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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易經怎麼產生的

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繫辭

傳》



�

觀察  玄思  八卦

現象  歸納  理

理
通神明之德  變化

類萬物之情  世間事物



�

理
變化  形而上者謂之道  form

世間事物  形而下者謂之器  matter



�

一、觀察

(一) 時間

(二) 空間

(三) 對象



�

觀察  共通性
(共相)  本質

現象  對立統一
(生滅滅己)  自然律



�

自然律一：對立、矛盾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

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vs.地；尊vs.卑；乾vs.坤；卑vs.高；貴vs.賤；

動vs.靜；剛vs.柔；聚vs.分；吉vs.凶；象vs.形。

變化存在於事物「對立」當中。



�

自然律二：碰撞、轉化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相摩。

八卦相盪。



�

自然律三：合、中

1.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

2.易簡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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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體論

在易經繫辭傳中有二句話，屬於「本體論」定義。

一、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定」吉凶，分界。

前半段，「本體論」的概念；

後半段（吉凶生大業）「認識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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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極定義

(1) 本源；

(2) 自碎；

(3)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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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儀定義

(1) 對立、矛盾；

(2) 相推、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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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象定義

(1) 老陽、老陰、少陽、少陰

(2) 生老病死；成住壞空。

(3) 元亨利貞。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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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亨利貞

一件事物發展的完整過程。（becoming process）

太極
乾 － 元亨：創生、創造原則

坤 － 利貞：保聚、終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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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變化）的結果，最後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處落腳，一切才算「成」了！

但「中間過程」以「繼之者善也」一語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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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位

感

變

通

中

成

生

(乾)

(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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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 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 變 化而裁之謂之變。

�. 通 推而行之謂之通。

�. 中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 成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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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認識論

設卦以盡情偽。

《易經》六十四卦，除了乾、坤兩卦屬「本體論」的

範疇之外，其餘六十二卦皆屬「知識論」的範疇。

一個卦代表一種「實情」，在解卦的時候，如何把卦

該有的「實情」或「內涵」表達出來？

以師卦為例，師的「實情」就是「法治內涵」，如何

把師卦法治內涵在六爻中呈現出來？

（以下資料摘錄自演講人未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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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綜
複
雜
。
師

，
錯
同
人

，
綜
比

，
中
四
爻
雜
復

。

丈
，
杖
也
，
杖
有
扶
持
、
倚
靠
之
義
。
人
賴
之
以
扶
持
，
或
受
人
所
倚
靠
、
仰
仗
者
，

謂
之
：
丈
人
。
丈
，
作
﹁
動
詞
﹂
解
。

人
，
指
群
眾
、
組
織
。
組
織
之
丈
人
，
制
度
也
。
以
制
度
規
範
群
眾
的
行
為
，
並
達
成

組
織
之
目
標
。

群
眾
之
個
體
，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性
，
必
須
仰
賴
制
度
的
規
範
或
制
約
，
否
則
群
眾

如
同
一
盤
散
沙
。

設
立
制
度
之
目
的
，
一
來
規
範
或
限
制
群
眾
的
行
為
，
那
些
可
為
，
那
些
不
可
為
；
二

來
導
引
群
眾
完
成
組
織
擬
定
的
目
標
、
方
向
。

貞
，
有
正
、
定
、
成
三
義
。
正
，
引
導
；
定
，
規
範
、
限
制
；
成
，
成
就
。

貞
，
以
組
織
面
而
言
，
就
是
制
度
的
設
立
及
組
織
目
標
的
完
成
。

師
有
二
義
：

一
、
眾
，
群
眾
，

二
、
教
化
、
制
度
。

有
群
眾
就
有
教
化
、
管
理
的
問
題
，
一
體
兩
面
。

人
之
生
不
能
無
群
，
群
而
無
分
則
爭
；
爭
則
亂
，
亂
則
窮
矣
︿
荀
子‧

富
國
﹀
。
群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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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分
，
謂
之
：
眾
正
。
分
，
定
分
，
知
道
什
麼
當
為
，
什
麼
不
當
為
。

