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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象视域下的俞琰易学思想探究
!

苏建强

摘
!

要.俞琰易象学的核心是汉易的象数学和宋易程朱的义理学'其内容包含卦象,卦体

和爻象'因为他注经的原则是象数义理并重'由天道的易象推及人道的义理'如此借(易)

来上贯天道'下通人事'故易象是其关键之关键'它是贯通天道和人道的中间符号'即通过

卦象来比拟自然万象'通过卦体如对体,覆体等来推断万象的关系'而爻象的主爻可统摄

卦义'!乘承比应"可揭示卦义深层的内涵*圣人就是将卦象类比于自然的万象'如此一

来'无形的天地规律也可借易象学来阐明'这样就可推衍出人道的义理*

关键词.俞琰-卦象-卦体-爻象-主爻-易学

俞琰#

#!;0

年
D#9!%

年$

"

'字玉吾'号全阳子'吴郡人'其生卒年诸说不一*其出自

书香门第'爱好易学和丹道学'他开始学儒致力于科举'期望入仕为官'后宋朝灭亡'他开

始隐居著书*后兴趣转向丹道学'会通儒道二家'对易学研究颇深'影响广大'现存所见主

要有(周易集说)(易图纂要)(易外别传)(周易参同契发挥)(读易举要)(周易参同契释疑)

等书*

(易)借卦象,系辞来尽述天地之理'俞琰易学宗象数,义理并重的原则'主张推天道之

理明人事之学'象数系统探究天道'文辞系统开显人道'由象数推及文辞'即天道之理下贯

到人事之理'故象数,文辞不可分'天道人事亦不可分'

同时俞琰的易象学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很多创见性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易学观*

其易象学不仅包含正传易学的卦象,卦体和爻象论'亦含别传易学的丹道易象论*本文限

于篇幅'只探讨其正传易象学的内容*其易象学所开显的天地之道完备于(周易集说)'同

时亦对我们的哲学研究有诸多启示'故本文一方面重在系统整理其易象学的内容'另一方

面着重挖掘其易象学对我们哲学的启发'以求教诸位方家*

一,法天地之万象.易象之卦象

(易)含卦象与文辞系统'而在象数发展过程中'会将卦象与文辞对应起来'以此来注

解经典'俞琰认为解(易)应象数义理并重'故他提出了自己的卦象理论'他认为.!象者'象

也'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林忠军教授认为.!俞琰对(易)取象的发现'不应该局限于

一卦或者一爻'有时用卦与卦,爻和爻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取象*"

$

俞琰认为.!易有一画之象'三画之象'六画之象'皆象也*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此

一画之象也*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此三画之象也*如(井)(鼎)之类'此六画之

"

#

$

钦伟刚.(俞琰生年卒年考)'载(道教研究)

!""0

年第
!

期'第
#

&

;

页*

俞琰.(读易举要)'第
%##

页*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齐鲁书社
#==0

年'第
9==

页*



苏建强.易象视域下的俞琰易学思想探究

象也*"

