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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与历史》

前言

　　大易精髓，从两汉之交开始失传，至今茫茫长夜两千多年。明代易学大师来知德云：“《易》非
前圣安排穿凿，乃造化自然之妙，一阴一阳、内之外之、横之纵之、顺之逆之，莫非《易》也；始知
至精者《易》也，至变者《易》也，至神者《易》也，始知《系辞》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错综其数’、‘非中爻不备’、‘二与四同功’，‘三与五同功’（按：二、三、四，三、四、五为
互体，故孔子日非中爻不备）数语及《说卦》《序卦》《杂卦》于《十翼》之末，孔子教后世之学《
易》者，亦明白亲切，但人自不察，惟笃信诸儒之注，而不留心详审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长夜至
今也。”又日：“孔子没，后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错综之中，止以《序卦》上下经
之次序，乃将《说卦》执图求骏。自王弼扫象以后，注《易》诸儒皆以象失其传，不言其象，止言其
理⋯⋯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杂卦》，不知后儒卦变之非。至于此四者既不知，
则《易》不得其门而人，则其注疏之所言者，乃门外之粗浅，非门内之奥妙。是孔子没而《易》亡至
今日矣，四圣之《易》如长夜者两千余年，其不可长叹也哉！”（《来注易经?自序》）　　清末易学
大师尚秉和拨乱反正，使西汉失传先天易学复明于世，其著《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
学》三部巨著，奠定了尚氏在易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　　尚氏认为，由于最终失
传的西汉易学戛然中断，乃至使所谓“汉易”——东汉易学一下子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才
有了马融、郑玄、苟爽、虞翻等旁门左道盛行的所谓“汉易”。先秦、西汉易道一以贯之、活泼无碍
、运舞不休的象数符号系统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杂乱无章、不能归一的所谓“象数”——卦变、
爻变、爻辰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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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与历史》

内容概要

《六十四卦与历史:历史中的大智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解经之作，而是先跳出《周易》之外，以邵
雍所撰《皇极经世》“伏羲先天圆方图”蕴含的宇宙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年表来印证天地阴阳刚柔变
化和人类历史治乱兴废之间天人共振、运舞不休的沉浮曲线。以伏羲圆方图为纲，以《皇极经世》编
年史为体例，以文王之《易》为用，从而一展六十四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活灵活现的数千年
信史。一如邵子诗“照破万古事，收归一点真”。
《六十四卦与历史:历史中的大智慧》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一扫专作“纸上功夫”的解经之风，
还大易准之于自然、社会历史的原貌。也就是说，以华夏五千年历史事实为准绳，来证实“神无方而
《易》无体”的大易精髓，使先秦易学复明于世。只要知晓伏羲六十四卦值于何时，则以文王卦辞加
以诠释，则“古今如旦暮”、“百世可知”、“一如身所历”。读之使人震聋发聩。
大易的最高层次是先天易学，先天易学是核心、是根本、是基础；后天易学是行迹、是应用、是千姿
百态的众生相。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之间完全是一种体用关系，先后天珠联璧合，乃成大易。
综上所述，常秉义先生所撰《六十四卦与历史》一书，使纯一不杂的邵子先天易学体系复明于世，一
展其内圣外王、含而不露的大战略、大智慧，一部石破天惊之作。可谓易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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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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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卯酉四正之位，主春夏秋冬四时。其余六十卦，每卦各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
之一。在六十卦之中，内存十二辟卦，以乾坤两卦为门户（母体），阳息阴消，往来阖辟，乃至无穷
。　　邵子先天卦气图，则以伏羲六十四卦为序，其中乾坤坎离四正卦（代表天地日月）二十四爻不
用，而用之以四时与置闰，所以在一会之中、一年之中皆以乾坤坎离为置闰之卦。用六十卦则为三百
六十爻，与六十甲子周天而天道穷，故日“三百六十为一元”。《皇极经世》日：“圆者六变，六六
而进之；故六十变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变，故八八六十四矣。阳主进，是以进之为六十也。”“卦
有六十四，而用止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穷矣。是
以策数应之。体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离之不用也。乾坤坎离之不用何也？
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　　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恰与三年一闰、五年再
闰、十九年七闰相吻合。这样，六十卦与六十甲子统一于“三百六十为一元”之中，而乾坤坎离四正
卦二十四爻非不用也，而用以四时与置闰，故一会之中、年卦之中皆以乾坤坎离为置闰之卦。所以，
历法一岁三百六十五四分之一日，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八十四日皆统于“三百六十”
一元大化之中了。三百六十为一元之法，看似邵雍首创，其实完全是天运自然大一统规律使然。　　
需要说明，孔子所言万物之数实指邵子生物之数。《易？系辞》日：“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张行成日：
“系辞日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者，谓天数也；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谓地
数也。言三百六十则知衍数一会当一万八百矣，言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则知本数当三百八十四矣？？⋯
？故天地之会不同，天数者，运行之数；地数者，生物之数也。地数所以三百六十之外加四卦二十四
爻者，因二十四气交虚得二十四日而虚分之六日实藏于其间，所以运数在天者主三百六十正数，而言
年数在地者兼二十四闰数而言三百八十四者，闰岁之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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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与历史》

