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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但凡提及《易经》，不少人即刻将之与八卦、占卜
之类的东西连在一起。

本书从头到尾都不涉及占卜之事，而是将隐藏在
《易经》中那些与《圣经》相合相通的奥秘，特别是
与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和所谓的世界末日有关的信
息，为你一一揭开。《易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
《启示录》，令人感叹上帝隐藏在《易经》中的瑰宝，
那不寻常的亮度舆价值。

对于基督徒而言，本书从“另类”的角度，不仅
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再来日子的真相，还可
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就
此意义而言，我们甚至觉得《易经》是专门为末后
的基督徒写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对
《圣经》真理的模糊认识，从而使基督徒在末后的
日子，能够更牢靠地打好上帝真道的根基、更坚定
地站稳基督信仰之立场。

倘若，你能从本书获得启发、得到益处，那就感谢
上帝吧——感谢祂给了你如此及时宝贵的礼物。倘
若你持有异议，那么，就让我们彼此学习，进入
《易经》最吉利的谦卦，其中提到的“鸣谦”——



闻过则喜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是曾经犯错、现在犯
错、未来还会犯错的罪人。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一听到“罪人”这个词，
心里总是不舒服。《圣经》提到的“罪人”，并非
仅指那些杀人放火、姦淫掳掠、十恶不赦的坏人，
而主要指与永活的上帝脱离了关係、最后不得不进
入火湖，成了第二次死的人。这才是“罪人”的真
正定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易经》告诉你：罪人最后的
结局、如何脱离罪人必死的结局。如果你要理清许
多模糊不清的概念，那么，请好好地读一读本书
吧，它将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启发、感受及领悟，通
过人类历史上将要到来的空前绝后的考验，最后
得以跨进美好的千禧未来！

神道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1日初版
2015 年 7 月 7日第二版
2018 年 8 月 15日第三版



第一章、认识易经的前提

1、传统对易经的认定

照传统的说法，易经出自三圣：伏羲氏、周文王、
孔子。文字尚未出现之际，神话人物伏羲氏，用符
号画出了易经的八个基本卦。

随后，周文王被商紂王所掳，被监禁的七年中，
周文王根据八个基本卦，演绎为现在的 64 个卦。
并且为各个卦及每个卦的六爻，写下简短的解释，
后人称之为卦辞与爻辞。在周文王手中完成的《易
经》，称之为《周易》。

约五百年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说奠基人
孔子，发现易经可以成为开拓、发展儒家学说的利
器，就为周文王的卦辞、爻辞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与
发挥，加之他人对易经的卦象、卦序等作了更深的
探究，于是有了《十翼》的出现。也就是说，由儒
家学派所作的十卷对易经的解释文献，就像为易
经增添了一对翅膀，使之飞得更高更远。

因着这样的缘故，后来的易经研究者，将孔子等
对易经的解释，等同于原经、甚至高于原经。如此
一来，带有强烈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改头换面



地抽替了易经以神为本的思想。这是每一个易经研
究者必须有的底线。

本书对易卦的探讨，虽然参考了《十翼》，但主要
是从卦辞及爻辞的原文出发，力求进入易经原始
的思路。

圣经也一样，由于时代的限制及人性的不完全，
圣经翻译者未必完全摸到圣经原意。所以，今天我
们才有认真探讨圣经原文的必要。

2、易经是一物两用的工具

需要知道的是，神话人物伏羲氏和周文王都处于
以神为本的时代。可以说，《周易》原本不过是一
本占卜的书，其简单扼要的动机，就是当人碰到
难题而无法自决时，以虔诚的心向天上的神明寻
求帮助。因此，易经就成了人与神明交通时，提供
答案的一个工具。

圣经记载耶稣尚未降生的时代，犹太人的大祭司
的制服中，有一件叫以弗得的“背心”。以弗得连
着一块里面装有乌陵、土明的决断胸牌（乌陵、土
明据说是两种能够发光的石头），从而直截了当
地明白神的旨意。



当年，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时，一个士兵亚干，
偷偷藏了不该拿的财物，害得以色列人打了败仗。
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可能就是借着乌陵及土明，
把亚干从众人中“抓”了出来。犹太人这种求靠乌
陵及土明的做法，与中国古人用易经求明天意，
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人类在寻求所谓上帝的旨意（或中国人的“天
意”）时，大都脱离不了现实性及功利性的范畴。
也就是说，希望从看得见的物质层面得到更多的
东西。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上帝给人类的启示分为两
种：一种是放在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中的普
遍启示；一种是借着圣经，除了普遍启示之外，
又有赐给所谓祂选民的特殊启示。

人类从普遍启示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或神明的指点
时，大都脱离不了实用性；然而，当照着特殊启
示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时，我们就看到，上帝最终
要给祂子民的不是在地上的东西，而是属于看不
见的永恆范畴。所以，圣经才成了一本与世不同的
“天书”。一方面，人可以从里面获得今生的益处；
另一方面，又可以从里面找到人类未来不至于灭



亡的永恆价值。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用圣经的亮光来透视易经
时，我们发现易经的内涵有许多是与圣经相合或
相通的。也就是说，它可以从物质的层面借着占卜
的方式，为热衷于趋吉避凶的人找到某些答案；
又从心灵精神的层次，帮助人升华至上帝要求的
高度，这是其他文化中极为少见的精华。

因此，当用圣经去透视易经时，我们实在不能不
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或许，易经作者们都未意识
到，冥冥之中，上帝将祂救赎人类的奥秘藏在易
经之中。这就像中国文字中处处充满了上帝奇妙的
启示，若不是借着圣经的帮助，哪怕是道道地地
的中国人，也无法解开其中的奥秘。唯有从圣经入
手，才能揭开易经的神秘面纱。

