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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 数术就是有关命运的学问 即探讨生命在其时空展开过程中如何与所

在环境形成最佳的互动关系 孔子曾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故中国历代学人多以数术知命作为自

己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国之大事至百姓日用之间 亦无不渗透着数术的影响 可以说 它是中国

传统民众信仰的渊薮 中国的数术思想是以顺从道德本体的天命为宗旨 通过模拟宇宙生化过程和观测

归纳的办法来了解天命的内容 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以龟壳和天地盘为主的拟象卜 以易占演数为

主的拟数占 对天文 地理 人文 物理的各种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和归纳以得出吉凶结论的本象卜 以及因

生辰时间而推其命理的本数占 这些命理思想可以有效地制约个体理性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行为 以帮助

人们实现 乐天知命 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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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术 又作术数 作为知命术 该词盖成于秦汉之际 然其理念之起 则可上溯至春秋时期甚至

更早 李零先生认为 数术 一词大概与 象数 的概念有关 如 左传 僖公十五年 载

龟 象也 筮 数也 春秋以后 筮法流行 遂以 数术 行世 淮南子 人间训 云 见本而知末

观指而睹归 执一而应万 握要而治详 谓之术 是 数术 之意乃因数以通万物本末之谓也 隋

书 经籍志 云 五行者 金 木 水 火 土 五常之形气者也 在天为五星 在人为五藏 在目为五

色 在耳为五音 在口为五味 在鼻为五臭 在上则出气施变 在下则养人不倦 故 传 曰 天生五

材 废一不可 是以圣人推其终始 以通神明之变 为卜筮以考其吉凶 占百事以观于来物 观形法

以辨其贵贱 传统学人多精数术 扬雄 法言 君子 谓 通天地人曰儒 所谓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事也 至于民间于数术之风从影响者 更是靡所不在矣

唯近世以来西学东渐 其学始衰 世纪 年代以后 数术研究又在早期出土文献解读的基

础上借国学之兴而重为学界所重 然而时至今日 数术思想虽在民间有着广泛的认同和信仰 但却

仍未能进入诸研究领域的学术谱系中去 本文拟从数术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考察数术之缘起

及其基本的结构理念 并略及其与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儒学道德性命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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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命 与数术之缘起

论语 尧曰 载孔子语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君子乃传统之所谓理想人格 而 知命 为君

子之必要条件 则 知命 一事重矣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引程子 当为程颐 语释此云 知命者 知

有命而信之也 人不知命 则见害必避 见利必趋 何以为君子 程颐在其 伊川易传 困卦注中亦

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知命之当然也 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 行吾义而已 苟不知命 则恐惧于险

难 陨获于穷厄 所守亡矣 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

命 实乃个体得之于 天 者 自西汉初董仲舒始析之为 大命 之体与 变命 之用 前者乃因

生而成 后者则因时而遭 其后之纬书或析 变命 为二 即 随命 与 遭命 前者指行善得善 行恶

得恶 后者指行善得恶 或又为便于理解 而转称 大命 为寿命 变命 为 禄命 云云 甚至唐

君毅在 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 所提出的 五命 上命 内命 中命 外命 下命 说 皆不出董

氏体用之范式 朱熹亦以 所禀 与 所值 概此命之体用 世俗所谓 命运 析言之 命 乃所禀

于天者 而 运 即所值于时者

朱子语类 卷四载有如下一段对话

问 颜渊不幸短命 伯牛死 曰 命矣夫 孔子 得之不得曰有命 如此之 命 与 天命

谓性 之 命 无分别否 曰 命之正者出于理 命之变者出于气质 要之 皆天所付予 孟子

曰 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 但当自尽其道 则所值之命 皆正命也

天命谓性 出于 中庸 是由所禀言之 若结合宋儒张载及程 朱之所论 则此禀于终极本体

天 先秦多称之为 道 的性因其有个体的生命落实 故又分作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