王
，
興
也
。
組
織
得
以
興
盛
、
發
展
。

剛
中
，
指
九
二
爻
；
應
，
感
應
、
相
應
。

坎

為
險
、
為
法
，
互
震

為
行
，
坤

為
順
，
故
曰
：
行
險
而
順
。
指
依
制
度
法

令
而
行
，
依
法
行
政
。

毒
，
督
，
引
導
、
管
理
。

坤

為
民
、
為
順
，
故
曰
：
民
從
之
。
守
法
。

以
土
蓄
水
，
海
納
百
川
，
是
謂
：
容
民
畜
眾
。

畜
有
二
義
：

一
、
制
約
、
限
制
，

二
、
成
就
、
完
成
。

群
眾
沒
有
制
約
、
限
制
，
則
形
同
一
盤
散
沙
，
而
無
法
成
就
個
體
或
集
體
的
目
標
。

律
者
，
所
以
定
分
止
爭
也
︿
管
子‧

七
臣
七
主
﹀
。

律
，
理
也
，
大
原
則
，
是
屬
於
第
一
序
列
︵first

order

︶
，
純
粹
客
觀
的
理
性
，
它
必

須
是
一
種
必
然
性
的
系
統
，
才
能
夠
達
到
﹁
定
分
﹂
、
﹁
止
爭
﹂
的
目
的
。

出
，
制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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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
六
師
出
以
律
，
初
，
一
開
始
。

打
從
一
開
始
，
組
織
就
要
制
定
一
套
客
觀
純
粹
理
性
的
制
度
︵
大
原
則
︶
，
作
為
組
織

運
作
的
規
範
或
標
準
，
謂
之
：
初
六
師
出
以
律
。

臧
，
善
、
妥
善
。
如
果
一
開
始
沒
有
把
制
度
或
大
原
則
搞
定
，
組
織
就
會
紛
亂
不
已
，

永
無
安
寧
之
日
，
是
謂
：
否
臧
凶
。

初
六
爻
是
師
卦
基
本
精
神
之
所
在
︵
成
卦
之
主
︶
，
它
所
說
的
﹁
律
﹂
，
不
應
該
狹
義

的
被
解
釋
為
法
律
、
紀
律
而
已
，
它
應
該
還
有
更
深
刻
的
文
化
內
涵
。

所
謂
真
正
的
﹁
政
治
﹂
，
必
須
在
群
眾
生
活
中
，
建
構
出
一
套
供
大
家
共
同
遵
守
的
制

度
，
誰
能
打
造
出
一
套
客
觀
又
純
粹
理
性
的
制
度
，
誰
才
是
真
正
有
效
率
的
組
織
。

禮
者
，
法
之
大
分
，
群
類
之
綱
紀
也
︿
荀
子‧
勸
學
﹀
，
這
一
句
話
代
表
了
荀
子
的
政

治
思
想
，
更
代
表
了
師
卦
的
主
要
精
神
。

禮
者
，
理
也
，
是
一
種
放
諸
四
海
皆
準
的
﹁
客
觀
純
粹
理
性
的
系
統
或
制
度
﹂
，
這
個

系
統
是
必
然
性
的
第
一
序
列
的
大
原
則
，
它
是
不
容
否
定
的
﹁
大
分
﹂
︵
分
，
定
分
、

職
分
︶
。

法
，
制
度
，
法
律
制
度
，
人
際
關
係
之
間
不
可
紊
亂
的
秩
序
，
包
括
個
體
與
個
體
之
間

、
個
體
與
群
體
之
間
的
﹁
定
分
﹂
。

人
無
法
脫
離
群
體
生
活
，
在
群
居
中
，
人
人
互
相
扶
持
，
人
人
有
定
分
，
這
才
是
一
個

理
性
的
社
會
。
荀
子
曰
：
﹁
離
居
而
不
相
待
則
窮
，
群
居
而
無
分
則
爭
，
窮
則
患
也
，

爭
則
禍
也
。
除
患
救
禍
，
則
莫
若
明
分
使
群
也
﹂
︿
荀
子‧

富
國
﹀
。
明
分
使
群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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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以
禮
︵
律
︶
打
造
一
個
人
人
相
扶
持
、
人
人
有
定
分
的
理
性
社
會
。

