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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易學的延續與開展 
─論元代張理圖書易學之重要內涵 

陳睿宏* 

【摘要】 

宋代經學走向因經明道的高度義理化的路線，易學亦以義理為重，

然而從陳摶時期所開展的圖書之學，作為這個時代一種新興圖式象數觀

與義理結合的易學發展取向，圖書之學儼然已為自此以降易學認識的重

要視域，並為易學家所爭相論說的重要議題。元代張理專著《易象圖

說》，廣摭前代《易》說，融通陳摶、劉牧、邵雍、周敦頤、朱震、朱

熹等名家主張，並自制創說，建構龐富的易學圖式，同時結合《易》

數之運用，透顯出以圖式為主體，詮解易學觀點而傳遞豐富的易學思

想。本文主要從天地之數的分合推變、《河圖》及《洛書》衍生之重

要特性與結構意涵、太極生次之圖式系統、先後天圖式的對待流行與

合德之性、六十四卦變通致用之變化系統等幾個論題，期許能夠較為全

面而有系統的探析其圖式之可能理解範疇，特別關注圖式符號結構原理

                                                 
**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東華漢學•第19期•2014年6月 

 

196

與重要易學內涵之梳理，申明其圖書易學的實質內容與與所傳達的重要

意義。 

關鍵詞：張理、元代易學、易象圖說、大衍之數、河圖、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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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代經學走向因經明道的高度義理化的路線，易學亦以義理為重，

而從陳摶（?-989）、劉牧（1011-1064）、邵雍（1011-1077）、周敦頤

（1017-1073）等人所開展的圖書之學，成為這個時代一種新興的圖式

學說，一種重視圖式與數論的象數及義理結合的易學發展取向，圖書之

學儼然已為自此以降易學認識的重要視域，並為易學家所爭相論說的重

要議題。圖書之學結合數論之主張，成為宋代易學的重要特色。 

圖書之學發展至宋元之際，丁易東（?-?）、朱元昇（?-1273）、雷

思齊（1231-1302）、胡一桂（1247-?）、吳澄（1249-1333）、張理（?-?）

可以視為重要的繼承者，1其中又以丁易東與張理為大宗。丁氏著重於複

雜數論的建構，而張理則關注天地之數與《河圖》、《洛書》的衍生關

係，以及太極生次衍化所構築出的先後天八卦與六十四卦的形成，著重

於天地之數的數值結構、《河圖》和《洛書》，以及先後天卦圖結構諸

圖式，與傳統易學理論的應合與詮釋，某程度上可以視為傳統易學思想

透過圖式化數值化的理解，以及接受諸圖式主張，可以作為易學原理下

的必然產物。張理的易學圖說，可以視為宋代主流圖書易學觀點的延

續，並在元代易學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 

張理為元代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早年從杜清碧（1276-1350）2學

《易》，「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為十有五圖，以發明天

道自然之象」，肯定其立圖述《易》為本，善於闡發自然運化之象，《宋

元學案》列為杜氏門人。《宋元學案》並記載其著有《易象圖說》三卷，

                                                 
1 有關易學家之易學圖式，詳見其有關之論著，包括宋代朱元昇之《三易備

遺》、元代丁易東之《大衍索隱》、雷思齊之《易圖通變》、胡一桂之《周

易啟蒙翼傳》、吳澄之《易纂言外翼》，以及張理之《易象圖說》。其中

以丁易東及張理可以視為繼宋代以來之大宗。 
2 杜本，字原父，號清碧，以經史為志，博學善文，天文、地理、律歷、度

數等無不通習。以南人處士征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兼國羅院編修官。

兼通醫學，於順帝至正元年（1341）撰《敖氏傷寒金鏡錄》一卷，為現存

最早的舌診專著，另有《四書表義》之儒學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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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知其著以《易》為主，並任為儒學副提