第 期 关长龙 法象时空 中国数术的基本理念

春秋繁露 重政篇 曰 人始生有大命 是其体也 有变命存其间者 其政也 政不齐 则人有忿怒之志 若将施危难之

中 而时有随遭者 神明之所接 绝续之符也

黄晖 论衡校释 命义篇 考此三命云 孙曰 三命之说 旧义略同 唯 正命 或称 大命 或称 受命 或称 寿命 盖寿

命为正命 随 遭为变命也 白虎通 寿命 曰 命有三科以记验 有寿命以保度 有遭命以遇暴 有随命以应行 寿命

者上命也 若言文王受命唯中 身享国五十年 随命者随行为命 若言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矣 又欲使民务仁立义 无

滔天 滔天则司命举过 言则用以弊之 遭命者逢世残贼 若上逢乱君 下必灾变暴至 天绝人命 沙鹿崩于受邑是也 冉

伯牛危行正言 而遭恶疾 孔子曰 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太平御览 三百六十引 元命苞

曰 寿命 正命也 起九九八十一 有随命 随命者 随行为命也 有遭命 遭命者 行正不误 逢世残贼 君上逆乱 辜咎下

流 灾谴并发 阴阳散忤 暴气雷至 灭日动地 绝人命 沙鹿袭邑是 庄子 列御寇 篇 达大命者随 达小命者遭 潜

夫论 论荣篇 故论士苟定于志行 勿以遭命 卜列篇 行有招召 命有遭随 此专论随遭之命也 孟子 尽心章

注曰 命有三名 行善得善曰受命 行善得恶曰遭命 行恶得恶曰随命 是三命之说 义并相近 唯赵岐论随命略异耳 晖

按仲任于随命 其说略殊 赵岐于义无别 省举一端耳 参见黄晖 论衡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寿命 禄命 实出于 论语 颜渊 子夏所闻的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之说 于体而言 两者皆得于天命而不可变 于用

上言两者本身又皆是天命的现实表现

上命 为生者承受于天的必然性 内命 即内在于生者的必然性 中命 指生者内在和外在环境沟通 互动的中介必然

性 如某些与外在环境相对应的心理及行为定势 外命 指生者必须响应的外在必然性 偶然 遭遇 中的必然回应 下

命 即形而下之必然性 也就是生命实际展开中体验和经验的必然性 参见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按此 上命 内命 之说实有鉴于本文下所谓之 天地之性 与 气质之性

的问题 而后三命之说则为值命之展开

参见 朱子语类 卷六一 此 命 字有两说 一以所禀言之 一以所值言之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又卷四

天之所命 固是均一 到气禀处便有不齐 看其禀得来如何 禀得厚 道理也备 尝谓命譬如朝廷诰敕 心譬如官人一

般 差去做官 性譬如职事一般 郡守便有郡守职事 县令便有县令职事 职事只一般 天生人 教人许多道理 便是付人许

多职事 气禀 譬如俸给 贵如官高者 贱如官卑者 富如俸厚者 贫如俸薄者 寿如三两年一任又再任者 夭者如不得终

任者 朝廷差人做官 便有许多物一齐趁 后来横渠云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 善反之 则天地之性存焉 故气质之性 君子

有弗性焉 如禀得气清明者 这道理只在里面 禀得昏浊者 这道理也只在里面 只被昏浊遮蔽了 譬之水 清底里面纤毫

皆见 浑底便见不得 同上 第 页



与终极本体 道 同 唯气质之性则有驳杂 若能因 人成 之功壅其杂而笃之 则可顺受天命之正 若

别因 人成 之功益其杂而倾之 则当逆遭天命之弃 朱熹所谓的正命正是指个体在现世中履行

天命的自然展开 这是每一个存在的最佳命运 但现实是每个存在都要受到许多诱惑或在迷惑之中

依个体欲望的选择而做出不合本体之自然展开的行动 结果与其 正命 愈行愈远 是为出于个体气

质的变命 变命是本体依个体的现实选择而做出的调整 它虽亦由 天所付予 但却与 正命 有毫

厘千里之差 孟子 尽心上 云 莫非命也 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 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