3、圣经的数字与易经的关系

易经中共有 64 个卦，每一个卦都跟数字扯上了关
系。实际上，这些卦中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其独特的
含义，并且与卦的内涵息息相关，只是由于人难
以明白其中的奥秘，所以就只好停留在数字殿堂
的外面望洋兴叹。



由此，我们就只能透过圣经的数字系统来认识易
经中的数字含义。由神道出版社所出版的《圣经中
的数字和数根》一书，提出了一个对于绝大多数人
来说都是全新的概念——数根。

简而言之，所谓的数根，就是使用一种叫“三一
归根法”的简单计算方法，可以找到每一个数字
的后面都有一个“根”，就像每一棵树都有根一
样，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叫“数根”。

而且，不管天下的数字有多少，归纳起来总共就
只有如下九个数根：1、371、153、370、407、
（ 133_55_250 ） 、 （ 217_352_160 ） 、
（1459_919）、（244_136）。

这九个数根，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每个数
根只由一组（或者说是“一元”）固定不变的数
字构成，此为不变数根。如上列数根中不加括号的
五个数根，都是不变数根。

第二类是每个数根包含了两组或三组数字，此为
循环数根，如上列数根中带括号的四个，都是循
环数根。显而易见，循环数根的特点就是数根中的
两组或三组数字，就像落在一个圈子里，走马灯
式地不停变着走。



而且，这九个数根是与从 1至 9 的九个自然数，
各自不能随便变动地配搭在一起的。由此而来，我
们就得到了如下的九组自然数和数根的组合：

一／1、二／371、三／153、四／(133_55_250)、五
／407、六／ (217_352_160)、七／370、八／
(1459_919)、九／(244_136)。

虽然看来十分简单，但当我们把这九组自然数字
／数根组合，与圣经中上帝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
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看到它们为我们揭开了上
帝创造之律中的许多奥秘。

这九大数字／数根组合的含义十分明确：

一／1、二／371、三／153：这三个数字/数根组
合与创造者上帝有关；

四／(133_55_250)：此一数字／数根组合与受造
者，特别是天使有关。跟在数字四的后面是一个三
元的循环数根(133_55_250)，它告诉我们，在受
造者的骨子里，一直有个蠢蠢欲动的东西——自
我，不容易顺服在创造者的手下。一旦对上帝起了
不服之心，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恶



性循环里。而且，叛逆者的犯罪基因，已经传给了
人类。除非上帝之恩典的介入，谁都别想从这一个
恶性循环的“圈子”中走出来；

五／407：此一数字／数根组合跟上帝与人的关
系相联。如果人与上帝建立了正常的关系，这就叫
进入恩典；反之，若人与上帝离心离德地断绝了
关系，则进入了反恩典的状况。特别是，407 这个
数根跟圣经上提到的千禧年，也就是所谓的世界
大同和全球性的基督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六／ (217_352_160)：此一数字／数根组合告诉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落在以肚腹为神，为物质、
名利、亲情所捆绑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样，除非上
帝之恩典的介入，谁都别想从这一个恶性循环的
“圈子”中走出来。

七／370：此一数字／数根组合是跟上帝的国度，
尤其是所谓的世界末日连在一起。人类历史将很快
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转折点，那就是随着耶稣的
第二次降临，到时存活的人类将迈进一个千禧年
的时代，多少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
将美梦成真。

八／(1459_919)：此一数字／数根组合是跟人类



的复活连在一起的。它告诉我们，人类的复活一共
有两次：第一次在千禧年开始之时；第二次在千
禧年结束之日。只要你是人，就跑不了最后都要复
活，若无份于第一次的复活，则必定要面对第二
次的复活。

九／ (244_136)：此一数字／数根组合与人类的
大结局连在一起。所有在第二次复活中亮相的人，
复活之时必定要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
你的名字被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就进入天堂；
反之则被扔进火湖——第二次的死，绝无例外。

一言以蔽之，四个循环数根，前两个三元数根是
告诉你，人从哪里来；后两个二元数根则告诉你，
人最后要往哪里去。

（有关数根是怎么算出来，以及数字和数根的许
多含义，你可以进一步参看由神道出版社出版的
《圣经中的数字和数根》一书。）

当你了解数字和数根的基本含义之后，还要明白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有些数字的含
义是南辕北辙彼此相背的，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
数根。那么，碰到这样的问题时，该如何理解呢？

https://1.1459919.com/


比方说，数字 1代表造物主上帝；数字 10代表由
上帝所出的受造者，或照圣经所说，将天使称为
神的儿子。这两个数字的数根都是 1，那我们当怎
么去正确理解数字 1 和数字 10 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要首先认识到，数根 1 是表明神的儿子可以、
也应该有着与上帝一样的生命；但数字 1 和数字
10 所扮演的角色却截然不同：一个代表独一无二
的造物主；另一个则代表所有的受造者。一切的邪
教或异端的问题，都出在 10想要爬到 1 的位置上
替而代之。人一旦混淆了两者间的不同，堕落天使
向上帝造反的事件就必频频发生。人间的所有造反
的闹剧不过是由（133_55_250）此一循环数根所
演绎出来的种种版本而已。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数字 31代表上帝；数字 13
代表魔鬼，两者的意思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数
字却有着相同的数根——（133_55_250），这又
该如何解释呢？

诚然，我们不能单看这是个循环数根，就说上帝
也落在其中出不来。而应该看到，人就是落在许多
迷惑中出不来，所以才常常反过来神鬼不分地误
解、曲解了上帝和圣经。数字 31 的后面跟着数根
（133_55_250），无非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



实：由祂而出的一切受造者，无论是人还是天使，
只要落到（133_55_250）这样一个“圈子”里，
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上帝，反倒以自己为神；若
不是上帝恩典的介入，最后就只能掉到第二次死
的火湖之中。