"其中一画象是阴爻或者阳爻'三画象是八纯卦'六画象则如(井)(鼎)之类的*其所确立的一画

象,三画象和六画象皆是自然事物的意象'即将自然万物类于卦象'如此来揭示天地间的客观规律'下面

我们分别来探讨*

其一'一画象指阳爻和阴爻'分别指代(乾)卦和(坤)卦'缘由(乾)(坤)二卦为父母卦'其他卦皆自此

二卦出'即所有的阳爻皆来自(乾)卦'所有的阴爻皆来自(坤)卦'故一画象可指代(乾)(坤)二象*

六子之象'皆取三画'(乾)(坤)之象则不拘三画'如(革)初九指六二为牛'(涣)初六指九二

为马'皆是一画也*(乾)(坤)之象何止取一画也+ 曰.(乾)九,(坤)六为易中之蕴'三百八十四

爻'凡九皆(乾)'凡六皆(坤)也*

#

俞琰认为(乾)(坤)的象不拘于三画'三百八十四爻'凡阳爻皆是(乾)'凡阴爻皆是(坤)'如.(革)卦的六

二爻为阴爻为(坤)'故为牛-(涣)卦的九二爻为阳爻为(乾)'故为马*此一画象是俞琰创造性地诠释'在

易学史上亦首次提及'其合理性或可商榷'我们若作推衍'每爻不阴即阳'若皆指(乾)(坤)二卦'必有诸

多矛盾处'然俞琰创造性的诠释的确进一步提高了象与辞对应的可能性*

其二'三画象指八纯卦'俞琰认为.!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此三画之象也*"

$俞琰认为三画象即八

纯卦'分别为(乾)

&

卦,(兑)

'

卦,(离)

(

卦,(震)

)

卦,(巽)

*

卦,(坎)

+

卦,(艮)

,

卦,(坤)

-

卦*而这

八卦所代表的意象则尽在(说卦)中*俞琰在(周易集说)中说.!何为三画之象+ (说卦)所列是也*"

俞琰在注经时'有时用卦的基本义象'如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如他注

(蒙)卦时'其注曰.!水出山下'泉之象也*泉方出而未达'如人之蒙?未知所适'故曰山下出泉"

%

'(蒙)

卦上艮下坎'艮为山'坎为水'故他说水出山下*然而有时则多取这些卦的卦性'如乾健,坤顺,震动,巽

入,坎险,离丽,艮止,兑说'其注(蒙)卦曰.!(蒙)卦下坎水'上艮山'退则困于坎水之险而不可处'进则阂

于艮山之止而不可往'进退莫知所之'是之谓(蒙)*"

'总之'俞琰在运用三画卦时都围绕着(易)的经和

传'特别依据(说卦)中所列的卦象和属性来解经*

其三'六画象乃三画象重叠而成'俞琰认为这些卦象均为实象*他说.

若地上有水(比)'地中生木(升)'皆非虚设'故曰实*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假而为义'

故谓之假'愚谓天在山中'风自火出'皆实象也*且如四面是山'而其间空处'乃天也'天实在山

中'岂得是假##盖其卦画实有此象'非虚设也*

(

孔颖达认为象有实有虚'如地上有水的(比)卦和地中生木的(升)卦'皆为实象-而天在山中'风自火

出'这些有违自然规律'故为虚象*对此俞琰则认为四面环山'而天在山中'这也是实象-且火旺则起风'

也是自然存在的状况'故而俞琰认为卦象皆是实象*我们知道俞琰之所以如此认定'缘其易学主张象数

义理并重的原则'强调由卦象表达天道进而推及人道的义理'故卦象乃类天地万物而生'以表达天道而

起用*若象有虚象'即谓天地本无此实象'若无此实象'那圣人又何必多此一举而画象*且按俞琰的易

学观'他认为卦象的作用在于阐述天道'若象为虚象'那又如何用虚象阐述天道'岂不是取消了其表达天

道的功用*

俞琰虽然认为卦象皆是实象'但同时也强调有些过度取象的荒谬性*他说.

愚谓郑少梅以(中孚)外实内虚'象卵'此亦是好处*若以(小过)二阳居中象鸟腹'四阴在

外象鸟翼'此处却是杜撰处*程沙随以(井)之甜为虾蟆'谓上爻是前两足'五是头'四是眼'三

与二是身'初是后两足*朱子曰.审如是'则此卦当为虾蟆卦'如何却谓之(井)+

)

俞琰认为取象虽好有时却也不免于杜撰'如.(中孚)卦
.

'外边四个阳爻'里边两个阴爻'外实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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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卵一样-还有(革)卦
/

和(鼎)卦
0

'其中(鼎)卦
.