死者 正命也 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正如由 点至 点 其最佳线路为直线 任何其他选择虽或有

到达 点之可能 但却是变命 变命需要个体付出更高的生命代价 故于个体而言 最佳的命运选

择就是通过学术的理解或圣贤的指导来变化气质 以求趋近其人生之正命 世俗所谓改命之说亦

在此 壅杂 与 益杂 的层面上才可以成立 故命书改命之说亦多于道德层面上劝人改过从善 以积

阴德 而改 变命 非谓可改 天地之性 层面的正命也

周易 说卦传 有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语 正谓 命 可因道德而知之也 孔子曾说 赞而

不达于数 则亓为之巫 数而不达于德 则亓为之史 赞 的意思为 明 即明于 灵 觉 其实

这正是原始灵 巫 的特点 国语 楚语下 古者民神不杂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 而又能齐肃

忠正 其智能上下比义 其圣能光远宣朗 其明能光照之 其聪能听彻之 如是则明神降之 在男

曰觋 在女曰巫 巫觋们只是凭借自己的 天赋 直觉地感通万物本体 而不是借助 数术 去通灵

因此这种 灵 感也是不可言说的 不能转化为可以认知的 数 理模型 随着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

提高 人之 灵 觉能力逐渐湮灭而出现了掌 数 通灵的 史 于是此类专职 通灵 人员也渐沦于只

能外得其数而不能内得 灵 感的祭司了 换句话说 巫是指那些通过直觉感通万物而不进行数理

抽象的先知 这种感通能力在理性发达的时代里已经退化得所剩无几 而史则只知载录和分析 巫

术 的数理节目 却不能明了这些仪式规则之所以如此制定的因缘 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人类的

灵 觉能力 就必须在接受人类理性觉醒之现实的前提下 来建构一种新的生命觉解模式 这也就

是孔子所说的 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所谓 同涂而殊归 就是要使用与 史 巫 同样的

赞 灵及因 数 以通灵的手段 并从其产生的渊源上做宇宙认知系统的理论建构 来定位生命之所

在与内涵 此即孔子所谓的 易我后亓祝卜矣 我观其德义耳也 幽赞而达乎数 明数而达

乎德

也就是说 孔子要通过 幽赞 的直觉而理解理性认知的 数 理 再通过理性认知的 数 理来返

本开新 达到自我对宇宙演化过程的感性之 觉 与理性之 解 的贯通 德 的境界 按 德 古

本字作 说文 心部 外得于人 内得于己也 从直 从心 后来才加 彳 旁兼表人的行

为动机等 礼记 中庸 云 性之德也 合内外之道也 故时措之宜也 所谓 合内外之道 则当指

能融摄外在的理性 数 理认知与内在的感性 赞 觉为一体的个体觉解模式 而这种觉解模式的终

极旨趣正在于因生命之本体而开拓生命的本能 与 巫 相比 德 能超越仅靠 灵 觉感知所造成

的 迷信 危险而有理性认知之扶持 与 史 相比 德 又能超越仅靠盲目的 数 理认知所造成的生

命虚无而有 灵 觉旨趣的引导 也就是说 有 德 者应该是与天意同步者 吕氏春秋 郊语

天地神明之心 与人事成败之真 固莫之能见也 唯圣人能见之 圣人者 见人之所不见者也 又

吕氏春秋 长知 谓 圣人上知千岁 下知千岁 越绝书 卷一三 圣人上知天 下知地 中知

人 白虎通 圣人 亦云 圣人者何 圣者通也 道也 声也 道无所不通 明无所不照 闻声知

情 与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四时合序 鬼神合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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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有 至人不占 甚至 君子不占 之说 中庸 云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国家将兴 必有祯

祥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 动乎四体 祸福将至 善必先知之 不善 必先知之 故至诚

