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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

徐建芳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 ]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 �周易  , 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

�东坡易传  ,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  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 最终定稿。在苏轼看

来, �周易 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
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 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

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  的, 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

写了 �东坡易传  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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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世人眼中,苏轼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艺术成

就著称,殊不知, 苏轼一生治学的重心却在 �周易  

等经书的传解上。龙吟注评的�东坡易传  曰: !举

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

个 ∀易学大师 # ,曾经写过一本 �东坡易传 。苏轼

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 �易  ∃∃苏轼于

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 �易传  , 此后

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

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 �易经  影响, 诗词文赋也因

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  理,常常只识皮

毛∃∃∀离开 �东坡易传 , 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

无从谈起。# %
[ 1]
这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轼一生

治学的关键所在! 耿亮之也说: ! �易传  正是他

(苏轼 )的基本思想之所系∃∃东坡人格的文化底

蕴正是 �东坡易传  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 2]

可见, �周易  在苏轼治学中的确占据着相当重要

的地位。本文拟从苏轼对 �周易  的研读、评价、引

用及对其 �东坡易传  的看重等方面来加以具体

论证。

一、苏轼对 �周易  的研治
对 �周易  的研治, 可说贯穿苏轼一生。苏轼

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其父亲指导下研读 �周易  

了。如苏籀 �栾城遗言  载: !公 (苏辙 )言先曾祖

(苏洵 ) ∃∃二公少年皆读 �易  , 为之解说。% [ 3]

!二公 %即苏轼与苏辙兄弟俩。这是苏辙亲口对其

孙子苏籀讲的。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也曾说:

!策曾忤世人嫌汝, �易 可忘忧家有师。% [ 4]
此诗是

嘉祐七年 ( 1062)苏轼任凤翔判官时写的。当时苏

轼 26岁,苏辙 24岁。因苏辙在制举考试中极言朝

政得失,触怒某些当权者, 只得了下等,被任命为商

州推官;而知制诰王安石又与其父亲苏洵有隔阂,

不肯撰告辞,等到第二年秋才下告书。苏辙愤而辞

官,苏轼就写了这首诗来安慰他。劝告他用父亲早

就指导他们读的 �周易  来排遣内心的忧愁郁闷。

同年, 苏轼给苏辙的诗中还写到: !遥知读 �易  东

窗下, 车马敲门定不应。% [ 5 ]
他想象着弟弟在东窗

下如痴如醉地读 �易  , 以至连门外的车马、敲门声

都听不见。与其说这是弟弟读 �易  的情景, 毋宁

说是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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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四十多岁被贬黄州时,一则有了相当丰富

