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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本應名為「哲學與歷史：演繹與歸納」，但哲學範圍極廣，正如莊子所說：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而易經為哲學之首、群經之首。

故名之為：「易經與歷史：演繹與歸納。」 

  易經是中國群經之首，是說明大自然運行的原理，及與之相應的人世法則。所

以牠是演繹。歷史是一代一代不同的真實故事，朝代的興衰，我們可以歸納出一

個主要的原理，大抵是，君王的品德與器識，決定朝代的興盛或衰亡，所以說歷

史是歸納。 

 

貳、易經是演繹 

    易經是說明大自然運行的原理，暨與之相應的人世法則。 

    舉 11泰 12否、23剝 24復、41損 42益等六卦為例。 

一、11泰 12否 

     泰：地天交泰，卦辭是，小往大來。吉亨。 

    象徵，小失大得、富與其鄰。君子當道、國泰民安。雖處順境、居安思危。 

    否：天地不交，卦辭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徵，大失小得、自私自利。小人當道、國亂民困。雖處逆境、懷抱希望。 

    先泰後否為其序，方吉方凶為其常。 

二、23剝 24復 

     剝：山附於地，卦辭是，不利有攸往。 

     象徵，萬物剝落、時轉秋冬。小人長也、不利攸往。順而止之、消息盈虛。 

     復：雷在地中，卦辭是，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 

     象徵，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 

三、41損 42益 

    損：山下有澤，卦辭是，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 

    簋可用享。 

    象徵，損而有孚、元吉無咎。懲忿窒欲、先損後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益：風雷。益，卦辭是，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徵，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叁、歷史是歸納 

    君王的品德與器識，決定朝代的興盛或衰亡 

    舉齊桓公、燕昭王、秦孝公為例。輔之以哈佛大學和鄧小平的故事為說明。 

一、齊桓公（西元前 685－643年） 

先，管仲奉公子糾，包叔牙奉小白，小白勝即位為齊桓公，桓公不念舊惡，舉管

仲為相，號曰仲父。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二、秦孝公（西元前 361－338年） 

召四方之士為宰相。商鞅、張儀為魏人，蔡澤為燕人，呂布韋為韓人，李斯為楚

人，遂開統一之基。 

三、燕昭王（西元前 311－279年） 

易水邊，置黃金台以郭隗為師，得樂毅、鄒衍，列弟子之座而受業。昭王遂建立

鉅燕，其國土廣及今之東北、朝鮮、日本，號稱北帝。昭王逝世，其子燕惠王即

位，罷樂毅，囚鄒衍，鉅燕崩潰於一旦。 

 

四、哈佛大學 

自 1636年創立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皆以外聘為主，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為宗，此哈佛之所以為哈佛也。 

 

五、鄧小平 

自 1978年 11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是經濟發展論

者，他的對手陳雲是計畫經濟的舵手，這是截然不同的施政理念。鄧小平主張發

展是硬道理。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百年不變。但鄧小平終其一生，全力保護並

尊重陳雲的政治地位，這樣的胸襟，使得如今的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第一大外貿國、第一大外匯存底國。 

 

肆、歷史巨著與易經的完全相應 

一、湯恩比的歷史巨作－歷史研究，自 33歲迄 71歲完成，都 500萬字，描述了

35個文明。文中歸納最重要的原理，即是：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挑戰與回應，

退離與復返。他對於老子，反者道之動，無為而無不為，孔子返魯後，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十分推崇，奉為全人類的導師。 

二、孔子春秋、司馬遷史記、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 

三部巨作都一再明志，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所謂空言，就

是哲學，就是先知先覺的智者之言，就是演繹。見諸行事，就是歷史，就是一篇

一篇精彩的故事，就是歸納，所以本文就以易經(哲學的代表)與歷史、演繹與歸

納，作為本文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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