舉，必以儒學為專。3朱睦� （1518-1587）《授經圖》著錄有《周易圖》

三卷、《易象數鉤深圖》六卷，以及《易象圖說》六卷，其它包括如焦

竑（1540-1620）《經籍志書目》、明代《正統道藏》，乃至相關的史

志皆有著錄。參照三著之內容，並綜合歷來之記載，以及前人之考證與

論述，認為三書當中，僅《易象圖說》作為代表其易學論著，並為其思

想觀點的文獻依據。4 

                                                 
3 括弧與論述，參見清・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

《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92，頁 3091。 
4 《授經圖》載錄三著，焦竑《經籍志書目》亦同，惟《大易象數鉤深圖》

作三卷。《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收錄張理論著《易象圖說內篇》

三卷、《易象圖說外篇》三卷，以及《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四庫全

書》同《道藏》，只不過《易象圖說》內外篇各三卷並為一著。其它如《續

文獻通考》、《遼史藝文志》、《補遼史藝文志》、《元史藝文志》、《補

元史藝文志》等諸著，亦皆有著錄。《周易圖》今錄存於《道藏》，但未

名作者。有關三著作者的問題，《易象圖說》歷來並無異議，而《大易象

數鉤深圖》方面，《道藏提要》提到：「劉師培《讀道藏記》考證是書實

宋人《六經圖》之第一卷。」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認為是書當為楊

甲（？-？）等人編撰，而張理則參與增補。有關此著作者問題，章偉文先

生詳作考實，認為該書當不為張理所著，但有過對相關易圖進行增補。（見

章偉文，〈試論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中國道教》，2006 年

6 期，頁 19-24。）考索《大易象數鉤深圖》所論《河圖》與《洛書》，以

朱震所載劉牧「河九洛十」之說，而《易象圖說》則指為陳摶《龍圖》誤

作九數，當以朱熹以降所言「河十洛九」為正，可見二著對《河圖》與《洛

書》用數的主張相異，是《大易象數鉤深圖》當非張理所著，或有關係也

當僅為增補編收圖式之功。關於這樣的認識，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中亦

有論及，（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三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頁 42。）所言確是。至於《周易圖》，《道藏》未錄姓名，比對該書所收

圖式，與《大易象數鉤深圖》大致相同，則該著或當非張理所作。林忠軍

先生認為該書恐是張理《大易象數鉤深圖》的別本。（見林忠軍，《象數

易學發展史》（第二卷）[濟南：齊魯書社，1998 年]，頁 523。）本人詳閱

《周易圖》所載，諸多圖式建構思維與構圖內容，與《易象圖說》多有不

同，較為明顯的問題，即同為《河圖》與《洛書》用數方面，《周易圖》

取朱震傳劉牧之說，肯定當為「河九洛十」，與《易象圖說》的觀點，有

明顯之扞格。參照三著之內容，並綜合歷來之著錄，以及前人之考證與論

述，認為三書中當以《易象圖說》作為代表張理的易學論著，本論文並以

此著作為文獻論述之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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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理廣摭前代《易》說，融通陳摶、劉牧、邵雍、周敦頤、朱震