由此而来，从数字和数根的关系，我们便发现了
一个事实：随着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我们
必须学习从双向或多层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于
习惯于从一个方向看问题的人类来说，喜欢主观、
片面、绝对化地论善断恶，是经常令人对不少问题
感到困惑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易经的思维方式也
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我们必须学会双向看问
题，才能认识人事物的本质及其複杂性。

回过头来，再看看与易经紧密连在一起的数字 64
吧。易经一共有 64 个卦，而 64 这一个数字，其
数根是（133_55_250）——又与堕落的受造者碰
到一起了。但是，在圣经原文中，64却是“真
理”一词的数码（用以写新约圣经的希腊文中的
每一个字母，原本对应一个固定的数字，这样与
希腊文中所有字母所对应的数字加在一起，得到
的和数，就是此希腊字的数码）。

对不少基督徒而言，大都以为易经是与占卜连在



一起而根本碰不得的东西。但是，现在代表真理的
数字 64，却与易经的卦数 64，同时在数根里面
碰上了。由此而来，我们就碰到了类似上面所提到
的，如何理解数字 31 和 13 有着排列次序相反但
相同数根（133_55_250）的问题了。只有在学会
双向看问题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由于中国古人对上帝的认识，并不像今天的基督
徒看得那么清楚，加上后来研究易经的人，越来
越偏向于人本的实用主义，进而否认上帝的存在，
所以易经就越来越在人的手中沦落为魔鬼诱人惑
众的工具。以至于大多数基督徒一听到易经，就躲
得远远的，生怕邪灵附身，这确是一件令人深思
的事。

若单从占卜的动机出发，不要随便去碰易经，这
倒是对的。因为，误解它的人很容易落到魔鬼的欺
骗陷阱之中。特别是基督徒，圣经的确明白指出，
上帝并不喜欢信徒去接触占卜、问鬼一类的东西，
因此不要明知故犯为妙。

但是，若从数字 64 是与“真理”相连这个角度看，
则我们应该明白，当上帝愿意在这世界末日即将
来临的前夕，把易经中隐藏的未来信息为我们揭
开，让过去片面曲解误用易经，或沉迷于用八卦



算命看风水的人的有所醒悟，这不能不算是上帝
极大的恩典及好事。

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说，本书反过来从“另类”
的角度，不仅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再来日子
的真相，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圣经
真理的认识。就此一意义而言，我们甚至觉得易经
是特别为末后的基督徒写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
们澄清一些对圣经真理的模糊认识，从而使基督
徒在末后的日子，能够更牢靠地打造上帝真道的
根基，更坚定地站稳基督信仰的立场。

.



第二章、了解易经的必知之识

1、易卦浅谈

易经的“易”字，在古文中乃由“日”和“月”
这二字构成。当“日”在上，“月”在下时就成了
带有“变”之意思的“易”字；而当“日”在左，
“月”在右时就成了“明”字。这暗示我们，要弄
懂易经的涵义，不能仅从字面上去探讨，而必须
“明”理识道才行。

而世界上唯一能够叫人明理识道的只有一本书，
那就是《圣经》。在圣经中，明确指出日、月是与时
间的观念连在一起的。从这一点上而言，可以说易
经中所阐明的易理，都是与时间并存的，什么时
候时间不存在了，易经所牵连的人类历史也就结
束了。

易经一共包含了 64 个卦，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
包括 30 个 卦；下 经 包括 34 个 卦 。 “ 卦 ” 有
“象”之义。也就是说，你把所谓的卦，当作一种
现象或景象去理解就没有什么神秘、特别的感觉了。
而且，“卦”与“掛”同音，实际上也暗示所有



的卦，它所要面对的问题都是悬而未决地“掛”
在那里，在变动的过程中，其走向可以说是已定，
又可以说是未定的结局。这才是“易”的本意。

易经有八个基本卦——乾、兑、离、震、巺、坎、艮、
坤。于是，就有天、泽、火、雷、风、水、山、地等八
象与之一一对应。易经的 64 个卦，每一卦都是由
这八象中的任何两个，或同一个重叠而合成的。

一般而言，一个卦的卦名都有几个字，前面的两
个字指卦象，后面的字才是卦名。比方说，“风泽
中孚”这个卦，“风泽”是指卦象，“中孚”才
是卦名。为了减少读者的混杂感，在本书中，当提
到一个卦时，大都只提其名，少提卦象。

每一个卦，由“爻”即长短不一样的横线组成，
长而不断的叫阳爻（—）；中间被切开，分成两
段的叫阴爻（- -）。卦的变化取决于爻的变化，故
“爻”有表示交错和变动的意思。

从下往上，一个卦可分为六个爻。一个卦又分为下
卦和上卦：由第一（初）、二、三爻组成下卦；由
第四、五、六（上）爻组成上卦。

照传统的说法，通常对下卦的解读偏重于看得见



的物界，或反过来指向难以看见的人之内的层面；
而对上卦的解读则偏重于看不见的灵界（或说形
而上的层面），或反过来指人之外容易看得见的
层面。这是易经一直所强调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的思想体现；基本上也是对研究易经的人来说，
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解读原则。

此外，易经具有三大特性：简易性、不易性和变易
性。人必须从简易性去认识易经的整体观念，从不
易性抓住其中那些不可变的原则，才能借着变易
性正确地理解 64 卦彼此之间变化无穷的奥秘。这
同认识圣经时必须同时抓住其整体性、不变性和无
误性有不谋而合之处。