以
律
法
︵
或
禮
︶
作
為
組
織
或
群
眾
行
為
的
準
則
，
謂
之
：
在
師
中
。
中
，
中
心
、
標

準
。

天
，
代
表
最
高
的
主
宰
。
律
法
被
奉
為
最
高
的
行
為
準
則
，
謂
之
：
承
天
寵
。

中
，
在
法
治
上
，
有
三
義
：

一
、
制
法
與
執
行
，
兩
者
取
得
平
衡
；

二
、
中
人
之
勢
。

三
、
賞
罰
分
明
。

韓
非
子
的
法
治
思
想
，
有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理
念
，
那
就
是
﹁
中
人
之
治
﹂
。
人
類
之
中

，
中
人
占
絕
大
多
數
，
上
智
和
下
愚
者
占
少
數
，

所
以
依
人
設
之
勢
，
中
人
便
可
治

理
國
家
，
不
必
期
待
堯
舜
等
聖
賢
，
所
以
韓
非
子
認
為
﹁
任
勢
勝
於
任
賢
﹂
。

﹁
吾
所
以
為
言
勢
者
，
中
也
。
中
者
，
上
不
及
堯
、
舜
，
而
下
亦
不
為
桀
、
紂
，
抱
法

處
勢
則
治
，
背
法
去
勢
則
亂
。
今
廢
勢
背
法
而
待
堯
、
舜
，
堯
、
舜
至
乃
治
，
是
千
世

亂
而
一
治
也
。
抱
法
處
勢
而
待
桀
、
紂
，
桀
、
紂
至
乃
亂
，
是
千
世
治
而
一
亂
也
﹂
︿

韓
非
子‧

難
勢
﹀
。
勢
，
機
制
、
力
量
。





��

輿
，
眾
多
；
尸
，
主
。

徒
法
不
足
以
自
行
。
有
了
法
，
必
須
使
用
一
種
力
量
來
推
動
它
，
這
個
力
量
韓
非
子
稱

之
為
﹁
勢
﹂
。

三
爻
為
人
位
，
為
執
法
者
。
﹁
明
主
之
道
，
一
人
不
兼
官
，
一
官
不
兼
事
﹂
︿
韓
非
子

‧

難
一
﹀
，
政
府
設
官
分
職
，
各
有
所
司
，
職
權
明
確
，
目
的
在
使
名
實
相
當
，
俾
以

循
名
責
實
，
據
以
賞
罰
。

一
人
不
兼
官
，
就
是
一
人
不
同
時
擔
任
兩
種
以
上
的
職
位
；
一
官
不
兼
事
，
就
是
一
種

職
位
不
同
時
賦
予
兩
個
以
上
事
務
。
換
言
之
，
即
一
人
一
官
，
一
官
一
事
，
彼
此
不
相

干
擾
，
不
相
混
淆
，
然
後
才
能
﹁
因
任
授
官
﹂
，
進
而
﹁
循
名
責
實
﹂
。

輿
尸
，
就
是
﹁
一
人
兼
官
，
一
官
兼
事
﹂
，
違
反
了
法
治
﹁
因
任
授
官
，
循
名
責
實
﹂

的
原
則
。

法
必
須
具
有
﹁
客
觀
性
﹂
，
不
容
許
任
何
人
憑
主
觀
意
見
隨
意
更
改
或
故
意
曲
解
。
反

之
，
如
果
刻
意
扭
曲
法
律
，
在
法
律
邊
緣
比
附
類
推
，
使
法
從
己
行
為
，
謂
之
：
輿
尸

。﹁
明
主
使
其
群
臣
，
不
遊
意
於
法
之
外
，
不
為
惠
於
法
之
內
，
動
無
非
法
﹂
︿
韓
非
子

‧

有
度
﹀
。

一
種
法
只
有
一
個
解
釋
，
不
容
許
有
其
他
的
解
釋
，
如
果
有
衝
突
，
可
以
由
某
人
或
某

單
位
作
最
後
裁
決
，
例
如
﹁
大
法
官
釋
憲
﹂
。

如
果
在
法
律
之
下
，
還
有
很
多
﹁
潛
規
則
﹂
，
乃
﹁
法
治
﹂
之
大
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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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次
，
退
舍
也
。