的初六爻类似两个底角'二至四爻类似于鼎腹'五爻

类似于鼎耳'上九则类于盖子'故而是鼎-(革)卦
/

'初九为地'上面卦爻象(鼎)卦'只是没有盖子'故而

也象炉子'俞琰认为这些还是有理的*至于(小过)卦
1

'二阳中间为鸟腹'四阴居外是翅膀'他认为这些

是杜撰'且他引用程沙随以(井)卦类于虾蟆'而反讽之'何不叫虾蟆卦*

俞琰在具体注释中'大量应用卦象论*一画象如(涣)初六.!用拯'马壮'吉*"其注.!马壮'指九

二*"

"二爻为阳'故一象为乾'乾为马'故马壮也'此外还有(明夷)的六二,(履)的九四,(屯)的六二等

等-三画象则多取基本义象'如其在(周易集说)中'山下出泉注(蒙)卦'地上有水注(比)卦等-六画象如

(噬嗑)卦和(颐)卦'其注曰.!下震上艮而为(颐)'颐中有物而为(噬嗑)'与夫(井)(鼎)之类'合上下二体

为之者是也*"

#

总之'俞琰认为卦象是法天地万物而生的'其用为阐述天道'故俞琰的卦象强调皆为实象'此一方面

是为了笃实其象乃类自然万象而生'自然万象为实象'故卦象指代亦为实象-另一方面'卦象乃阐述天道

起用'若象为虚像'则又如何阐述天道呢*俞琰卦象学的逻辑为.自然的天地用卦象来指代'卦象又详述

天道之理'故卦象起着自然物理天地和哲学上天道规律的承接作用'可见其作用很大*

二,明万象之殊缘.易象之卦体

自然天地的事物由卦象来指代'而自然事物的关系则以卦体来表示'俞琰认为卦体有上有下'下为

内'为先-上为外'为后*伏羲画卦至下而始'而卦象示理'理含万类'故而象也应变化'他认为卦体或上

下'或内外'推及各种变化'也莫过于对体,覆体,互体,伏体,积体,交体*

#一$反体

俞琰认为.!反体,覆体皆原于先天图卦位置相对'(乾)与(坤)刚柔相反'(坎)与(离)刚柔相反'如

(颐)(大过)(中孚)(小过)皆是也*"

$反体即先天图中相对的卦象'(乾)(坤)相对'(坎)(离)相对等'其

实他所谓的!反体"'就是东汉虞翻所言的!旁通卦"'也是唐孔颖达的!变卦"'明代来知德所言的!错卦"*

反体具体就是把一个卦六爻卦画的阴变阳'阳变阴而成'这样看来六十四卦则会有
9!

对反体'举例.如

(乾)与(坤)'两卦阴阳完全相反'再如(坎)和(离)均是反体*其所揭示的关系为.万物含阴阳'阴阳相对

立'而任何事物都有向相反方面转换和发展的趋势'在六十四卦中'共有
9!

对反体'引申到宇宙的万事

万物中'万物必然有与它相对的一面*

#二$覆体

俞琰认为.!覆体者'(屯)颠倒翻转则为(蒙)'(需)颠倒翻转则为(讼)是也'六十四卦惟(乾)(坤)

(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不可倒'余皆一卦倒转为两卦*"

%覆体就是颠倒卦象百八十度'而形

成新的卦象'也就是东汉虞翻所言的!反卦"'唐孔颖达的!覆卦"'明代来知德的!综卦"*而其中(乾)

(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不可倒'其余的皆是一卦可倒转成两卦'所以上经虽三十卦'但

按覆体论'则为十八卦'而下经三十四卦'覆体来看'也只有十八卦*同时他认为八卦除去覆体仅有六

卦*其所揭示的关系为.卦象在原来的组合结构基础上'变化百八十度形成新的卦象'宇宙万物自身都

有阴阳两面'如万物皆有前后'原来的卦象是事物的正面'若把事物旋转百八十度'即可见到其背面*总

之'八卦类万物的象'事物发生变化'卦体也同样类于万物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此来契合天道'通过变化

