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周易》不但具有精深哲理，深奧的象數思維方法，豐富之古代社會思想，其內涵更展示

了中國古代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哲學思想，而其所創立的古代宇宙觀，闡揚「天人合一」

的自然哲學觀，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宇宙模型，更進一步結合了自然觀與社會觀，將「天人合一」

的哲學思想與天、地、人三者的關係密切地結合為一。而本篇論文撰作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古

人觀察天、地、人、日、月、星辰、山川及其更替的過程中，嘗試瞭解古人如何與變化萬千的

大自然共處，如何在與自然共處的過程中，謀求與自然和諧的相處之道。進一步說，古人是如

何通過他們對宇宙天地與自然變化的瞭解及相處之道，演繹為在人事相處上的和諧；而古人又

如何通過《周易》進而了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係，窮理入神，兼濟萬物，是

本篇論文所要探討的目標。本論文凡分五章，滋就其內容及旨趣分八點摘要如次：

（一）《周易》「經」、「傳」的形成與特質：「經」與「傳」形成過程與背景，可以說是構成

《周易》最主要的軸心問題，從它成書過程的神秘色彩，與受到諸多聖人的加持，再加上歷代先

聖賢哲之智慧累積，《周易》可以說是影響中華文化最為深遠的典籍之一。

（二）《周易》與中國的卜筮：卜筮是文明初開時期，人類最先了解與窺探上天意志的工具，

雖然它以神道設教，但是通過卜筮的方式，與筮法的成卦過程，實際上已經展現了古代先民開

始萌芽的科學精神與哲學思維。

（三）《周易》經傳的象數與義理：《周易》藉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象徵，將天地萬

物與其自然的變化全部統括在它的象徵世界裡，透過筮卦的呈現與歸納，也揭露了古代先人的

處事與為人的智慧，先聖賢哲也藉由筮卦的展現，用以教導人民仁義道德的哲學義理。

（四）以《周易》為中心的東方自然觀：《周易》所呈現的自然哲學，代表著古代東方特殊

的宇宙觀，從探討天的本質、結構及其演化形成的過程，進而了解天與地，天與人，人對天與

人在天地間的天人關係，再通過與時間的變化取得和諧的平衡關係，以達到「天人合一」的

境界。《周易》的自然生成觀，是一種在時間不斷變化歷程中，強調與變化調適的哲學。

（五）《周易》的思維方式：《周易》的表現形式是象和辭；《周易》的內蘊是義和理。象分

為爻象和卦象；辭分為卦名、卦辭和爻辭；義與理是象、辭所象徵的事物中所包含的意義及

道理，貫通象、辭及天地萬物，也是《周易》研究所要揭示的內涵。研究易學，從具體到抽象

的思維，最後留給人類的成果，莫過於其中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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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易》的時與位：在「易學」議題的研究上， 就是《周易》的「時觀」與「位觀」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周易》的「時觀」上，除了強調「時」的「變動」的特性之外，更

探究在「變動」中的「生生、剛健、不息」之義。其形式即先後遞承，連綿不絕。其方法是

基於「觀天文」與「察四時」。在《周易》的「位觀」方面，《周易》巧妙地運用六十四卦與

三百八十四爻，簡單的應用「陰陽」、「剛柔」、「得位」、「失位」及其相對應的關係，再將《周

易》之變動的發展觀透過爻位的變換關係，象徵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異性，這也是《周易》在

觀察自然現象後對應在人、事、物上所表徵的結果。

（七）《周易》「中和」的具體意義：「中」為道之本，「和」為道之用。「中」潛含著「和」

的涵義，「和」是「中」的展現。「中」是指天道所展現之信守不渝、無過與不及的品性，在人

道的發抒上，人們必須誠實無妄、精準把握！「和」是指天道在運行過程中，由陰陽的變化來

概括天地間人、事、物的差異，再會合其差異並規律地在對立中發生親和關係。「中」與「和」

雖然都是對於《周易》與天道的界說，但是其所指示的表徵確有不同的方面，不可混淆。

（八）《周易》與儒、道的經世之道：儒家在政治上發揮《周易》德治思想，是建立在人際

關係中，主張以忠、孝、節、義、仁、謙為內容的道德規範。在政治上，《周易》的治國之道便

是「德」。依己身的道德修養，推而及於人、事與政治上，以「德」行教化之方，則能做到內外

相成，政治上的功業自然可居、可成。

道家以人為出發點，將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和諧的音律表現出來。從自然觀的角度觀察，

《老子》對於先天地之初，不希望以特定的名義來約束，所以用「道」、「大」、「逝」、「遠」、「反」

勉強為其定義，藉以描述天道的象徵，正如同前文所述，《周易》常常以「陰陽」、「剛柔」、「乾

坤」、「中」、「正」、「中和」等來說明天道的現象。

通過上列八點敘述，可以窺視本篇論文之撰作目的，在於循著古人建立的智慧，通過卜、

筮、卦所建構的哲學內涵，以《周易》的自然生成觀及其所體現的「中和思想」為兩個論述

核心，用以揭示古人由自然的認知所蘊含對天道、人道之啟發的哲學意涵，及其在學術與生活

上的應用關係，作為告示人們與自然、社會及人際之間的生活準繩與應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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