如神 至人 君子可以前知 可以预流而与天地鬼神同其吉凶 如此则无所谓个人之吉凶

然从以上所述 也可知数理 此早期之通灵数理实即所谓数术 之说乃为弥补巫术通灵之不足而兴

故其术虽有良莠不齐之别 而其广泛流传的一些方法 却多有着某些理性上的合理性 北宋理学家程颐

曾问邵雍 知易数为知天 知易理为知天 邵雍回答说 须还知易理为知天 只是 知易理 并非人人所

易为 故于普通民众而言 就难免需时时质之于达者 此达者亦分两类 知易理者 与 知易数者 前者

因有更高的道德修养 是又难于后者 故常行于民间以为其命运导师者多是操 易数 之人

二 生成的结构认同

自 汉书 艺文志 以来 历代目录之数术分类标准很不一致 或以对象如天文 风水 相法 或

以工具如易占 龟卜 或以术语如太乙 遁甲 或以目的如命理云云 遂难知其学术所自 考数术之

兴既为补巫师灵感衰落之策 则其初起之结构 必有以经巫师之灵感的选择 若孔子所谓之 幽

赞 通于幽灵而明觉者也 如此则早期的数术结构就主要是以一种原型的方式存在 如龟卜和

筮占等 雒书 云 灵龟者 玄文五色 神灵之精也 上隆法天 下平法地 能见存亡 明于吉凶

且以火灼之 取天地分化 有物析出之象 而筮占则因于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

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皆取象于宇宙生化之过程 唯龟卜拟象而筮占拟数而已

龟卜最初可能是从骨卜 因献牲于鬼神 故以其骨裂占吉凶 经理性的象征选择而得到广泛认

同的 其早期卜法今已不得而知 疑仅若选择占之观纵 横文以定吉凶 李筌 太白阴经 龟卜篇

云 龟有五兆 以定吉凶 一兆之中为五段 可以彰往察来 内高为金 外高为火 五曲为木 正直为

土 头垂为水 水无正形 因金为名 常以晴雾为水 一兆之中从头分为五乡 头为甲乙 次为丙丁

次为戊己 次为庚辛 次为壬癸 常以头微高为上兆 正横为中兆 春夏以内为头 秋冬以外为头

则是已发展的较为复杂的卜法了

李零先生认为距今约五千三百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玉龟与式法可能有一定关系 并进

而推测 洛水神龟负文于背的传说 可能是来自龟形 龟纹对 式 的模仿 史记 日者列

传 旋式正? 司马贞索隐 之形上圆象天 下方法地 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 故云旋式 式之

天盘一般中列北斗七星 周环十二月或十二神 干支及二十八宿 地盘一般由内向外作三层 天干

地支 二十八宿 然具体而言则各有些小的出入 但其实太乙 六壬 雷公 后称 遁甲 之天地盘所

列实概为用占时列十二神等以断吉凶之法 而与之相应的要有一个以洛书九宫求天旋之定数 若六

壬之起四课三传 遁甲之定九星八门八宫 太乙之配十六神 唯此所谓九宫与前数种之位数相配略

有不同 皆因以所占之年月日时以转定 择日之法即因 占而定其吉凶 李零先生认为 择日和

历忌是从式法派生 都属于古代的 日者 之说 它们与式法的关系有点类似 周易 和筮法的关系

也是积累实际的占卜之辞而编成

中庸 云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正谓其一念之起 天地信息因与之呼应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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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源明 元包五行传 夫至人不占者何 以其定也 占者所以定美恶 至人无恶 占者所以定吉凶 至人无凶 占者

所以定休咎 至人无咎 占者所以定嫌疑 至人无疑 夫唯定矣 又何假于占哉 载董诰 编 全唐文 卷三七三 北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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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零同时也指出式法与择日历忌的关系以及筮法与 周易 关系的不同之处 周易 虽然也被古今研究易理的人当独

立的书来读 可是作为供人查用的占书 它却始终结合着筮占 离开筮占 也就失去了占卜的意义 而择日之书或历忌之

书是把各种举事宜忌按历日排列 令人开卷即得 吉凶立见 不必假乎式占 即使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很容易掌握