卦的覆体'我们可以了解到事物的另一面*

#三$伏体

伏体说最早源于京房'后期为了注经的需要'伏体的形式亦发生了变化'而俞琰所谓的伏体'已不同

于京房'他的伏体侧重于卦与卦的飞伏'其曰.!伏体之说出于京房占法'如(乾)伏(坤)'(坤)伏(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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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强.易象视域下的俞琰易学思想探究

类'以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

"俞琰认为的伏体即卦之间的飞伏'如(乾)伏(坤)'(同人)伏(师)'(乾)

卦中隐藏着(坤)卦'(坤)卦中隐藏着(乾)卦'其两者联系就更加密切了*

很多人尝毁伏体说'认为岂非水火无别'而俞琰却认为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其曰.!然亦有可取者'如

(小畜)六四互离'而言血去者'(离)乃(坎)之反体'伏(坎)为血'见(离)而不见(坎)'故曰血*"

#他认为

伏体说对于注经的确有其方便处'他举例说'在(小畜)卦的六四爻说!血去"'因为六四互体为(离)卦'见

(离)卦'却不见(坎)卦'而(离)卦伏(坎)卦'故而言!血去"*伏体所揭示的关系为.万物自身内含阴阳'

而整体则显示阳性或者阴性'可是显示阳性的事物'同时也有阴性的内涵'我们认识阳性的同时'也应认

识到他隐微未显的阴性'如此才能把握整体*

#四$积体

俞琰认为积体即六画卦由三画卦的卦画积累而成'由于他们的形式相似于三画卦'他归纳了
#%

卦'

分别是.(临)(观)(颐)(大过)(?)(大壮)(?)(篹)(中孚)(小过)(?)(篹)(剥)(复)'这
#%

卦的卦象'皆

由三画卦所积而成*

俞琰引用朱子的说法.!朱子曰.(中孚)(小过)是双夹底(离),(坎)'(颐)(大过)是厚画底(离)

(坎)*"

$其中
.

(中孚)形肖
(

(离)卦'

1

(小过)形肖
+

(坎)卦'而
2

(颐)形肖的
(

(离)卦,

3

(大过)形

肖
+

(坎)卦'

4

(临)形肖
)

(震)等'积体所揭示的关系为'自然事物常常呈现相似的象'相似的事物彼此

之间存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即比拟了万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的过程*

#五$互体

俞琰认为的互体是由上下两三画卦的公共部分相交而成'分为三互和六互两种情况*他说.

互体者'上下两卦之体交相互也'有三画之互'又有六画之互'三画之互有两'六画之互有

五*何谓两互+ 如(屯)'下震上坎'中互坤,艮'此两互也*何谓五互+ 如(屯)自初至四互

(复)'自三至上互(蹇)'去初互(比)'去六互(颐)'去初上互(剥)'此五互也*它卦皆然*

%

俞琰认为互体分为三画互卦和六画互卦'其中三画互卦有两个'六画互卦有五个*三画互卦是指以三画

卦为基础的互卦'如
5

(益)'其中二爻到四爻是(坤)

-

'三爻到五爻是(艮)

,

*六画互卦是指卦里六

爻'以四个爻或者五个爻结合而组成的新卦'如以
5

(益)为例'初爻到四爻
6

(复)'二爻到五爻
7

(剥)'

三爻到六爻
8

(渐)'初爻到五爻
2

(颐)'二爻到六爻
9

(观)'总合五卦*

同时他也应用互体法来注经*注曰.!(泰)言帝乙归妹'二三四五互(归妹)也'(大壮)言藩决不羸'

自初至五互?也'(睽)言厥宗噬肤*"

'他认为(泰)卦讲的(归妹)'是指(泰)

:

卦的六画互卦为(归妹)

;

卦'

<

(大壮)卦则是初爻到五爻互出(?)