法
行
則
人
從
法
，
法
敗
則
法
從
人
。

四
爻
為
領
導
人
，
要
建
立
真
正
的
法
治
制
度
，
領
導
人
應
退
居
幕
後
，
不
尚
自
我
表
現

。
﹁
明
主
使
法
擇
人
，
不
自
舉
也
；
使
法
量
功
，
不
自
度
也
﹂
︿
韓
非
子‧

有
度
﹀
。

不
自
舉
、
不
自
度
，
是
謂
之
：
左
次
。

﹁
人
主
之
道
，
靜
退
以
為
寶
。
不
自
操
事
，
而
知
拙
與
巧
；
不
自
計
慮
，
而
知
福
與
咎

﹂
︿
韓
非
子‧

主
道
﹀
。
不
自
操
事
、
不
自
計
慮
，
是
謂
之
：
左
次
。

制
定
律
法
，
要
具
有
目
標
性
、
功
能
性
，
謂
之
：
田
有
禽
。
田
，
畋
獵
；
禽
，
目
標
。

商
鞅
變
法
之
目
的
：
富
國
強
兵
。

韓
非
子
把
法
治
視
為
強
國
唯
一
標
準
，
﹁
國
無
常
強
，
無
常
弱
。
奉
法
者
強
，
則
國
強

；
奉
法
者
弱
，
則
國
弱
﹂
︿
韓
非
子‧

有
度
﹀
。

所
制
定
的
律
法
，
必
須
確
切
的
落
實
或
實
踐
，
謂
之
：
利
執
言
。
言
，
法
律
、
命
令
。

徒
法
不
能
以
自
行
，
如
果
制
定
的
律
法
，
不
確
切
的
執
行
，
再
多
再
好
也
是
枉
然
。

徹
底
執
行
之
大
前
題
在
於
法
之
﹁
易
知
易
行
﹂
，
﹁
聖
人
之
為
法
，
必
使
明
白
易
知
﹂

︿
商
君
書‧

定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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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注
重
賞
罰
分
明
，
強
調
通
權
達
變
。
如
果
法
制
僵
化
，
墨
守
成
規
，
謂
之
：
貞
凶

。法
治
制
度
，
﹁
無
為
﹂
乃
領
導
者
﹁
執
要
﹂
之
道
，
謂
之
：
長
子
帥
師
。
長
子
，
領
導

者
。

在
制
度
下
，
領
導
者
退
居
幕
後
，
不
尚
自
我
表
現
，
其
意
在
使
部
屬
充
分
表
現
，
亦
即

所
謂
的
﹁
無
為
而
治
﹂
的
觀
念
。

﹁
事
在
四
方
，
要
在
中
央
。
聖
人
執
要
，
四
方
來
效
；
虛
而
待
之
，
彼
自
以
之
﹂
︿
韓

非
子‧

揚
搉
﹀
。

﹁
明
君
之
道
，
使
智
者
盡
其
慮
，
而
君
因
以
斷
事
，
故
君
不
窮
於
智
；
賢
者
效
其
材
，

君
因
而
任
之
，
故
君
不
窮
於
能
﹂
︿
韓
非
子‧
主
道
﹀
。

領
導
人
自
己
﹁
身
察
百
官
﹂
，
謂
之
：
弟
子
輿
尸
。
弟
子
，
部
屬
、
執
行
者
。

﹁
夫
人
主
而
身
察
百
官
，
則
日
不
足
，
力
不
給
﹂
︿
韓
非
子‧
有
度
﹀
。

領
導
者
做
部
屬
或
管
理
者
的
工
作
，
謂
之
：
弟
子
輿
尸
。

大
小
，
指
事
物
發
展
的
邏
輯
性
。
大
，
有
超
越
性
、
必
然
性
、
普
遍
性
等
義
；
小
，
有

萎
縮
、
消
耗
、
結
束
等
義
。
不
是
指
﹁
地
位
﹂
的
大
小
、
高
低
。

﹁
大
﹂
君
vs.
﹁
小
﹂
人
，
大
、
小
對
舉
，
彰
顯
法
治
與
人
治
的
高
下
層
次
。

君
，
法
治
；
人
，
人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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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
有
二
義
：