龟 之占 正因其一念所起时的天地信息呼应情况以断其成事与否 与龟 因天地之象而明数

的办法相对的是因天地之数理展开而明数的易占 周易 说卦传 云 昔者圣人之作 易 也 幽

赞于神明而生蓍 参天两地而倚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幽赞 直觉感通 和 倚数 格致 即为 易 道的德业模式 庞朴先生认为这是圣人深得神明

之道 想出了用蓍草求卦的办法 所谓 幽赞于神明以生蓍 这是第一步 然后以蓍草象征天地

的生化过程去反复排列 遂得出一些数来 即所谓 参天两地而倚数 这是第二步 再后据得数的奇

偶而列出卦象 所谓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是为第三步 接着便有了各个爻位 所谓 发挥于刚柔而

生爻 那是第四步 最后是从卦与爻中悟出吉凶悔吝来 所谓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穷理尽性以至

于命 完成第五步 五步中 第二步最吃紧 它是形成卦象的决定性步骤 这与 周易 系辞上

介绍的演卦方法是一致的 即从五十根蓍草中取出四十九根 分而为二以象两 挂一以象三 象

两就像阴阳 象三就像阴阳孕于太极之中 这一点在 老子 那里被明确地表述为 一生二 二生

三 三生万物 而尤以宋代张载阐释最明 地所以两 分刚柔 男女而效之 法也 天所以参 一

太极 两仪而象之 性也 一物两体 气也 一故神 两故化 此天之所以参也

说文 云 三 天地人之道也 又 说卦传 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

天之道 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 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 故易六画而成卦 分

阴分阳 迭用柔刚 故 易 六位而成章 史记 律书 云 数始于一 终于十 成于三 这些都说明

了 易 卦用三画成卦的数理理据 叶舒宪 田大宪在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一书中也阐发说 神话

思维把天地人三才齐备作为化育万物的前提 所以 三 就成了宇宙创化的第一个完整的单元 万物

生成发展的基数了 笔者认为 周易 之所以用三爻成卦 正是取含蕴阴阳的太极为三而能成

就万物之意 这与先秦名家惠施等所谓的 鸡三足 之意同 晋司马彪注 庄子 天下 引惠施语

鸡三足 鸡两足所以行而非动也 故行由足发 动由神御 今鸡虽两足 须神而行 故曰三足也

太极乃混沌圆融之 神 其中之气可动而生化有形之万物 但太极却仍能以整体的形态寓于其所生

成的万物之中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如 诚 制约着其所寓主体的活动 这太极其实就是万物未得

化生之前的道 一个内蕴阴阳二气而为三的天地万物之 母 其分化时则以阴阳化生有形万物而原

初太极则以无形之态蕴于其中 这太极也就是 周易 系辞上 所谓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 而阴阳以

下就是 形而下者谓之器 了

因此 在既已成形的情况下 神无方而 易 无体 所谓生蓍之本 当以 幽赞 通之 而阴阳就

成了人们认知道体的门径 所谓参天两地而生气化之原型 即八卦 太极之三而以阴阳之两组合

之 故当以数理明之 至于六十四卦作为有形万物动静变化时本体状态的数理模型 也许就是 周

易 系辞上 所说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理论上的八卦之阴阳二合 的根据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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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太平御览 卷九九七引 洪范五行传 蓍之为言耆也 百年一本生百茎 此草木之寿知吉凶者也 圣人以问鬼神焉

所谓 一 即太极之说可参 周易 系辞上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孔颖达正义云 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 即是太初 太一也 故老子云 道生一 即此太极是也 又谓混元

既分 即有天地 故曰太极生两仪 即老子 一生二 也 参见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这句话不载于老聃所传的竹简本 老子 中 盖是其后太史儋的发明

参见 张载集 正蒙 参两篇 北京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又 张载集 横渠易说 说卦 云 一物两体者 气

也 一故神 两故化 此天之所以参也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两体者 虚实也 动静也 聚散也 清浊

