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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到底是易什么的经 

在孔子那时候，就已经不知道易经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孔子要研究易经，而且据说写了系辞。但是大家

都知道，这系辞很可能不是孔子写的。 

直到现在，人们对【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缺少认识。这个字就是“易”。易的意思是“换”。古代

“易子而教”。现在说的“贸易”。易的意思就是换。易经就是“交换法”。一些人硬是把易经当作

“卜卦法”，只能说研究方向错误。如果易经是卜卦用的，那么就不应该叫做易经，而叫做卜经或算

经。 

在上古时代，交换比较简单，以物易物。也用不着交换法或商业法。所以我们必须研究“易”的是什么

东西。当时最重要的交换，就是孩子——也就是婚姻。因为交换孩子是部落结盟的最主要的手段。我们

知道古代结盟需要“易质”。也交换人质。我把儿子给你，你把儿子给我。咱们的关系就密切了。古代

各部落之间必须有一个重要的“易”，就是婚姻，就是交换孩子——实际上是A把男孩给B，B把男孩给

C，C把男孩给D，D把男孩给A。A部落的孩子给B部落当女婿。B部落的孩子给C部落当女婿。这就需要

一个规则。易经就是这种规则 

如果这样看，八卦就很容易解释。八卦就是各部落互相之间换孩子的规则。也就是8个部落，结成一个

联盟，按规则送孩子（婚配）。但是送孩子要有一个规则，以使保持适当的亲属关系。首先是不能近亲

婚配。八卦的特点就是正好在8个部落之间婚配，不会产生共祖（外祖）现象。这里说的上古时代的婚

配，据目前对原始婚配的研究，应该是同辈混合婚。也就是A部落的所有同一辈的男孩子，都送到B部

落，和B部落的同一辈的女孩婚配。这一辈分内部自愿混交。近代发现的原始部落中，一般都有“长

屋”，也就是年轻一辈住的地方。他们男女住在一起，实行自愿混交。当然他们的孩子算是下一辈。不

能和他们住在一个长屋里。这个下一辈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都有一种父母标志，比如AB。 

只有按八卦的办法，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没有共祖（外祖）的可能。也就是符合现在的婚姻法。这是数

学规律。四家和六家都不行。至少需要8家。当然，如果部落联盟增加到更多的部落，就可以把八卦图

扩大，就是现在的六十四卦。 

八卦和阴阳鱼的画法，也说明了这一用途。阴阳就是两性，互相交和的形状就是交配，圆形就是联盟，

各自中间有一鱼眼，就是我孩子给你，你的孩子给我。八卦代表八个部落。按卦相把孩子送给卦相相对

的一方。 

上古母系时代，对婚配的规则，极为重视。比后来的父系社会要重视的的多。因为父系时代实际上是一

夫多妻时代。主妇，也就是大老婆，不是主要生育者。孩子大多是小老婆生的。小老婆可以从各种地方

找来，主要靠战争中抢来或买来。不用交换。易经也就没用了。 

易经也有占卜之用。所谓卜，就是小棍子，一端有一个记号，放在筒子里，大家抽签。这是部落联盟分

配任务的办法。艰苦或危险任务，必须抽签。大家知道青红帮都实行这种规则。那个部落抽到了死签，

就当敢死队。卜和前仆后继的仆有关联。仆的意思是拿着拼命签的人。但是有时候可能成功地完成任务

而不死，于是人们就把事情记下来，看为什么有人会死，有人会不死。就有点算命的意思了。 

我们看看古代小说，比如红楼梦，说的是清朝的事情，比较晚近，但是仍然留着这种部落家族联盟的影

子。比如贾王薛史四大家族，就是联盟。他们的联盟就是用互相婚嫁来维持。这种联盟关系可以非常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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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据历史学家说，贾家（曹家）亏空，欠朝廷银两很多，本该治罪，靠其他几家凑钱补交，才逃脱被

治大罪。但是他们是四家而非八家，所以必然造成共祖（外祖）现象。比如宝玉和宝钗结婚，他们共外

祖。宝玉和黛玉结婚，他的祖是她的外祖。 

八卦制度可能在母系时代盛行，到孔子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用，或者，依稀记得其抽签的作用。两

千年来人们研究使用易经算卦，实为浪费光阴精力。 

奇怪的是，如此明显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人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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