《易经》的义理意义重大，首先孔子毕生的愿望是探寻周人先贤代

表的华夏文化的源头，他并没有完成心愿，儒家子弟本应继承孔子遗志，但为了自身

利益，把孔子的只言片语作为最高真理，犯了哈耶克“理性的自负”错误，使华夏文

明两千年没有进步；其次，使《易经》不再成为算命半仙、国学大师们招摇撞骗的工

具；最后，正确解读易理也能确立《易》这本 3100 年前的巨著在世界学术界应有的地

位。 

《易经》有大量关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内容，是记载部落时代，周部落首领治理国

家的制度、方法、策略，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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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一本关于“帝王术”的书，类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英文名《the Prince》)，

只是《易经》比《君主论》早了 2600 年，而且内容更全面，思想更深刻。 

关于“君子”的含义：《易经》(包括《诗经》中的很多诗)中的“君子”是指周部

落领袖的嫡子(英语 prince)。孔子嘴里的“君子”，是春秋时期封建时代的贵族子弟。

秦朝以后，贵族阶级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中央集权官僚制社会，汉朝以后儒家“君子”

的含义，可以用梁启超 1914 年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君子》来理解，梁启超把“君

子”解读为“劲德尔门”(英语 gentleman)。 

本人是一名内科医生，虽国学水平有限，但得益于近百年来甲骨文研究、考古学

研究，尤其互联网技术带来信息获取方式的革命，同时结合自己多年的思考，终于对

小半部分《易经》的内容有了一些理解。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我把其中自认为把握

性比较大的二十一卦进行解读，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