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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旵国学讲堂·在北大讲易经·》

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作者应邀在北京大学进行“易经”专题系列讲座的辑录。收录了“太易自主管理”和“弘扬
中国特色，构建和谐社会”两个系列的讲座内容。“太易自主管理”讲座，旨在用太极和《易经》的
原理表述“自主”的原创思维，意在启迪自主意识的文化自觉，提高自主管理的绩能，激发自主创新
的主观能动性。“弘扬中国特色，构建和谐社会”系列，则以“中”“和”“本”等中国传统特色思
维为题，紧密联系“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等时代旋律，启人思考，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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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旵，安徽太湖县人，曾先后受聘于国家宗教局宗教文化出版社（责编）和国家民委《中国民族》期
刊英文版“感受中国”栏目（专栏主持）。应邀在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以及海内外知名
企业演讲三百多场。现为“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与易学专业委员
会理事。《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中文”专栏特约作者，主要著述有：《老子为道》《在北大讲易经
》《易经的智慧-经部》《易经的智慧-传部》《幸福王》《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丛书》。先生演讲的理
念：心量有多大，福报一定会有多大，心量是社会共修的心量，福报是社会共享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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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定位很关键，如何去定位？为什么要“利建侯”？“建侯”，好像是讲诸侯建立一
个诸侯国，但对这里的“建侯”，我的理解是，今天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做诸侯，但是我们每一个
人都要有定位。当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上了井冈山。同
时，南昌起义后，也要上井冈山会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不行。二万五
千里长征，北上到延安也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假如当初的抗日没有延安这个根据地，我们会被打得到
处跑，那还有今天吗？所以根据地很关键。 毕业以后，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呢？一个人不能没
有根据地，但是，以什么为根据地呢？是不是大家都要上井冈山呢？都要北上到延安呢？形势不一样
，今天有今天的井冈山，今天也有今天的延安。井冈山的精神、长征的精神、延安的精神，乃至西柏
坡的精神，都是今天要发扬的，都是今天的根据地，都是今天的立命安身之处，所以这里我讲立志和
安身。 为什么要立志？“志”与“臬”连起来看。上次讲过， “臬”字，上面的。自”是鼻子，是
靶子。有句话叫“以道德为圭臬，以法律为准绳”，那么，“圭臬”是什么意思？“臬”，是射箭的
靶子，这个靶子的中心、十环的核心是鼻尖，鼻尖叫准头，这个是十环，鼻尖为十环。 “自”与“向
”连起来了，向哪个地方？千万不要离开这个“自”，“自”前面竖有一个靶子。现在人立志，往往
是“我要有什么什么的理想”。一旦真想树立自己理想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原因是什么？为什
么会忘记“自己”呢？为什么会找不到“自己”呢？为什么老是以人家的标准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呢
？为什么老是以人家的标准来量化我们自己呢？这就是忘掉了自己，找不到准头，找不到靶心。 现在
，向上看，我们看到了“自”；向前看，一切向前看，有个“主”，“主”的甲骨文上面的一点是火
苗，我们前方有希望的火光。如何找到一个主？找到“自己”就找到了“主”。这个“主”像一盏灯
，是智慧之灯，能照亮我们前进之路；假如我们向下看，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他的前途是那么
渺茫，他的情绪是那么沮丧？特别在关键时候，是那么贪生怕死，原因是什么？眼睛向下看，他只看
到脚跟，只看到土地，因为土地是埋人的，他就最怕，因为他想到的是，一旦搞不好，一刀下来就趴
在地上，一捧黄土就掩埋了。他想的是这个，所以挺不起胸膛，挺不起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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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殷旵国学讲堂:在北大讲易经(珍藏版)》编辑推荐：字里行间多禅机，妙语如泉润心田。殷旵在北大
系列讲座的集成，集大家之风范，以常人语启读者，语言通俗不神化。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禅机
妙语闪烁其中，余味无穷。易经奥妙信手拈来，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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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易经》博大精深，很难读。家中虽有各种版本的《易经》，从来没有从头至尾读过。最近，在
书柜中发现《在北大讲易经》这本书竟然从未翻过，就开始读了起来。总算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有点
感慨，写就下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在北大讲易经》的作者名字很有特点——“殷旵”，我至
今还不知道“旵”字怎么念（感觉也没有去查的必要），望形生义，应该属于“日出东山”之意，与
“旭”字差不多，可能是这样显得高深莫测、增加点神秘感吧。这本书，既然是在中国最高学府，特
别是文科的最高学府作的讲座，水准肯定很高，不敢妄加评论。书虽然看完了，但印象不是很深，总
感觉缺少点什么，或者没有看其它书时的收获大，或许是由于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书总体上
是能够理解的，讲了很多的道理，有些道理实际上不用讲也知道，只是没有将其与高深的《易经》联
系起来而已。我有时想，一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做人行事，不管是《易经》还是其他什么
“经”，都应该八九不离十，即使你从来没有读过。如果“昧着良心”做人行事，那不管你读了什么
“经”，也是枉然。这算是读《在北大讲易经》的感受和收获吧。书中有些见解非常独到，比如“管
”的本义，比如“卦”的变化，比如“小心”等等。但也有美中不足。比如感觉比较凌乱，作者自称
是有好几个逻辑结构，即便如此，也是可以表达得更具逻辑性的。我记得在《作文应该写什么、怎么
写——思想、逻辑、文字》中提出，在思想、逻辑、文字三者之间，有了思想（包括情感）后，逻辑
就是最主要的，最后才是文字。最近，据博友文章说，有些大学的文科取消了《逻辑学》这门课，看
来这是有问题的，但愿杞人忧天。比如感觉重复较多，这也和逻辑有关。我觉得，同一内容在不同的
章节反复出现，那章节的划分肯定出了问题，此类问题往往都出在划分标准的选择、运用上，要么是
划分标准本身有问题，要么是出现多个划分标准。举个例子，第四讲中《“氣”和“炁”》和第八讲
中的《真阳之“炁”与五谷之“氣”》，连标题都差不多。重复得不是这样明显的例子更多。比如感
觉有点故弄玄虚，这和曾仕强在百家讲坛讲“易经”对比更明显。这样的情形有多处，好像讲不清楚
的地方就故弄玄虚一下。或许是由于本人的学力不够，没读明白。而这些故弄玄虚的地方，正是我不
懂的地方。但有些很简单的内容翻来覆去的讲很多遍，好像是容易讲清楚的内容反而讲得更多。说了
这么多作者不愿听的话，但确是一点个人感受而已，也多是些形式上的东西，绝无不善之意。我猜测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与“讲座”这一形式有关，不是故意为之。因为共有九讲，重复
在所难免，因为听者甚众，有的太浅，有的太玄，也在所难免。既然写成书出版，或许也可以调整一
下，不局限于讲座的原稿。当然，这样做的工作量将会非常大。——原载“源于直觉的思考—天道酬
勤”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c5f2c10101795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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