也 其究一而已 有两则有一 是太极也 若一则有两 有两亦一在 无两亦一在 然无两则安用一 不以太极 空虚而

已 非天参也 同前 第 页

此间的生成模式我们尚未能深考 然现代宇宙生成论之正负粒子在宇宙爆炸之初的相互磨合中逐渐多出来的正粒子就形

成了今天的宇宙世界的说法 似乎应该对我们有所启迪 但生成的正粒子世界似仍不能没有本体 即太极寓于其中



易占之所据 自与龟 略同 亦因人之念起而求天地信息呼应之状 自董仲舒以五行继于阴阳

论生成之数 其后易占之方法盖亦有所改变 若京房创立卦序八宫说 即因卦爻纳甲而配五行于其中

如此则天地生化之数理模型才得到一种较为完善的物化落实 也直接确立了后世本数占法的范式

三 现象的理性解析

周易 系辞下 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

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对现象的仰观俯察 体知

选择是人类源自动物的生存本能 然人类之理性能力又使得这种观察延及更为广阔的领域 并积累

出更多的成果 这就是传统数术对天 地 人 物的观察 从而得出与人生之吉凶悔吝相关的类属经

验 此亦可分为两类数术方法 因象归类之本象卜和因生定数之本数占

本象卜包括占星云风气 风水 人相及自然异象如山崩水竭 草木虫鱼之变异 季节不时和人生

异象如梦幻 目? 耳鸣等等 若 汉书 艺文志 数术略 云 天文者 序二十八宿 步五星日月 以

纪吉凶之象 圣王所以参政也 形法者 大举九州之势 以立城郭室舍 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 器

物之形容 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 犹律有长短 而各征其声 非有鬼神 数自然也 然形与气相首

尾 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 有其气而无其形 此精微之独异也 杂占者 纪百事之象 候善恶之征

历谱者 序四时之位 正分至之节 会日月五星之辰 以考寒暑杀生之实 故圣王必正历数 以定三

统服色之制 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 凶厄之患 吉隆之喜 其术皆出焉 是皆本象卜之荦荦大者

张家国先生据唐代李淳风 乙巳占 归纳占候程序有四 不同天象的状况 这种状况所具有的象

征意义 理论上的解释 禳解的方法等 即已表明这种占卜法是以明确的经验归纳 不同天象的

状况与人事关系之归纳为前提的 淮南子 地形训 云

土地各以其类生 是故山气多男 泽气多女 障气多喑 风气多聋 林气多癃 木气多伛 岸

下气多肿 石气多力 险阻气多瘿 暑气多夭 寒气多寿 谷气多痹 丘气多狂 衍气多仁 陵气多贪

轻土多利 重土多迟 清水音小 浊水音大 湍水人轻 迟水人重 中土多圣人 皆象其气 皆应其类

亦可明其分类以系人事的特点 又 灵枢经 阴阳二十五人 因五行 五色而分人之相貌 以别

其吉凶美恶 亦甚明之

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 别其五色 异其五形之人 而二十五人具矣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

似于苍帝 其为人苍色 小头长面 大肩背 直身 小手足好 有才 劳心 少力 多忧劳于事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 似于赤帝 其为人赤色 广脱面 小头 好肩背髀腹 小手足 行安地 疾心

行摇 肩背肉满 有气轻财 少信多虑 见事明 好颜 急心 不寿暴死 土形之人比于上宫 似

于上古黄帝 其为人黄色 圆面大头 美肩背 大腹 美股胫 小手足多肉 上下相称 行安地 举

足浮 安心 好利人 不喜权势 善附人也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 似于白帝 其为人方面白色