的人生阅历,对�周易  的领悟更加透彻;一则有了

充足的闲暇时间,便开始撰写 �东坡易传 。如 �次

韵乐著作野步 : !废兴古郡诗无数, 寂寞闲窗 �易  

粗通%, 此诗写于元丰三年 ( 1080)。早年在父亲指

导下读 �易 时毕竟年少, 对�周易  中的精微玄妙

哲理体会不深; 但经过几十年人世风雨的吹打, 宦

海风波的摧折, 对人生、宇宙的规律有了更深的体

悟;如今再读 �周易  时才真正通晓其中的玄妙。

又如�黄州上文潞公书  : !到黄州,无所用心, 辄复

覃思于 �易 、�论语 , 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

子之学,作 �易传  九卷。%�与滕达道六十八首  之
二十一: !某闲废无所用心, 专治经书。一二年间,

欲了却 �论语  、�书  、�易  。% �与王定国四十一

首  之十一: !轼自谪居以来, 可了得 �易传  九卷
∃∃%可见, 被贬黄州期间,苏轼把他的时间、精力

主要用在对 �周易  等经书的研治上。

晚年被贬到非人所居的海南时, 苏轼继续对

�周易 进行探究,并对 �东坡易传 进行修订, 最终

完成定稿。如 �夜梦 : !夜梦嬉游童子如, 父师检

责惊走书。∃∃怛然悸寤心不舒, 起坐有如挂钩

鱼。∃∃自视汝与丘孰贤? �易  韦三绝丘犹然,

如我当以犀革编。%此诗是绍圣四年 ( 1097) 62岁的

苏轼被贬海南时所作。诗序曰: !七月十三日, 至

儋州十馀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

夜梦如此, 不免以书自怡。%刚到这人烟稀少的蛮
荒之地,苏轼正在为如何打发这清寂的时光发愁

时,晚上突然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贪玩的小

孩,当父亲来检查功课时, 自己尚未完成, 一下惊醒

了。这一梦境可说是苏轼担忧自己能否圆满完成

父亲撰写 �易传  遗愿的心理折射。他自我激励

说:圣如孔子读 �易  尚且要韦编三绝, 何况自己,

更应用更多精力去钻研了。又如 �答李端叔十首  
之三: !所喜者, 海南了得 �易  ∃∃数十卷。%贬海

南期间,最令苏轼感到欣慰的就是完成了 �易传  

等学术著作的撰写。

从苏轼诗文中可知,苏轼研治 �周易  的态度
极其严谨认真。为研究 �周易  , 他曾多次向朋友

们借阅参考资料。如黄州时他向陈季常 !借 �易  

家文字及�史记 索隐、正义 %, 并对之说: ! �易  义
须更半年功夫练之, 乃可出。% [ 6 ]

自己不达满意绝

不轻易示人, 可见其治 �易  态度何其严肃! 又如

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借示�易解 , 略读数篇,

已深叹服∃∃此书常患不能尽通, 得此全编, 为赐

甚重, 且乞暂借, 反复详味, 庶几有所自入。% [ 7]
从

中可知,苏轼对 �周易  的研读绝非一般人观其大

略、不求甚解式的泛泛之读, 而是经过长期认真咀

嚼的。

甚而至于, 苏轼在研治 �周易  的过程中还学

会了占筮算卦。这在他的诗文中有明确记载, 如

�书筮  :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

去心。以�周易  筮之, 遇 �涣  之三爻, �初六  变

为 �中孚 。其繇曰: ∀且拯马壮吉。# ∃∃吾考此卦

极精详,口以授过, 又书而藏之。% �与刘宜翁使君

书  曰: !昨夜梦人为作易卦, 得 �大有  上九, 及觉

而占之∃∃有 ∀元吉自天佑之 #之语, 遽作此书, 庶

几似之。%可见,苏轼对 �周易  的研治的确达到了

相当精深的程度。

二、苏轼对 �周易  的评价
一说到 �周易  , 人们总是立即联想到抽签卜

卦之类江湖术数, 这完全是对 �周易  的误解。其
实, �周易 是中国一切文化思想的源头,是古圣先

贤们总结出来的一部人生智慧宝典。尽管在它的

创始阶段因神道设教的目的带有某些宗教迷信色

彩,但它的根本宗旨则是指导人类如何顺应宇宙规

律趋吉避凶、成就盛德大业。苏轼正是从这一层面

看待�周易  的。他认为�周易  是圣人们创造的一

部曲尽人情世态之道的人生教科书,而非用以求神

问卜的异端邪说。

如苏轼解 �系辞上  !夫易, 广矣大矣, 以言乎

远则不御, 以言乎迩则静而正 %曰: !远迩, 犹深浅

也, 得其深者虽为圣人有余, 而其浅者不失为君

子。% [ 8 ]
在苏轼眼中, �周易  深则可以指导人成为

圣人, 浅则可以引导人成为君子,是一部无论根性

深浅都可从中获得巨大教益的教科书。又如 �问

供养三德为善  : ! �易  者, 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

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没,学者惑乎异端

之说∃∃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尽心焉者,流而

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悯也∃∃夫以中庸之道, 守之

以谦抑之心,而行之以体仁之德,以为文王之兆, 无

以过此矣。虽然,君子视其人, 观其德,而吉凶生焉

∃∃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苏轼认为, �周
易  是圣人们用来阐发人情变化规律的, 而不是用

