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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第一章 西周、春秋的《易》
　　
　　《易》中所见先人名。王亥（大壮、旅）、鬼方（既济、未济）、帝乙（归妹）、箕子（明夷）
、康侯（晋）。
　　
　　   考《洪范》（大法）年代在春秋前，以诸子典籍引证以及“五行说”。九畴（九种方法）其七
“明用稽疑”专论卜筮。贞指内卦，悔（悔言之晦，月之终也）指外卦。“每卜”字仅见小臣“每卜
”鼎，孤例，后文又有大卜官人名带“卜”，也许有关联。又举《金滕》与甲骨文互证《洪范》。以
《礼记》《左传》考《归藏》与《周易》结构上的相近。从《周礼》大卜诸官的记载中总结三点：
　　大卜统官卜法、筮法、梦占三种预占吉凶的数术，三者互相参照。
　　卜、筮、梦三者地位不平等。无论从官职身份、数量看，还是从参照时的主从关系看，卜法都是
居首的，筮法则处于次要位置。梦占比较特殊，似只有参考作用。
　　筮法有三易，地位并无轩轾，周易用的更多。
　　鲁本《论语 述而篇》“易”作“亦”，李先生认为“亦”晚出，《鲁论》作“亦”上限似乎不超
过张禹（其讲《鲁论》与《齐论》合一本称《张侯论》，郑玄此本考《齐论》、《古论》著《论语注
》）。书中提到定县八角廓汉墓出土竹简多种，有《论语》残简，我翻阅《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得知
其简作“亦可以毋大过矣”。此墓考证为西汉晚期中山王刘修的墓，墓中同出了《萧望之奏议》、《
文子》、《太公》、《X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哀公问五义》、《保傅》、《
儒家者言》简等，断代为五凤三年，要比张禹择善《齐》、《鲁》合一的年份早。查看今本字词差异
与历代校注，属于《鲁论》的可能性很大。李先生推断《鲁论》作“亦”上限不超过张禹遂不成立。
马王堆《要》篇帛书有“孔子老而好《易》”，似可断《鲁论》“亦”属通假。
　　
　　孔子云易：“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可知孔子对《易》的态度，后又为荀子所继承，其自言
“善为《易》者不占”。
　　
　　朱子有云：“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而无归宿，此弊久矣。”且主
张“「居而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后见，只是体察，便自见吉凶之
理。”两者研究易经的态度是相近的。朱熹不可能见过《要篇》这类材料，但他不少观点却能暗合。
　　
　　
　　第二章 《易传》的年代问题
　　
　　与《子思子》的关系。《中庸》《表记》《缁衣》《坊记》四篇皆出《子思子》。此四篇均有传
述孔子而加以申论之处，还有几处袭用曾子，时代可能接近孔子。子思上承孔子、曾子符合逻辑。《
中庸》与《易传》多处主旨相通，金德建先生认为“《系辞传》和《文言传》的产生，最迟不能再过
于子思的时代”
　　
　　《乐记》袭用了《系辞》的文句。以《乐记》证后者年代，又以银雀山竹简《唐勒》证。陆贾《
新语》多有言易旨，考其为荀子儒系。
　　
　　《淮南鸿烈》载孔子读《损》、《益》故事，此事也见于《说苑》、《孔子家语》。史载宣帝时
河内女子得《说卦》，也许是所载不实，也许田何一派不传。但淮南九师和刘安见过《说卦》是肯定
的，至少见过《序卦》，李先生最后倾向于前者。
　　
　　第三章 考古发现中的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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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晚期遗迹有出土西周早期类型卜骨，岐山凤雏里有少数周文王时期的卜骨有可能便是周人在
商朝所卜，后携归周原。齐家村甲骨出于西周中期底层。凤雏的窖藏甲骨则有早晚差异。
　　
　　卜骨系统商代分期可为两类：第一（宾组、出组、何组、黄组）、第二（自组、历组、无名组）
。
　　
　　“尚”依《尔雅》可训为“庶几”。
　　
　　利用方鼎数字卦以《易》解铭文，得《剥》之《比》，五、上二爻变来分析⋯很精彩⋯也很有诱