一般而言，要认识 64 个卦之间的变化，就必须明
白其中的变化规律。一个卦在变化之前叫本卦；一
个本卦的变化大体上超不出以下的几种形式：

(1)、错卦：一个卦的阳爻变阴爻，阴爻变阳爻，
成了另外一个卦。

(2)、综卦：一个卦头尾倒翻，成了另外一个卦。

(3)、互卦：在一个卦之中，第 2、3、4、5 爻之间互
相搭配所形成的卦。



(4)、之卦：一个卦中的任何一爻或多爻变动，成
了另一个卦。其中最常见的是交卦，也就是一个卦
的上卦和下卦彼此交换所形成的卦。

(5)、变卦（非传统术语）：变相之卦，指不是照
以上所言的原则，而是依阴阳爻所在的位置状况，
或压缩或扩张变化而成的卦。

要明白易经的每一个卦，必需了解它是从什么卦
变过来的，本卦里下卦、互卦及上卦之间的互动状
况，及变动后所形成的卦的情形。这相当于要了解
一个人，必需结合其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状况及未
来的动向等因素，加以综合考量才行。

而且，对卦辞及爻辞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有彻透
的理解。

本书对易卦的解读，就是本着以上的原则而来的。
但是，为着使没有接触过易经的人，或没有读过
圣经的人，能够简单明了地切入其实际内容，本
书尽量避免使用通常传统用以解释易经或圣经的
文字术语，以便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地尽快抓到要
点。目的在于，你不必去理会如何剖析卦情的过程，
只要把结论性的内容抓到手就行了。当然，一旦你



入门之后，对易经或圣经的理解，就不能一直停
留在皮毛的肤浅位置了。

2、阴阳与阳阴

当伏羲氏初创八卦的时候，开始只有八个基本卦，
那就是乾、兑、离、震、巺、坎、艮、坤等八个卦。而
这八个卦，归结其源头，又回到“阴阳”两个字
上。当谈到阴阳时，一个中国人通常很少思考的问
题，那就是在中国文化的阴阳概念中，阳为天，
占居首和主动的位置；阴为地，处于顺从和被动
的地位。然而，在中文的书写或老百姓的口语中，
都是习惯叫阴阳，而没有谁说阳阴。

这是为什么？只有从圣经的角度，才能比较客观
地找到揭开这个问题答案的思路。

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
是有关对上帝的认识。中国人口中的上帝，基督徒
常称之为三一真神。所谓三一，是指上帝有圣父、
圣子、圣灵之分，但合起来又为一，统称之为神，
或中国人习惯所称的上帝。

圣子指的就是耶稣，祂是三一神中唯一可以看得
见的那一位。所以，当祂两千年前降世为人的时候，



那时的犹太人就有亲眼见过祂的，祂的门徒甚至
同他一起生活了约三年半之久。

由于耶稣强调祂与父原为一，也就是说，如果说
圣父本身是律的话，那么圣子就是律的具体彰现，
所以，要把圣子与圣父断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事。由
于在圣经的数字中，1代表圣父，2代表圣子，而
1 和 2又不能分开，所以易卦中的阴爻就成了圣
父、圣子分而合的象征。

同时，圣经还指出，圣子耶稣坐在圣父的右边，
也就是说，在三一神中的三个位格中，处于第二
位的圣子耶稣是特别被高举的，所以，将与数字
2 所对应的“阴”放在“阳”的前面，就成了理
所当然的事；反之，原来排第三位的圣灵，就取
了阳爻的位置。顺便一提，在圣经原文的文法中，
“圣灵”这个词是中性词。可见圣经的无误性是无
所不在的，只是因为人性的骄傲，才不时地怀疑
圣经的无误性。

所以，不管人是否明白人间阴阳的叫法，实际上
是上帝之律运行的彰显，反正你就只能叫阴阳才
顺耳，说阳阴人就听不懂。

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必须回归原来的以神为本



的立场，你才能明白易经里面所隐藏的属天奥秘。
离开了上帝的启示谈易经，就像人开口闭口说
“阴阳”，从不提“阳阴”二字，但知其然却不
知其所以然，就难以进入易经中更深的层面。

3、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最大差别

要认识易经，首先必须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
的特点。

在圣经中，上帝给以色列人定下可吃之物的两大
原则：分蹄与倒嚼，若两者皆备，就是洁净可吃
之物。

动物的蹄，有整整成一块的，也有分为两瓣的。分
蹄就是指后者而言，它是从外面区别动物的一个
明显记号。

从信仰的角度而言，世界上的人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不相信、不接受上帝的人；另一类是知道、认
识上帝是独一真神的人。所谓“分蹄”的人，就是
指着后者而言。一般而言，进到任何一个地方，只
要看那里摆放、供奉借着人手用木头、石头或金属
等材料造出来的偶像，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没有
“分蹄”的地方。



还有，“倒嚼”是指反刍的动物，把吃进去的食
物再吐出来进一步嚼化。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儒家一直强调的修心养性。圣经上提出的
“倒嚼”，虽然也含有修心养性的气味在其中，
但却明确指出，人是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变好的，
唯有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从而靠信耶稣重生，
借着圣灵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名符
其实地完成“倒嚼”的功课了。

如果分蹄与倒嚼这两点你都做到了，那在上帝看
来，就是一个洁净而可以被接纳的人了。

在动物之中，既分蹄又倒嚼的代表就是羊和牛，
所以它们是以色列人在节期里，向上帝献上的祭
牲的“主角”。特别是羊，圣经上把“羔羊”当作
是耶稣的预表，更与其洁净的生命特点有关。

在动物之中，猪和狗是分蹄不倒嚼的不洁净动物
之代表。因为，猪的特点是洗干净了身子又跳进泥
浆里去滚；而狗的特点则是转过头又吃污秽的粪
便。实际上，这两种动物都是比喻一个口头上信耶
稣，行为举止却一点都不检点，完全不像一个信
上帝的人。



在动物之中，骆驼和兔子是倒嚼不分蹄的不洁净
动物之代表。骆驼素有“沙漠之舟”的美誉，其吃
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特色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的；
而兔子白净温柔，连小孩子都喜欢与其一起玩，
可以说是良善的象征。中国人一提起神话中的嫦娥，
就会联想到她身边的玉兔。