=

卦'且如(师)

>

卦中两画互卦为(坎)'(晋)

?

卦亦是互(坎)'

(萃)

@

卦则是互(巽)'皆如是注*互体主要揭示了事物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事物内部蕴含

的信息'互体的变化即象征事物内部的变化'通过内部渐变到外部'乃致整个卦体的变化'也可以揭示出

事物内部的幽微*

#六$交体

俞琰认为交体即卦的上下两体相互交换位置而得的新卦*俞琰宗王太古的说法'认为交体源于先

天方图'以两角对立而得'但交体的内容和形式有些相吻合'有些则不吻合'如.!雷风为(恒)'而风雷之

(益)为勿恒*泽天为(?)'而天泽之(履)为?履*亦有不如此者'如水天之(需)乃曰利用恒'何耶+"

(

此处雷风(恒)卦'而风雷(益)为勿恒-泽天(?)卦'天泽(履)则为?履'此是吻合的'而有时亦有例外'如

水天(需)乃曰!利用恒"'则又不一样*交体所揭示的关系为.自然事物都有对立'从此处看彼处是一种

情况'如果换个角度'从彼处看此处'即可以得到另外一种状况'我们观察万物均以自我为中心'若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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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及彼'由彼及此'即有更大的视野*

总之'卦体论在具体注经中'反体,覆体和互体使用最多'几乎每卦均有涉及'此不赘述'积体多应用

于特殊卦体'如十二消息卦等'伏体和交体使用较少'伏体如注(小过)的!飞鸟遗之音"'解为!坎见离伏'

见坎不见离'则飞鸟已过*"

"用交体注解的亦很少'如(恒)卦,(益)卦等'余者大部分均不合其则*

三,示卦义之玄理.易象之爻象

#一$卦之主爻

卦的主爻是卦中核心的一爻'它能彰显卦德'如同自然的万物均有主有次'有君有臣'而主爻则象征

君主'每卦主爻的位置和吉凶都不一样'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把握了主爻'如同抓住了卦体的核心*

俞琰首先确立三画八纯卦与六画八纯卦的主爻'其认为.!三画卦(乾)(坤)(坎)(离)以中爻为主'

(震)(巽)以初爻为主'(艮)(兑)以末爻为主*六画卦(乾)(坎)以九五为主'(坤)(离)以六二为主*"

#其

中(乾)

&

,(坤)

-

,(坎)

+

,(离)

(

以中爻为主-(震)

)

,(巽)

*

以初爻为主-(兑)

'

,(艮)

,

以末爻为主'

此即是三画卦之主爻*

对于六画卦的主爻'俞琰认为.

(乾)主九五'(坤)主六二*君正位乎上'臣正位乎下也*(坎)(离)得(乾)(坤)之中'故

(坎)主九五'(离)主六二*(震)初九正而四不正'故主初九-(巽)初六不正而六四正'故主六

四-(艮)九三正而上九不正'故主九三-(兑)六三不正而上六正'故主上六*

$

他认为(乾)的主爻为九五,(坤)的为六二,(坎)的为九五,(离)的为六二,(巽)的为六四,(兑)的为上六,

(震)的为初九,(艮)的为九三*主爻的确立主要由得位和刚柔少爻的原则来确立'如(震)卦首先依刚柔

少爻的原则来定为初九和九四'而依得位原则看'则应除去九四这个不当位的爻*(离)卦以少爻来定是

六二和六五'但若以得位原则除去六五这个不当位的爻'那么剩下的六二爻即是其主爻'故六画八纯卦

以刚柔少爻和得位的原则来确立主爻*

其次'俞琰确立了十二消息卦的主爻*

(复)

6

初九-(临)

4

六三-(泰)

:

九二,六五-(大壮)

<

九四-(?)

=

上六-(乾)

A

九五-

(篹)

B

初六-(?)