来求神问卜的。自孔子去世后, �周易  的这一根

本宗旨被异端邪说所淹没,致使圣人之道流为卜筮

之事, 这实在是易学的悲哀! 在苏轼看来, 人们只

要 !以中庸之道, 守之以谦抑之心, 行之以体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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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就能像周文王那样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
个人的吉凶祸福主要取决于其道德品性, 而卜筮是

不可恃的! 又如 �易论  : ! �易  者, 卜筮之书也。

挟策布卦, 以分阴阳而明吉凶∃∃非圣人之道也

∃∃夫 �易  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

下之人情。%苏轼承认 �周易  起源于卜筮, 但朝 !挟

策布卦 %方向发展的并非 !圣人之道%。圣人只是

借助�周易  的卦爻形式来阐发天地之道、穷尽人
情之变而已。

而且,在苏轼看来, �周易 只给人们指出了人

生的正道,并未给人们规定具体刻板的行为方式。

如 �孔子赞易有申爻辞而无损益者  : ! �易  之为
书,要以不可为必然可指之论也∃∃然世益久远,

则学者或入于邪说,故凡孔子之所为赞 �易  者, 特

以防闲其邪说, 使之从横旁午要不失正, 而非以为

必然可指之论也。%因时代久远, 有些学者把 �周

易  歪曲成了某些邪说, 因此,孔子解 �易  的目的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歪理邪说惑乱人心,为了使

�周易 中所含的哲理 !从横旁午 %都不失正道, 而

并非给人们指示固定的行事方式。

众所周知, 苏轼对佛、道思想也都深有研究。

但他研究的结果是:佛、道之理在 �周易  中都已蕴
含了。如�上清储祥宫碑 : !臣谨按道家者流, 本

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 以虚明应

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 ∀何思何虑 #

∃∃之说,如是而已。%在苏轼看来, 道家的清净无

为、虚明应物、慈俭不争等精义,与 �周易  !天下何

思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

何虑%的宗旨其实是一样的, 都在强调顺其自然、

不必妄自兴作的哲理。苏轼这一评断连理学大师

程颐也由衷叹服。据 �邵氏闻见后录  载: !东坡

�书上清宫碑  云: ∀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

道以清静无为为宗∃∃合于 �周易 何思何虑、�论
语  仁者静寿之说, 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

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 最有妙理也。% [ 9]
苏轼平

生最鄙薄程颐, 程氏对苏之态度可想而知, 但程对

苏的这一见解却颔首称叹,可见此论断实乃深得三

昧之言。又如明代焦竑�刻苏长公集序  : !苏子瞻

氏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 已从武人王彭游,

得竺乾语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

宗,慨然叹曰: ∀三藏十二部之文, 皆 �易  理也。# %

苏轼少年时主要以儒家文化为研读对象, 青年出仕

后才经朋友指引接触佛教典籍, 并为之深深吸引。

但深入钻研之后发现佛教典籍里面所阐述的佛理

与易理其实并无二致,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苏轼晚年时甚至对佛、道都给予了明确否定,

认为人生处世还是应以易道为指针。如 �和陶神

释  : !莫从老君言, 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 终

恐无是处∃∃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所至人聚

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仲

尼晚乃觉, 天下何思虑。%既不要去遵从道家之言,

也不要去运用佛家之语,因为它们都不能给现实人

生以切实指导; 它们所描绘的仙山与佛国都是虚无

缥缈、于实际人生毫无益处的。 !仲尼晚乃觉, 天

下何思虑 %源自 �易 ∋系辞下  : !子曰: ∀天下何思

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

虑? # %经过了几十年的大起大落、风风雨雨, 苏轼

深刻体悟到, 还是 �周易  中所讲的道理于人生更

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天下之事何必思念,何必忧

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平生争来斗

去结果还不是跟周围人一样,何必浪费那么多精力

与世人计较好恶毁誉呢? 综上可见, �周易  的人

生哲理在苏轼心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三、苏轼对 �周易  的引用
正因苏轼把 �周易 当作一部极具指导价值的