可以说，骆驼和兔子正是中国文化所提倡和标榜
的“招牌菜”，然而它们却被圣经列入了不洁净
的“黑名单”，就因为它们虽倒嚼却不分蹄——
不停地自我修心养性，却不愿意接受和承认上帝
的名。照圣经的话说，这样的人叫自义——总觉得
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有什么需要悔改信耶稣
的？结果，无形之下就聪明反被聪明误。

由此而来，我们便可以看到到东西方文化的最大
差别，乃在于西方文化重在以神为本；而东方文
化则重在以人为本。从分蹄与倒嚼的角度来看，西
方文化偏于分蹄，东方文化偏于倒嚼，从而造成
了两者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各不一样。

由于西方文化以神为本，它着眼于与上帝建立个
人的关系，所以不少中国人都觉得西方人的个人
主义意识浓厚，家庭亲情淡薄；而中国文化以人
为本，看重家庭关系，易经中的八个基本卦，甚



至可以与父、母、长男、次男、少男、长女、次女、少
女等八个人组合的大家庭掛上钩。因此，当西方人
接触中国文化时，大都觉得人际关系太复杂。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不管是过去生活
艰辛的年代，还是如今经济开放的时期，“走后
门”都是一个始终无法堵住的“洞”。这说明一个
问题，当一个人落在某一种文化之中，就会带着
该文化的烙印，顽强地活出自己的文化特点，要
改变谈何容易。

严格地说，西方文化并非纯净的圣经文化，只是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圣经文化的薰陶和影响，所以
萌发了巨大的生命力，并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但随着人类历史走进了耶稣再次降临之前
的大迷惑期，西方文化也逐渐地偏离圣经文化的
轨道，慢慢蜕化成“分蹄不倒嚼”的文化。

就圣经一再提到的十字架的结构而言，可以说
“分蹄”相当于十字架的直木；“倒嚼”相当于
十字架的横木。简而言之，直木重在彰显上帝的公
义和人之正直；横木重在表明上帝的怜悯和人的
公平。换句话说，分蹄和倒嚼之目的，是叫人能仰
头把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死观的视线定位在看不见
的天上，而不要低头一直注目于肚子的部位——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要以肚腹为神的意思。

明白了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取
长补短，恰如其分地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形去改变
自己的本性，达到不断提升人生的正能量的目标。

4、当位与相应就相当于分蹄与倒嚼

在易经中，要辨别一个卦的吉凶好坏，有两个经
常必需考虑的要素，那就是爻的“当位”与“相
应”。

所谓“当位”，是指六爻里的阳爻应该站在奇数
的位置（即 1、3、5，因为奇数为阳）；而阴爻则
要站在偶数的位置（即 2、4、6，因为偶数为阴）。
不论是阳爻还是阴爻，当它所站的位置是对的，
就叫当位。反之，就叫不当位。在当位与不当位两
者之间，只有一种选择，没有任何模糊不清、游离
徘徊的空间地带。

至于“相应”，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爻与爻之间
的搭配。就像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物理现象，当
一个阳爻与一个阴爻相遇，它们就彼此互相吸引，
在易经的解释上把之叫“相应”。然而，就每一个
卦的 6 个爻而言，除了阴爻与阳爻才能成为相应



的关系之外，它们还受到一个位置条件的限制。那
就是规定初爻与第四爻相应、第二爻与第五爻相应、
第三爻与上爻相应。如果处在第一、三、五爻位置
的都是阳爻；处在第二、四、六爻位置的都是阴爻，
那么，它们之间的相应关系就是最好的，叫六爻
正应。

易经中所碰到的当位与相应的问题，正好与圣经
上所说的分蹄与倒嚼彼此相通。也就是说，我们可
以把当位理解为分蹄，把相应理解为倒嚼。如此一
来，一个人的生命目标，无非就是一直朝着既要
当位又要相应的方向前进，这与圣经所强调的既
要分蹄，又要倒嚼才是上帝所能接纳的洁净生命，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不当位的人，就必须在
“分蹄”认识上帝这一点上有所醒悟，任何不分
蹄的人，不管在修身养性方面自己付出了多少的
精力和代价，要达到真正洁净的标準都是不可能
的；反之，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分蹄”的人，则
必须在修身养性的“倒嚼”功课上多下功夫，否
则最后也过不了“洁净”这一关。



第三章、八个基本卦与一个大卦

1、八个基本卦的含义

易经的八个基本卦，照传统的排列次序分别是：
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巺、六坎、七艮、八坤。

实际上，这八个卦是和圣经的数字和数根的含义
相通的。所以，只有用圣经的数字和数根，才能够
透视和了解这八个卦的深刻含义。

第一个基本卦——乾卦

数字 1、2、3 是对着上帝而言的。在中国文化中，
大体上对于上帝的观念是笼统而模糊不清的。不管
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偏于把上帝理解为自然律
或道。然而，基督教的上帝观却是明确的，它与三
一神的概念始终紧紧连在一起。

所谓三一神，是指从总体来说上帝只有一位，而
且以数字 1 作代表。然而，这一位上帝又有圣父、
圣子、圣灵等三位格的差别。这种合中有别的关系，
就像一个人的手有上臂、前臂和手掌三个部位，当
叫人举手的时候，没有谁说举起你的上臂、前臂和
手掌。这就是一讲到数字与三一神的关系时，你必



须知道 1 和 1、2、3都与上帝有关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头脑中的上帝，实际上大都指着圣父而言。
乾为天与圣父相对应，因为祂就在天上。

从某个层次来说，可以说圣父本身是看不见的律，
这与中国文化中所提到的道或自然律，有相合相
通之处。当然，圣父之律所涵盖的范围要比人所能
理解和想像的大多了，所以我们才越来越意识到，
人类对上帝至高至深之律的认识实在太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十翼》对乾卦的
认定，正是圣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
特性的彰显。当然，你也可以从总体的角度把易经
的第 1 卦——乾卦理解为是指着三一神之总体说
的。