惑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还是要慎之又慎。
　　
　　揲蓍法甲（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骨和西周金文筮数）：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
、五、九。
　　
　　乙（淳化陶罐、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最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
　　
　　两者区别在于有没有七，大体上说甲的例证比乙法要晚一些，没有前后承袭关系。
　　
　　长安西仁村出土陶拍上的筮数转换为《周易》的卦则与传世卦序相合，这是个惊人的发现。文中
记录的筮数，但只出现八、六、一，有可能就不是筮数而是卦画。
　　
　　第四章 战国秦汉竹简与《易》第五章 论帛书《周易》经传第六章 《易纬》试说
　　
　　p279“《连山》《归藏》用七八，以不变为占，而《周易》用九六，以变为占。”文中定商周为
筮数、战国简为卦画。
　　
　　上博简本易略胜马王堆帛书易，与今本三相本参照校对则有不少新发。《归藏》小记：与辑本多
能对应，“枚占”大约就是不明说所问事项的筮占方式。其为流行于战国末的一种筮书，并在后世流
传增广，直到宋朝还有篇章保存。目前无法论证的是这种《归藏》与《周礼》所记的《归藏》、孔子
所见的《坤乾》等有多少关系，但其卜例繇辞文气不能与《周易》相比，不会很古是肯定的（此简并
毋自名为归藏，后人添之名，也有可能当时就不当做是归藏）。双古堆《周易》已经不属于《系辞》
所说的“设卦观象”的传统了，只是对卦爻辞做简单浅薄的理解和推断。
　　
　　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可称为上下卷，上卷： 《经文》、《二三子问》上下篇；下卷：《
系辞》《易之义》（包括《系辞》篇的话就大致可分为八段：一二阙，三《说卦》第一章至第三章，
四《易赞》，五《乾坤之参说》，六《乾之详说》，七《坤之详说》，八《系辞下》第六章至第八章
前半）、《要》、《缪和》、《昭力》，传文共六种七篇。上下卷系出同一书手所写，内容也是紧密
联系，所传文并非作于一时一手，各篇辞语和体例、通假字都有所差异。帛书卦序有两个理论基础，
一个前面已经论及的阴阳说，一个便是重卦，其易学隶属楚派，所传十翼残缺不全（只有系辞一种）
。口传相授导致通假，“子曰”也相当于记录下来的“如是我闻”。其卦序与传世《卦序》可以说是
不相容的，但其卦序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而传世《卦序》则从卦名的训诂出发，以求达到义
理的通贯。帛书的卦序不会比传世的早。
　　
　　《要》篇有言“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要》篇亦言《尚书》，可见《尚书》之
名早并非伏生所创。帛书《易》中能看到象数易学兴起的影子，《乾凿度》卷上也可能有相当早的来
源。
　　
　　
　　p385：时、宿、日、月、卜、筮，都是趋吉避凶的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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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卡筮”应为“卜筮”。
　　
　　电子版p85阙页
　　
　　p213言“曾即文献随国”实际上仍有争议。
　　
　　p291说《归藏》“劳”卦本于《说卦》，但实际上也可能情况相反。
　　
　　再版填补很多新资料。有些看法也与初版不同了，有必要上下仔细地参看。干货太多，一时不好
消化，很遗憾很多实例未有配图，但是有心读之之人应该也不会在乎这些⋯⋯笨点就多翻多查多费点
功夫也是一样的，甚至收获更大。
2、　　这本书很重要，对于学习周易的人来说，是一本必备的书。《周易溯源》其实是一本关于周
易考古成果研究的书。对周易的一些根源性问题以考古发现和考古分析为依据进行了阐释。很多古人
今人争论过的周易的问题，在考古事实面前都可以停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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