C

九三-(否)

D

六二,九五-(观)

9

六四-(剥)

7

上九-(坤)

E

六二*

五阴一阳卦'以一阳为主-五阳一阴卦'以一阴为主-(复)(篹)(?)(剥)是也*(临)主六三

者'下体兑'兑以阴爻为主也-(遁)主九三者'下体艮'(艮)以阳爻为主也*(大壮)主九四者'上

体震'(震)以阳爻为主也*(观)主六四者'上体巽'(巽)以阴爻为主也*(乾)主九五'(坤)主六

二'君臣上下之义也*(泰)(否)具(乾)(坤)二体'故(泰)以九二主内'六五主外-(否)以六二主

内'九五主外*

%

俞琰认为(复)(剥)此两卦是五阴一阳卦'以阳爻为主爻-(篹)(?)是五阳一阴卦'以阴爻为主爻-(临)

(?)(大壮)(观)此四卦确立主爻则是以卦体的刚柔少爻来确定'如(临)'以阳爻少'故确立为兑体'(兑)

体则又以六三为主'故(临)卦主爻为六三*(乾)(坤)前边已提'是根据刚柔少爻和得位两个原则确立

的'(泰)(否)则是以(乾)(坤)卦的得位来确立主爻'故以两爻为主*总之'俞琰在确立十二辟卦的主爻

时'亦依靠刚柔少爻和得位的原则*

最后'俞琰概括了其他卦确立主爻的原则*

俞琰认为八纯卦和十二辟卦的主爻'主要依靠刚柔少爻和得位的原则来确立'余下还有
%$

卦'他未

指出主爻'然而却在(读易举要)中有所说明'故今而列举归纳其纳主爻的原则*

其一.主爻确立与卦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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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以九三为主'九三不吉而上九乃吉'何也'艮止也'三互(震)动'则非艮止之道'故艮止

之时用不在三而在上*

"

(艮)卦九三主爻不吉'而上九吉'是因为三四五爻互出(震)卦'为动象'与艮止之意不合'故而艮止用在

上爻*(颐)卦却独取上九未取初九'是因(颐)道贵静不贵动'故而取上九'此卦的主爻与卦义相关*

其二.主爻由成卦之主,得权之主,定位之主来确立*

凡卦皆有主交'如(蒙)以九二主内'上九主外'盖不过一时得权之主尔'六五虽非成卦之主

爻'然而君也'乃一卦定位之主也'余卦仿此*

#

俞琰在此提出三个概念'即成卦之主,得权之主和定位之主'他认为(蒙)卦的九二是一时得权'而五爻是

君位'是定位之主*

(噬嗑)下震上离'在他卦则(离)以柔爻为主'(震)以刚爻为主'(噬嗑)则不然'何也+ (噬

嗑)卦成之由'盖因于(颐)'而九四间于其中'为(颐)中有物之象'故诸爻皆以去九四远近取义'

而不以初九,六五为主爻*

$

(噬嗑)卦若按刚柔少爻的原则来定主爻即为初九和六五二爻'然并非如此'概因此卦由(颐)卦而成'之

所以得名'全因九四在其中'其余诸爻以九四的远近而立义'故九四为主爻'此爻即成卦之爻*

李隆山曰'!有一卦定位之主'有一时得权之主*"何谓一卦定位之主+ 凡卦皆以五为君位'

五乃一卦定位之主也*何谓一时得权之主+ 如(屯)之主爻在初九'则初九一时得权之主'九五

虽为一卦定位之主'而其时用无权也*

%

俞琰引李隆山的话'认为定卦之主就是五爻'因其居君位'故其为定卦之主*而(屯)卦的五爻即定卦之

主'也是(坎)的主爻'初九是(震)的主爻'故而主爻应是九五和初九'然舍九五'缘初九爻为得权之主*

总之'成卦之主是指一卦的卦义是因某爻而确立'如(噬嗑)的九四爻'所有爻皆以和它的远近取义'