人生教科书看待, 所以苏轼在进行自我修省、排遣

深忧剧痛、论述治国安邦策略时, 总爱引用 �周易  

哲学作理论依据, 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加强自己的

说服力。

据本人对苏轼诗、文、词集 (除 �易传  、�书

传  、�论语说  等学术著作外 )中直接引用 (不包括

暗用、化用 ) �周易  哲学的统计 (限于篇幅,统计表

就不列出了 ) ,苏轼共引用 �周易  217次,大致可分

为 40多类, 内容几乎涵盖了宇宙、社会、人生中的

一切方面。仅就处世哲学而言,重要的可分为如下

类别 (限于篇幅,每类只举一例 ) :

(一 )乾健不息。�策略第一  : !仲尼赞 �易  ,

称天之德曰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出自�乾

∋大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二 )坤厚载物。 �谢除龙图阁学士表二首 之

二: !岂谓太皇太后陛下, 天高听卑, 坤厚载物。%出

自 �坤 ∋大象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三 )进德修业。 �賜太师文彦博∃∃ 之二:

!君子安身崇德, 如山岳之镇。%出自 �系辞下  !精

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四 )谦以自牧。 �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  :

!后生不自牧,呻吟空挟策。%出自�谦∋初六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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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谦君子 # ,卑以自牧也。%
(五 )慎重言语。�乞郡札子  : !臣闻之 �易  

曰∃∃∀君不密, 则失臣, 臣不密, 则失身。# %出自

�系辞上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

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

(六 )洞识几微。 �穆生去楚王戊  : !君子见几

而作, 不俟终日。%出自 �系辞下  !知几其神乎!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

不俟终日。%

(七 )与时偕行。 �贺赵大资致仕启 : !与时偕

行,不可则止。%出自 �损 ∋彖  !损益盈虚, 与时

偕行。%

(八 )居家之道。�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二首 之一: !聊将自知明, 稍积在家善。%出自 �坤

∋文言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

余殃。%

(九 )交友之道。�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

∃∃ : !得之喜无寐, 与汝交不渎。%出自�系辞下  

!君子上交不谄, 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

(十 )乐天知命。 �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 : !尊
主庇民君有道, 乐天知命我无忧。%出自 �系辞上  

!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其他关于治国安邦的:仁政爱民、君为民则、上

下沟通、防微杜渐、用人之道、理财之道、通变宜民、

无为自化、恪守位分、刑事法令等; 关于审美追求、

宇宙造化、节气时令、占卜问卦的等等,不胜枚举。

对苏轼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在它文中将有详细论述,

兹不赘述。

四、苏轼对 �东坡易传  的看重
苏轼平生不仅创作了大量文学艺术瑰宝, 而且

撰著了 �易传  等三部学术著作。从苏轼对自己一

生事功的评价来看,文艺成就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根

本不能与学术著作相提并论, 尤其是 �东坡易传  ,

苏轼是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来看

待的。

从苏轼诗文中可知,他始终是抱着传承圣人大

道的目标撰写 �东坡易传  的。如 �和陶杂诗十一
首  之九: !余龄难把玩, 妙解寄笔端。常恐抱永

叹,不及丘明迁。亲友复劝我,放心饯华颠。虚名

非我有∃∃已矣复何叹,旧说易两篇。% �和陶杂诗

十一首  之十: ! ∃∃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离。我

如终不言, 谁悟角与羁? 吾琴岂得已, 昭氏有成

亏。%前诗说明, 在晚年被贬的余暇里,苏轼没有虚

掷光阴,而是在利用这难得的清静时间撰写经学著

作。且常担心自己著作的学术价值比不上左丘明

和司马迁。亲友们劝他应及时享乐、颐养晚年。苏

轼也明白虚名对人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他惟一

挂怀的就是 �易传 的撰写。后诗透露了苏轼在艰

难困危中仍坚持撰写经书的内在原因:圣人们所传

的大道久已被那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

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 后人就更难识别道之大

全、真伪了; 所以自己才不得已而写作。孟子曰:

!我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说,距诐行, 放淫辞, 以承三圣者, 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 10]
鉴于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间作, 圣