一
、
法
律
、
命
令
；

二
、
道
、
理
、
客
觀
自
然
規
律
、
時
代
潮
流
。

組
織
的
法
律
命
令
或
措
施
必
須
配
合
時
代
潮
流
，
合
於
時
勢
。

﹁
時
移
而
法
不
易
者
亂
，
世
變
而
禁
不
變
者
削
。
故
聖
人
之
治
民
也
，
法
與
時
移
，
而

禁
與
世
變
﹂
︿
韓
非
子‧
心
度
﹀
。
禁
，
令
也
。

開
，
開
創
、
擴
展
；
承
，
延
續
。
國
、
家
，
指
組
織
。

組
織
要
開
拓
擴
展
或
永
續
經
營
，
只
有
靠
合
於
時
勢
的
法
治
制
度
才
能
竟
其
功
，
謂
之

：
大
君
有
命
，
開
國
承
家
。

人
之
命
在
天
，
國
之
命
在
禮
︿
荀
子‧

天
論
﹀
。
個
人
生
命
的
生
老
病
死
，
服
膺
著
自

然
規
律
，
但
是
組
織
的
生
命
，
是
一
種
客
觀
純
粹
理
性
的
生
命
，
只
有
服
從
客
觀
理
性

原
則
，
組
織
才
能
永
續
的
經
營
。

國
之
命
在
禮
，
即
是
﹁
大
君
有
命
，
開
國
承
家
﹂
。

人
治
，
專
制
、
獨
裁
政
治
制
度
，
是
不
利
於
組
織
生
存
與
發
展
，
謂
之
：
小
人
勿
用
。

商
道

師
，
﹁
眾
﹂
也
；
貞
，
﹁
正
﹂
也
；
師
出
以
﹁
律
﹂
，
由
眾
、
正
、
律
三
個
關
鍵
字
發

展
出
師
卦
的
﹁
以
律
正
眾
﹂
法
治
意
涵
。

談
到
法
治
，
就
必
須
提
及
政
治
大
思
想
家
荀
子
及
韓
非
子
二
人
，
以
﹁
禮
者
，
法
之
大

分
，
群
類
之
綱
紀
也
﹂
一
句
話
，
開
啟
了
師
卦
的
法
治
內
涵
，
而
跳
脫
了
傳
統
﹁
師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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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
隊
、
作
戰
﹂
的
框
架
。

﹁
律
﹂
應
具
備
下
列
幾
個
基
本
原
則
：

一
、
必
然
性
，
師
出
﹁
以
律
﹂
。

二
、
可
行
性
，
中
人
之
法
，
在
師
﹁
中
﹂
。

三
、
客
觀
性
，
師
或
輿
﹁
尸
﹂
。

四
、
無
為
、
執
要
，
師
﹁
左
次
﹂
。

五
、
目
標
性
、
易
行
性
，
﹁
田
有
禽
﹂
、
﹁
利
執
言
﹂
。

六
、
時
勢
性
，
大
君
﹁
有
命
﹂
。

其
中
﹁
無
為
、
執
要
﹂
乃
組
織
領
導
者
必
備
的
法
治
修
養
。

如
果
把
﹁
師
﹂
改
成
﹁
國
﹂
，
師
卦
就
變
成
﹁
一
般
性
組
織
﹂
的
法
治
思
想
，
︽
易
經

︾
為
什
麼
用
﹁
師
﹂
而
不
用
﹁
國
﹂
？

可
能
是
﹁
師
﹂
為
﹁
特
殊
性
﹂
組
織
，
它
有
﹁
急
迫
性
﹂
的
目
標
，
勝
戰
則
國
存
，
敗

戰
則
國
亡
，
因
此
在
組
織
管
理
上
必
須
強
化
其
﹁
效
率
﹂
，
思
想
統
一
、
行
動
一
致
，

並
完
成
特
定
目
標
。
反
之
，
﹁
國
﹂
乃
一
般
性
組
織
，
沒
有
特
定
目
標
，
組
織
鬆
散
，

當
然
更
談
不
上
什
麼
行
政
﹁
效
率
﹂
。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
政
府
部
門
﹂
沒
效
率
，
﹁
私

人
部
門
﹂
高
效
率
，
其
癥
結
之
所
在
。

律
法
或
禮
，
並
不
一
定
要
訴
諸
文
字
或
具
體
化
，
它
可
能
是
一
種
﹁
道
德
心
靈
﹂
的
層

面
。
例
如
組
織
的
願
景
、
理
想
、
價
值
觀⋯

⋯

，
就
是
組
織
﹁
法
之
大
分
，
群
類
之
綱

紀
﹂
，
它
是
組
織
運
作
的
最
高
原
則
，
具
有
第
一
序
列
必
然
性
的
特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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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