第二个基本卦——兑卦

这是指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耶稣而言。在三一
神中，唯有圣子是可以看得见的。而且耶稣早在两
千年前降世为人的时候，就在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面前亮过相。只是那时的犹太人几乎都拒绝相信并
接受祂，最后才使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天的世界上。特别是对于深
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可以笼统地接受
上帝是自然律，但却无法接受上帝的律是借着耶
稣彰现出来的，特别是接受耶稣本身就是道，耶
稣就是上帝本体的观念。

“兑”主要 的意思有 二 ： 一 是 “ 说 ” ， 二 是
“悦”。

兑与圣子耶稣对应，因为“兑”的其中一个意思
是“说”。圣经上说耶稣降生为人是“道成肉身”。
这里所 提到的 “ 道 ” ，其原 文 的 字根就 是从
“说”而来的，两者不谋而合。同时，“兑”还带
有“悦”的意思。耶稣乐于把上帝的救恩带给世人，
接受祂的救恩进入永生的人，势必“悦”，因为
人与真正喜乐的源泉接轨了。

还有，“兑为泽”的“泽”字，照最早解释中国
文字的经典之作《说文》所言，乃是“光润”的意
思。圣经经常把耶稣的名字与荣耀连在一起。因为，
他的名字是命定要被高举的。由此而来，“光润”
中的“光”就与兑中之“泽”的第一层意思自然
地连在一起了。

那么，“光润”中的“润”，也就是“泽”的第



二层意思，又该如何解释呢？要知道，圣经上所
提到的“基督”二字，犹太人把之称为“弥赛
亚”，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犹太教的传统
教义中，“弥赛亚”是指被上帝膏抹做王的人，
所谓的膏抹，就是用橄榄油浇灌在他的头上，表
明这个人有了正式做王的资格。

光亮的橄榄油所表现出来的又光亮又润滑的特性，
不刚好与“泽”字所表达的“光润”之含义不谋
而合吗？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你完全可以
把“泽”理解为“基督”。如此一来，“兑为泽”
就自然而然地与圣子基督耶稣连在一起了。

第三个基本卦——离卦

这是指着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而言。祂是指上
帝运作的灵，虽然也是看不见的，但祂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经上常把之比作火。

所以，圣灵与“离为火”相对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圣灵本身就像火。这火，既代表真理的亮光，
又象征一切旧造的东西都要被烧得一乾二净。什么
时候“火湖”里的火熄灭了，就意味着落在第二
次死中的“死人”都处理完了。那才真的是一了百
了。



在坤卦的卦辞中，坤被比喻为母马，因为它是跟
随在乾——公马的后面跑的。同理，离卦被比喻为
母牛，因为它中间的阴爻是从坤而出的。所以，如
果说坤是公牛的话，那么离就成了母牛跟在它后
面了。这就是“离”带有“附着”之义的由来。无
论什么时候，离守住其“附着”的本份，像母牛
紧紧跟随在公牛的后面那样，就亨通吉利。

基督徒常常听到要被圣灵浇灌和充满，却少有人
深刻认识圣灵完全顺服并仅仅荣耀耶稣的特性。如
果你真的盼望得到圣灵，就离不开从学习“顺
服”二字开始。

明白了这一些，我们便可以理解，实际上八卦中
的前三个基本卦——乾、兑、离，都是与三一神的
观念连在一起的。

第 4 个基本卦——震卦

素有易经小字典之称的《说卦》提到，“万物出乎
震”，又指出，“震为龙，震为长子”。震卦的卦
象是与雷连在一起的，再也没有什么比雷的变动
来得更迅速和明显了，所以这个卦的含义是指由
行动而引起的变化，是一种能力的表现。



下面，仅结合圣经数字的含义，讲一下 4 这个数
字的意思。

在《圣经的数字和数根》一书里讲到，数字 4 是代
表宇宙间的受造者。同时，数字 4 特别指着最先被
造的天使而言，这些天使有的因跟随魔鬼，也就
是圣经《启示录》中一再提到的龙，背叛上帝而成
了堕落的族类。这些都跟“震为龙，震为长子”有
关。

数 字 4 的 数根是 一 个 三 元 的循环数根— —
（133_55_250），表示这些堕落的天使因为骄傲
无知的缘故而犯罪。人类遗传了堕落天使的犯罪基
因，从而落进了此一循环数根中出不来，若不是
上帝的救赎恩典之介入，就没有谁能从这循环的
“圈子”里出得来。

简而言之，数字 1、2、3 与创造者三一神有关，而
与数字 4 连在一起的震卦，指的是由上帝而来的
最早受造者，他们有的后来成了堕落的天使，并
且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 5 个基本卦——巺卦

“巺”有诸多的含义，它可以代表风，又可以代
表草木，或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其中最主要的意
思是“入”。就像风的无孔不入，抓住“入”的特
性，就相当于抓到了巺的要领。

在圣经原文中，“风”与“灵”是同一个字。所以，
这个卦实际上也可以用以指灵的进入。

在圣经的数字和数根里，数字 5及其指定数根
407代表进入耶稣里面的恩典，特别是与未来的
千禧年，也就是所谓人类的世界大同之时代有关。
所以，这“巺为风”的意思，是指真正的信仰，
一定要摸到其里面的实质才算真信，徒有外面的
形式是不顶用的。

因为“风”和“灵”有着彼此无法分割的关系，
所以下面特别用三个中国字——大、太和犬，为你
揭开它们与“灵”之间的奥秘。

当易经在讲到阴阳之源头的时候，就会涉及到所
谓“太极”的概念。什么叫做“太极”？这是一个
很难理解，也很难讲明白的话题。从中文的“太”
字来看，“太”里面那小小的一点，照《说文》一



书所言，乃是“主”的意思。也就是说，冥冥的宇
宙之中有一位主宰，那就是圣经一再强调的上帝，
如果你把这太极，当做是宇宙的主宰——上帝去
理解，就名正言顺，一切都变得简单易解了。