故为成卦之主*得权之主即卦义缘某一爻而来'但此并不长久'如(屯)的初九爻'是一时得权而已*而

定位之主即卦内的君位五爻*

其三.主爻确立符合抑阴崇阳的原则*

(易)中以同体为宗'(同人)六二曰!同人于宗"指初九'或指五为宗'非也'(睽)六五曰!厥

宗"指九四'(既济)九三曰!高宗"乃指本爻'皆(离)体也'(离)以阴爻为主'而以阳爻为宗'此

(易)道崇阳而抑阴之义'阴柔虽为(离)之主'固必以阳刚为之宗也*

'

(同人)卦六二爻的!同人于宗"是指初九-(睽)卦的五爻!厥宗"指九四-(既济)卦九三!高宗"指本爻'这

三爻皆是(离)体'(离)卦以阴爻为主'而以阳爻为宗*

总之'主爻的确立不仅有刚柔少爻和得位的原则'同时俞琰在前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其他确立主爻

的方法'如有的以卦义定'有的则由成卦之主,定位之主等来定'有的主爻确立则符合了崇阳抑阴的

原则*

#二$乘承比应

俞琰认为卦象,爻象用来阐述天道规律'义理开显人道规律'将天道规律下贯于人道'即是人道的义

理'所以他非常注重卦象'且多用爻的乘承比应来诠释天道'我们分三方面具体来论述*

其一'卦爻乘承比应的概论*

爻有乘,承,比,应*乘者'在上而乘下也*承者'在下而承上也*比者'与相近比也*应'

与也*

(

俞琰认为爻的乘承比应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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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是指上面的爻乘下面的爻*其中阳爻为尊'阴爻为卑'故而是阳爻来乘坐阴爻'如此是天道'若

是相反就是逆*其反应的自然关系为.乘是阴爻居阳爻之上'阳本上'阴本下'现在阴阳反复'故而为凶'

表示小人得势,凌驾其上,抢夺等含义*

!承"是指下面的爻承上面的爻*阳爻为君'阴爻为臣'故而阴爻的臣来承阳爻的君'如此是天道'若

是相反则是忤逆'其反应的自然关系为.承是阴爻居阳爻之下'代表承上启下,支持,支援,承载等关系*

!比"相近的两爻相互比*初二相比'二三相比'其余三四,四五和五上皆相比也*俞琰注经多用

!比"'据高新满统计凡所用相比而注释的卦有十八卦'分别为(屯)(比)44(中孚)*

" 其反应的自然关

系为.比是两临近爻相互对比,比较'相互亲近的意思*

!应"分为正应和敌应'其中初九和六四相应,六二和九五相应,九三和上六相应'是为!正应"-而初

六与九四,九二与六五,六三与上九'则为!敌应"*其中应还包括一阳和五阴相应'俞琰说.!(小畜)(大

有)彖,传皆言上下应之'何也+ 曰.(小畜)(大有)皆以五阳而从一阴'故曰上下应之*"

#

(小畜)(大有)