小头 小肩背 小腹 小手足 如骨发踵外 骨轻 身清 急心 静悍 善为吏 水形之人 比于

上羽 似于黑帝 其为人黑色 面不平 大头廉颐 小肩大腹 动手足 发行摇身 下尻长背 延延

然不敬畏 善欺绐人 戮死

此虽借用五行来对人的形貌加以分类 每类除上角 上徵云云外 别有四类以分色 故有二十五

人之说 但后来相术之细分则又因头 面 耳 眉 眼 鼻 口 肢 身 骨 手 足等而各配诠说 则多

用经验之观察而归纳其类属 以别其夭寿贵贱及命运吉凶 至于其或与五行 八卦拟象 拟数之理

结合以论吉凶祸福 亦为本象卜之常事 盖欲以通识而得其真也 若占星 占候 风水 占梦等等因

象以论人事之吉凶者同

本数占则指用生辰的年月日时之数配干支五行以断吉凶 其术概起于唐代李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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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命消息赋 而完善于五代宋初之徐子平 韩愈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 载 以人之始生年

月 日 所值日辰支干相生 胜衰死王相斟酌 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 辄先处其年时 百不失一二 其

说汪洋奥美 义 关节开解 万端千绪 参错重出

今传宋代徐升编录的 渊海子平 即代表他们的占命方法 按此法之四柱配干支法盖因选择

占之式法若六壬之四课而来 非术家之别造法则 从数理意义上说 此法乃通过对人生禀命之际的

生成信息之推排 来确定个体所禀之信息 再推算这个所禀的信息在命运展开的将来另一时空中的

信息 然后观察两者如何互动 以定其顺逆吉凶

四 结 语

由前之所论可知 数术作为一种知命之术 必然要对天地人之过去 现在及未来加以整合并建

立一些理论模型 并且这些模型也会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有所调整和细密化 以增强

其命理阐释能力 在中国的数术思想中 有着极其精致的义理基础 而作为中国传统之富有信仰

色彩的学术体系 它的理论建构也必然要对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具有圆融的阐释能力 这也正是人

类理性完善后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对知命之数术极其重视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 数术是学术传统特

别是儒学的一种世俗落实 而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学则是数术的义理源头

当然 作为巫灵感通的弥补之术的 知命 数术本身即有着一些先天的 不足 故其在现实层面

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地预测人生命运的程度 但它经过千百年的运作和筛选 在感通天地和经

验总结上确有一些自得之见 至少具有某种仪式的意义 它在道德认同的基础上 以命运之富贵贫

贱的先天性为前提 来指导个体在人生之关口上能有一个尽量合于道德的选择 鼓励个体遵循心性

之善去尽其人成之功 以尽可能获得接近正命的人生 明代万民英 星学大成 序中的一段话 正可

表明一般学者对数术的基本态度

易 以道阴阳 是卜筮之书也 圣人作之 以教人趋吉避凶 而一言以蔽之 曰天下之动

贞夫一者也 若曰吉者吾趋之 非趋夫吉 趋夫所以获吉之理 视履 考祥之类是也 凶者吾避

之 非避夫凶 避夫所以致凶之故 复即命 渝安贞之类是也 由是则吉而非求也 由是则凶而

有所不避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此理 盖圣人幽赞神明 开物成务之精意 余之心亦

若是也 而胡不可哉 是书之行 使知命之士观之 遇富贵则曰命也 吾不可以幸致 遇贫贱则

曰命也 吾不可以苟免 行法以俟 夭寿不贰 将齐得丧 一死生 其为教不既多乎 若恃命之将

通而冥行径趋 见命之将否而徼幸茍免 是则桎梏而死 立乎岩墙之下者 虽圣贤亦末如之何

矣 岂予之所知哉 岂予之所知哉

又清代敕修 协纪辨方书 序 中的话语亦表达了同样的道理 天以日月行四时 人奉天而时

若向明而治 向晦而息 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群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

否则不能晨夜 不夙则暮 诗人讥焉 人人所知也 然则举大事 动大众 协乎五纪 辨乎五方 以顺

天地之性 岂无寸分节解以推极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欤 其支离蒙昧 拘牵谬悠之说 乃术士之过 而

非可因噎而废食者也 其实若 史官 的术士之过 亦以其未能进而入于道德之境也

本文曾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年 月举办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会议论文 并得到评议人我国台湾地区 中央研究院

李丰 教授的多方指教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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