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并在其中为大，在于
当“人”与代表上帝的“一”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成了“大”；而“太”的意思是“更大”，它
之所以比“大”更高一级，就是因为“主”——
上帝已经住进了“大”的里面成了“太”。由此我
们也就彻底明白了，易经十分重视八卦的源头—
—“太极”，其所以意义非凡，不就是因为太极
中的一切都是“主”在主宰吗？

而一旦你把“太”里面的那一“点”——“主”
踢到外面的话，人就不但不再“大”，而且马上
变成了“犬”。那可是《启示录》中明明白白讲到
的，最后要被丢进火湖的对象。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明白，对第 5 个基本
卦——巺卦，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可不要稀里糊
涂地“入”错门，最后被歪风邪气刮进了火湖才
好。



第 6 个基本卦——坎卦

当两个相同的基本卦合在一起时，叫重卦。在易经
的 八 个重卦 中 ，唯有坎卦 在它的 前面加多个
“习”字，叫“习坎”。“习”既有“重复”之意，
又有“操练”之义。“坎”的意思是“陷、险”。 

为什么在坎卦的前面要加多个“习”字，使之成
为易经中独一无二的“习坎”呢？因为数字 6 是
与人连在一起的，由此而来，坎卦就很自然地与
所有的人都连在了一起。

人的一生从婴儿呱呱堕地到默默离世，不知要经
历多少的惊涛骇浪。坎坷不平的人生，易经用一个
“坎”字就做了最生动的总结；而当讲到人的时
候，则没有什么比人类复活的话题更重要了。它不
仅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思想，也是易经关注的终极
目标。想一想，“八卦”成了易经的代名词，不就
是因为它与代表复活的数字 8紧密相连吗？

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的复活一共有两次，它就像
两道难以跨越的“坎”，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不
管你是什么时候死的，及如何死去的，最后都必
定要跨进从死里复活的这一道门“坎”。所以，坎
卦成了“习坎”，恰好与人类的两次复活互相呼



应。

当然，若复活之后，你想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
也就是我们通常听到基督徒掛在嘴上的“信耶稣，
得永生”的话，那便要认识到，通往永生的十字
架道路，实际上充满了磨练和考验。这也是坎卦中
包含了重重的陷阱和凶险的原因。但是，它同时也
在鼓励人们不必害怕，把之当作一个个操练人生
的宝贵机会，人的生命才能变得越来越接近进入
天国的标準。

特别是，圣经的数字和数根为我们指出，数字 6
的指定数根和数字 4 的本身数根都与三元循环数
根（217_352_160）和（133_55_250）有关。这
暗示我们，受造的人类，每一个人都落在恶性的
循环里面团团转。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就是指着人落在“坎”中出不来的情形说的。除非
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介入，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
改变本性。

“亨，行有尚”——但是无论如何，易经还是鼓
励人们坚持沿着改变本性的正路一直走下去。如此
行最后必定有赏，那就是圣经所说的，进天堂与
上帝同在，而不会掉进火湖，受第二次死的害。



第 7 个基本卦——艮卦

“艮”的意思是“停止”，与圣经上经常提到的
“安息”有相通之义。犹太人一到安息日，就什么
工作都停下来，就是从这停止的“安息”里面引
出来的。

活在现时代的人，时常听到“世界末日”这个字
眼。实际上，这个艮卦就是与所谓的世界末日连在
一起的。只是，它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以为世界
末日的到来，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此凄
惨荒凉地没了。反之，它乃是告诉人类一个好消息，
随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他将把活着的人类带进
千禧年的国度，从此人类的历史将进入一个空前
绝后的转折点。多少年来人们所盼望的世界大同的
美境将美梦成真，人和一切的动物都将和谐美满
地活在与上帝同在的安息之中。

艮卦在八个基本卦中排第 7，而数字 7 在圣经的
数字中，恰恰代表由耶稣带来的千禧国度。圣经将
能够进入上帝国度中的群体，比喻为进入天上新
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你看，这“锡安山”的“山”，
与“艮为山”的“山”又连起来了，可见上帝放
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启示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从上帝救赎人类的长远计划来看，艮卦所
涉及到的“停止”，乃是指耶稣再来之时，直到
整个千年国度结束。在千禧年结束之时，随着时间
的消失，所有属于上帝的人，才算进入了终局永
恆的安息。

第 8 个基本卦——坤卦。

“坤” 的意思是“顺”，特别用以指女性的顺服。
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妻子必须顺从丈夫，这
跟圣经中所强调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观念是一致
的。而且，这种顺服是被动性的。

在易经中，坤卦紧跟着乾卦，在口语中我们也经
常是乾坤并用，这都说明坤的这种被动性的顺服
是受到一种律的限定。

在圣经的数字中，8代表复活；而其指定数根
（1459_919）是一个二元的循环数根。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否相信死人最后都要、也都会复活，这一
个数根把所有的人都通通包括在里面了。

这就是第 8 个基本卦——坤卦，为什么会与复活
的数字 8，又会与被动的顺服连在一起的原因。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直强调一个人，生时要
功成名就，死后能流芳百世。但是，中国人却从来
没有意识到每个人死后要复活，复活后要接受审
判，而审判后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去处——天堂
或火湖。

但是，尽管如此，易经还是借最后的一个基本卦，
把人类复活的奥秘隐藏在其中。今天，借着圣经而
来的透视，此一奥秘的面纱已经为我们揭开。然而，
你是否相信易经中也隐藏着上帝救赎人类的蓝图，
特别是每个人最后都要复活的真理，这又是另外
一回事了。

面对这一个也许你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或听了
也不把之当作一回事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重新
思考，在最后的生死上作出自己明智的选择。