人之道不行,孟子才不得已而奋起著书立说阐发圣

人本意,以对抗异端邪说。于苏轼心有戚戚焉! 这

一幽衷在其 �书合浦舟行  中也有所透露: !予自海

康适合浦, 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碇

宿大海中∃∃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

所撰�易  、�书  、�论语  皆以自随, 世未有别本。

抚之而叹曰: ∀天未丧斯文也, 吾辈必济! #已而果

然。%此文是苏轼由海南北归遇险时所写。 !天未

丧斯文也, 吾辈必济%一语源自 �论语 ∋子罕 !子
畏于匡。曰: ∀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

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 % [ 11]
当孔子遭遇危险时,非常镇定

地说: 自从文王没世之后, 文化道统不是需要我来

承续吗? 如果上天欲丧灭文化道统,则我就不会接

触到它们; 如果上天不欲丧灭文化道统, 则欲加害

我者又能奈我何? 言外之意, 恶人必不能违天害

己! 苏轼这里俨然以圣人之道的传承者自任,认为

自己所撰 �易  等三书也具有传承文化命脉的价

值;因而坚信自己也能像孔子那样脱离危险。又如

�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 : !孔壁、汲冢竹简科斗, 皆

漆书也。终于蠹坏。∃∃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 特

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 �易  曰: ∀神而明之, 存

乎其人。#吾作 �易、书传  、�论语说  , 亦粗备矣。%

圣人著述尽管蠹坏灭绝,但其大道妙意之所以能久

传不坠,关键在于后人能代代相传。苏轼极其自负

地相信自己的 �易、书传  等学术著作也能够担负

起这种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综上可见,苏轼始终

是抱着历史文化传承者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著

述的。

苏轼对 �东坡易传 等的高度看重在其文中多

有表露。如 �答苏伯固四首 之三: !某凡百如昨,

144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第 27卷



但抚视 �易  、�书  、�论语  三书, 即觉此生不虚

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与滕达道六十八

首  之二十一: ! ∃∃欲了却 �论语  、�书  、�易  

∃∃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 瞑

目无憾也。% �答李端叔十首  之三: !某年六十五矣
∃∃已前者皆梦, 已后者独非梦乎? 置之不足道

也。所喜者, 海南了得 �易 ∃∃似有益于骨朽后

人耳目也。%苏轼回顾自己一生事业, 认为那些曾

给他带来巨大声名的诗词文赋皆 !不足道 %, 唯有

�易 等几部 !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 %、!似有

益于骨朽后人耳目%的学术著作才让他感到 !此生

不虚过 %、可以 !瞑目无憾%。苏轼对其 �东坡易传  
等学术著作的推重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是对 �周易  的研读、评价和引用,

还是对其�东坡易传  的看重与推崇, 从中都可见

�周易  在苏轼一生治学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地

位。如果我们从 �周易  哲学入手, 来探索苏轼何

以能够涵养成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创作出博大恢

宏的文艺作品、成就其辉耀千古的伟大人格, 应该

是一项极有研究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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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ition of Zhouyi in Su Shi 's Studying Process

XU Jian�fang
(S ch ool of L itera ture and Jou rnalism, Ch ong 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 ess Un 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 ina )

Abstract: Since childhood, Su Shi began to learn and study Zhouy i under the gu idance o f his father Su Xun, in h is m idd le

age, Su Sh iw as demo ted toH uangzhou and he began to w rite Dongpo Y izhuan, in h is la ter years, Su Sh iw as demo ted toH a inan

and he continued to rev ise his w orks such as Dongpo Y izhuan and so on and m ade fina lized version. F rom Su Shi s' v iewpo int,

Zhouy iw as a teach ing m ate rial wh ich w as summ arized by o ld sacred persons from the ir hard exper ience to gu ide human be ing s to

m ake achievem ent. When Su Shi expressed h is po litica l v iewpo ints, human life attitude and so on, he often took the theo ry of

Zhouy i as the basis in o rder to be confiden t in h is fa ith and enhance conv incing fo rce. Su Sh iw rote Dongpo Y izhuan by try ing to

ca rry on the b ig goa l o f sacred persons. H e be lieved tha t the b iggest value o f h is life was to havew r itten academ ic wo rks such as

Dongpo Y izhuan and so on.

Key words: Zhouy ;i Su Sh ;i study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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