皆是一阴五阳之卦'所以可以以一阴应五阳而称为上下应'其反应的自然关系为.应则象征两爻相互呼

应,相互联系支持等关系*

其二'(乾)(坤)两卦无乘承比应*

俞琰认为(乾)(坤)两卦由于卦体纯阳或纯阴'故而不存在乘承比应的关系'他认为(乾)(坤)两卦都

不相应'(乾)卦的九二大人和九五大人'均指本爻'二五根本不存在相应关系*

(乾)(坤)两卦其体纯阴纯阳'无乘承比应之可言'至(屯)刚柔始交'其体不纯'乃有乘承比

应之可言*

$

俞琰认为(乾)(坤)两卦卦体纯阴纯阳'根本没有乘承比应的关系'到了(屯)卦'刚柔始交'卦体不纯'才

开始有了乘承比应'(乾)卦全是阳爻'所以乾卦的诸爻均以本位言-(坤)卦是臣道'阴当从阳'所以我们

在解释坤卦的时候'要兼乾卦来看'两者有相应'坤卦应顺从乾卦的君道*

其三'爻位乘承比应关系的反例和时义论*

俞琰认为本来阳爻乘阴爻是顺'为吉'阴爻乘阳爻是逆'为凶-阴爻承阳爻是顺'为吉'阳爻承阴爻是

逆'为凶*然而也有反例*

如(履)六三承九四而凶'(咸)九三乘六二而吝'(随)初九承六二而有功'(无妄)六二乘初

九而利'其何故哉+ 各随其时而已*

%

俞琰认为(履)卦的六三爻承九四爻'本应为吉'现在却凶-(咸)卦九三爻乘六二爻'本应为吉'现在却吝*

(随)卦初九爻承六二爻'本应为凶'现在反有功等'这些乘承比应的反例'俞琰认为是随时义所造成的'

故从此来看'时义比乘承比应更加决定爻的吉凶变化*

俞琰认为六爻位置不同'其义则各有所取*其在(读易举要)中分列多类情况'重述!时义"的重要

性*他认为有取本爻义的'如(乾)的在田,在渊等各取本爻-有取下近爻的'如(泰)二包荒'其所包的是

初爻-有取上近爻者'如(篹)初系于金籶'其所系的是二爻-有取应爻的'如(师)的二爻曰!王三锡命"'而

五爻则曰!锡之也"等等*俞琰认为这些皆各随其时'每爻所处位置不同'其义则所取不同'所以在注解

经文时'有些无法合于乘承比应吉凶关系的'他会从!时义"的角度来诠释*

总之'爻象论在注经中使用甚广'确立主爻的原则亦非常灵活'除八纯卦和消息卦外'余卦多从卦义

来定'如其于(周易集说)中释(屯)的初九,(噬嗑)的九四等'皆以成卦之主来解'此外还有得权之主等'

皆是为了注经之用-乘承比应几乎卦卦涉及'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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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

语

本文从卦象,卦体,爻象三方面来诠释俞琰易象学的核心内涵'俞琰易学以卦象义理并重为注经法

则'且遵天道推及人道之理'而易象则是天道规律的符号系统'所以他很重视易象学*对于比拟自然万

象的卦象'他创新地提出了一画象-针对反应物象关系的卦体'他在前人基础上'总结了对体,覆体,互

体,伏体,积体,交体-对于爻象之学'他概括了确立主爻的原则等*这样由大到小'由整体到细节'全面

地阐明了易象的精髓'为其推及人道义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俞琰的易象学对易学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卦象论中的一画象'他认为一切阳爻皆来

自(乾)卦'一切阴爻皆来自(坤)卦'故阳爻可指代(乾)卦之象'阴爻可指代(坤)卦之象'如此则大大地提

升了象与辞的对应性*同时他强调卦象皆对应自然界的实象'对卦象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

次为六种卦体说'前人虽均已论及'然俞琰逐一追溯其源'同时亦加入了许多新的内涵'如他从先天图来

考辨对体,覆体和交体三者'且对于历来备受争议的伏体'他亦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大量应用卦体

之法注经也反应出其对卦体说的重视*最后的爻象论'俞琰站在前人主爻说的基础上'除了确立八纯卦

和十二消息卦的主爻外'同时对余下杂卦也系统地提炼了确立主爻的原则'这是其主爻说创新之处'同

时他认为有时爻的时义影响比乘承比应更加决定爻的吉凶变化*总之'我们发现俞琰易象学的很多思

想'前人虽均有提及'然而俞琰在阐述其学时'绝非盲目照搬前人之学'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同时亦提

出了很多创见性的想法'最后他将易象学的这些原则彻底贯彻到其注经之中'成就了其易学史上独

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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