2、易卦六爻的特点

按照传统的观点，纵观 64 个卦及每个卦的六爻，
通常这六个爻具有如下的特点：初（一）难知、二
多誉、三多凶、四多恐、五多功、上（六）易知。

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圣经的数字和数根连在一起来
看的话，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确实有一种微妙的关



系：

第一爻与数字 1 连在一起，数字 1代表圣父，它
也可以是指着上帝的律而言，这律所包含的奥秘
至大至深 ，确实难知。

第二爻与数字 2 连在一起，数字 2代表既是神又
是人的基督耶稣，圣经将所有的名誉和荣耀都归
于祂。

第三爻与数字 3 连在一起，数字 3代表上帝的灵，
乃是烈火，要烧毁、除净来自旧人的堕落罪性。从
人的本性出发，哪一个人见了不觉得这是凶恶之
事？

第四爻与数字 4 连在一起，数字 4代表所有的受
造者，特别是指与堕落天使的基因有密切关系的
人类而言。当人对上帝的道真有认识，自然对上帝
产生敬畏之心；而死不悔改的人，当世界末日真
的迫近时，也必胆战心惊，有谁不“多恐”？

第五爻与数字 5 连在一起，数字 5代表上帝与受
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人能进入上帝的恩典之中而
蒙恩得救，最终得以脱离第二次的死，这才是真
正具有价值的大功告成。



想一想，自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千方百计寻求长
生不死的方法而不得，而上帝救赎人类的最终目
标就是实现人类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作为万物之
灵的新人类，还有什么比复活之日站在“九五之
尊”的地位，把一切的功劳和荣耀归于上帝，更
激动人心呢？

第六爻与数字 6 连在一起，数字 6代表人。当所有
的人类复活之日，面对上帝的审判台时，一切的
答案将一清二楚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岂不是
“易知”吗？

令人感嘆的是，上帝早就把此一“易知”的答案
写在圣经上，但被魔鬼迷惑的人就是不信这“易
知”的结局。

3、整本易经是一个大卦

上面，已经介绍了易经的常识及八个基本卦的含
义。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传统的易经学者从来
没有提过的新课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把易经的
64 个卦列排在一起，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形成了一
个卦——风泽中孚。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易经的 64 个卦分配给六个
爻的话，可以看到它们将排成如下的卦阵：

第 1——第 8 卦构成第一（初）爻（阳爻）
第 9——第 16 卦构成第二爻（阳爻）
第 16——第 32 卦构成第三爻（阴爻）
第 33——第 48 卦构成第四爻（阴爻）
第 49——第 56 卦构成第五爻（阳爻）
第 57——第 64 卦构成第六（上）爻（阳爻）

当把这六爻（初爻为阳爻、第二爻为阳爻、第三爻
为阴爻、第四爻为阴爻、第五爻为阳爻、上爻为阳
爻）放在一起时，不难看出，这就是易经中的第
61 卦——风泽中孚。

为了方便区分一般的中孚卦与这一个由 64 卦所组
成的中孚卦之不同，我们在本书中，就把后者称
之为大中孚卦，并把组成这个大中孚卦的 6 个爻
称之为“大爻”。这是读者要稍为注意的点。

“中孚”的“孚”字，是“信”的意思，“中”
则指“里面”。 “中孚”是指发自心中的信，或
进入里面的信。

圣经中一直向世人传递的福音信息是：一切信入



到基督耶稣里面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中
的“信入”，就相当于“中孚”，单有“孚”
（信）在外面是不算数的，还要“中”（入到里
面）才有用。

不少基督徒并不太在意，甚至不知道，在圣经原
文中，“信”的后面紧跟个“入”字，这一似乎
可有可无的虚词——“入”字，人一旦把之删除，
信仰免不了就要变味。十分难得的是，易经用“中
孚”的“中”字为人作了特别的提醒。显然，若从
“中孚”拿掉其中的“中”字，整一个卦名就不
再存在；同理，不“信入”到基督里面的基督徒
也是虚掛其名罢了。

就中孚的卦象——“风泽”而言，“风”来自巺，
有“入”的意思；“泽”来自“兑”，代表基督。
由此而来，“风泽中孚”的完整意思，不就与
“信入基督里面”的含意完全吻合吗？

值得一提的是，在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所出现的
字，只要与 64 卦中的任何卦名同字，势必与该卦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在卦辞和爻辞所出
现的“孚”字，实际上都是指着“风泽中孚”这
个卦而言的。



而这一个“孚”字，在易经的卦辞中出现了 7次；
在易经的爻辞中出现了 32次，远远地超过任何其
它卦名在卦辞或爻辞中所出现的频率。

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单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把在
卦辞或爻辞中出现的“孚”，片面理解为做人要
诚信那样简单，而必须提到基督信仰的高度才能
摸到其深刻的内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易经的 64 卦中，只有两个
卦是同时在卦辞和爻辞中出现“孚”这个字的，
那就是排第 49 的革卦（它同时也是一个卦中出现
“孚”字最多——一共 4次的卦），及排在第 61
的中孚卦。

在圣经的数字系统中，数字 49 是第一个出现复活
数根（1459-919）的数字，有非凡的重大意义。
这意味着在信入基督耶稣这件事上，要人相信复
活的信息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难的课题，因
为革卦面临的是一场观念的改革，你不改就会被
拋在时代的后面。

对照传统上有关六个爻的特点所持之观念：初难
知、二多誉、三多凶、四多恐、五多功、上易知，我
们发现排列在大中孚卦六大爻之中的卦，它们的



内容都是与六爻的特点相符合的。

从而，更确定了这个大中孚卦的可信度。当然，每
个人面对每一种新的观点的挑战，都可以有自己
的想法，这里我们只想引用易经中蒙卦的卦辞说：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它的意思就是
说，在接受启蒙这件事上，被蒙蔽者首先必须有
一种接受教育和改变的愿望，这样接下去才有路
可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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