编辑推荐

　　《六十四卦与历史:历史中的大智慧》：大易为世界图式，为活的编年史书，其先验模式震古烁今
，中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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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与历史》

精彩短评

1、妈妈喜欢。。。。。。。。。
2、帮我家公买的，看得很认真！
3、一般来说，没点基础看的很吃力
4、写的还可以！
5、持续研读中。。。。。
6、常大师的作品，看看很有收获，就看能不能看懂。
7、这本书很好，值得研究，只是书貌似有点旧
8、来源于皇极经世，又综合分析，值得收藏。
9、小故事，挺有趣

Page 9



《六十四卦与历史》

精彩书评

1、大易精髓，从两汉之交开始失传，至今茫茫长夜两千多年。明代易学大师来知德云：“《易》非
前圣安排穿凿，乃造化自然之妙，一阴一阳、内之外之、横之纵之、顺之逆之，莫非《易》也；始知
至精者《易》也，至变者《易》也，至神者《易》也，始知《系辞》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错综其数’、‘非中爻不备’、‘二与四同功’，‘三与五同功’（按：二、三、四，三、四、五为
互体，故孔子日非中爻不备）数语及《说卦》《序卦》《杂卦》于《十翼》之末，孔子教后世之学《
易》者，亦明白亲切，但人自不察，惟笃信诸儒之注，而不留心详审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长夜至
今也。”又日：“孔子没，后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错综之中，止以《序卦》上下经
之次序，乃将《说卦》执图求骏。自王弼扫象以后，注《易》诸儒皆以象失其传，不言其象，止言其
理⋯⋯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杂卦》，不知后儒卦变之非。至于此四者既不知，
则《易》不得其门而人，则其注疏之所言者，乃门外之粗浅，非门内之奥妙。是孔子没而《易》亡至
今日矣，四圣之《易》如长夜者两千余年，其不可长叹也哉！”（《来注易经?自序》）　　清末易学
大师尚秉和拨乱反正，使西汉失传先天易学复明于世，其著《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
学》三部巨著，奠定了尚氏在易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　　尚氏认为，由于最终失
传的西汉易学戛然中断，乃至使所谓“汉易”——东汉易学一下子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才
有了马融、郑玄、苟爽、虞翻等旁门左道盛行的所谓“汉易”。先秦、西汉易道一以贯之、活泼无碍
、运舞不休的象数符号系统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杂乱无章、不能归一的所谓“象数”——卦变、
爻变、爻辰之类。 
2、卯酉四正之位，主春夏秋冬四时。其余六十卦，每卦各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
之一。在六十卦之中，内存十二辟卦，以乾坤两卦为门户（母体），阳息阴消，往来阖辟，乃至无穷
。　　邵子先天卦气图，则以伏羲六十四卦为序，其中乾坤坎离四正卦（代表天地日月）二十四爻不
用，而用之以四时与置闰，所以在一会之中、一年之中皆以乾坤坎离为置闰之卦。用六十卦则为三百
六十爻，与六十甲子周天而天道穷，故日“三百六十为一元”。《皇极经世》日：“圆者六变，六六
而进之；故六十变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变，故八八六十四矣。阳主进，是以进之为六十也。”“卦
有六十四，而用止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穷矣。是
以策数应之。体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离之不用也。乾坤坎离之不用何也？
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　　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恰与三年一闰、五年再
闰、十九年七闰相吻合。这样，六十卦与六十甲子统一于“三百六十为一元”之中，而乾坤坎离四正
卦二十四爻非不用也，而用以四时与置闰，故一会之中、年卦之中皆以乾坤坎离为置闰之卦。所以，
历法一岁三百六十五四分之一日，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八十四日皆统于“三百六十”
一元大化之中了。三百六十为一元之法，看似邵雍首创，其实完全是天运自然大一统规律使然。　　
需要说明，孔子所言万物之数实指邵子生物之数。《易？系辞》日：“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张行成日：
“系辞日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者，谓天数也；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谓地
数也。言三百六十则知衍数一会当一万八百矣，言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则知本数当三百八十四矣？？⋯
？故天地之会不同，天数者，运行之数；地数者，生物之数也。地数所以三百六十之外加四卦二十四
爻者，因二十四气交虚得二十四日而虚分之六日实藏于其间，所以运数在天者主三百六十正数，而言
年数在地者兼二十四闰数而言三百八十四者，闰岁之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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