（1072-1138）、朱熹（1130-1200）等名家主張，並自制創說，建構龐

富的易學圖式，同時結合《易》數之運用，透顯出以圖式為主體，詮解

易學觀點而傳遞豐富的易學生成變化思想。張理於《易象圖說》之序文

中，認為「《易》之象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理，無所不該。是以陰陽

錯綜、奇偶離合，無不有以相通焉」。5《易》以象見而準於天地自然之

陰陽衍化，天地之數所表徵的陰陽奇偶錯綜、交互離合，莫不合於天地

之道，昭顯之《易》象，周於先後天卦位與《河圖》、《洛書》之中。

自然萬象之生成，莫不得之於氣，並以數列形之；張理指「天地之間一

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

一切的變化與存在，皆由氣而生，氣判陰陽，陰陽具體化的知識系統建

立，以符號及圖式結構呈現，其最根本的概念與元素即天地之數，透過

此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他指出，「凡奇為陽，陽者天之數；

凡偶為陰，陰者地之數」，「天地變化，陰陽屈伸，舉不出乎此數。是

數也，兩之為二儀，參之為三才，伍之為五行，分之為八卦，究之為九

宮，此其大要也」。6陰陽為萬有之根本，萬有源於陰陽，以天地之數表

之，則一切的陰陽變化，三才、五行、八卦、九宮，乃至六十四卦之推

衍，皆天地之數所變而得之。一切肇端於數，成之於象，變化生成，衍

為各種數列、象列的宇宙圖式，並構成張理的圖式符號結構的易學理解。 

張理的圖式《易》說，過去關注且進行研究討論的學者，主要有朱

伯崑（1923-2007）先生於其《易學哲學史》中，從「河天洛地說」與

「太極圖說」兩個主題範疇，取其九個圖式進行闡釋。7另外，林忠軍《象

數易學發展史》中亦專章論其圖式化的象數易學，從「圖說陳摶《龍圖

序》」、「圖說畫八卦」、「圖說六十四卦排列」、「圖說六十四卦卦

                                                 
5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原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806，頁 372。本文採此本，並參考，《道藏》本

進行校覈，故不再詳註。 
6 相關引文與論述，參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80。 
7 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三卷），頁 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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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幾個方面，取《易象圖說》與《大易象數鈎深圖》十六個圖式進

行釋說。8二家呈現了一定的成果，也開啟學者對張理的重視。但是，朱

氏從其二方面所論，僅能反映張理的部份圖說思想，其核心的儒學內涵

並沒有被開顯出來，而所謂「陷入了唯心主義」9的批評，又似乎過於沈

重；而林氏所析，屬於《大易象數鈎深圖》的部份圖式之運用，未必可

以代表張理之觀點，且圖式背後的哲學意涵性與易學理論主張相對薄

弱。另外，章偉文探討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圍繞在道教的主

體視域看待張理的《易》圖觀，肯定其《易》說的道教性格，卻無意於

具體圖式上作詳細之論證。10因此，本人認為張理之圖說，仍有可觀且

值得再深入耙梳之處，可以對其易學主張的認識，作再深入與延展、補

充與更周全的詮釋與建構。 

本文主要從天地之數的分合推變、《河圖》及《洛書》衍生之重要特

性與結構意涵、太極生次之圖式系統、先後天圖式的對待流行與合德之

性、六十四卦變通致用之變化系統等幾個論題，期許能夠較為全面而有

系統的探析其圖式之可能理解範疇，特別關注圖式符號結構原理與重要

易學內涵之梳理，申明其圖書易學的實質內容與與所傳達的重要意義。 

二、天地之數的分合推變 

宇宙的一切變化源自氣的變化，氣化由始生而分合交變，展現出自

然萬物生息不已的狀態；以數值推衍開顯氣的初始之未分，入於變化的

分判。此天地陰陽之變，藉數值的推立，體現出體與用、象與形、動與

靜之性，並本此特性，進而衍生圖書與先後天的圖式系統。 

                                                 
8 釋說十六幀圖式中，取《易象圖說》十一幀，取《大易象數鈎深圖》五幀。

專章論述內容，參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二卷），頁 523-548。 
9 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三卷），頁 67。 
10 見章偉文，〈試論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頁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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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地未分數列結構之形成 

天地自然即陰陽的變化，陰陽以數值呈現即為天地之數，天地陰陽

之分合，即天地之數圖式結構之布列。天地自然的衍化，即陰陽由分而

合的歷程，從天地之未合，進而衍化為天地之已合，分合確立，萬物由

是而生。張理以陳摶《龍圖》立說，確立「天地未合之數」的布列結構，

其圖式如下所示：11 

天地之數總合五十五，其未分之狀，乃以天地之

數的中數五與六，分別代表天地未合之布列推演之基

本結構。「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12「易」居

陰陽變化之「中」，如「河洛╳┿生成之象」的圖式

中，強調其圖式結構之「中」為「易」，13總天地陰

陽柔剛之變，為一切變化的核心與初始之狀，同於太極之性。故天地之

數，取「五」、「六」為「中」，為天地運化初始的未分之狀，也就是

尚未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總合仍為五十

五的合數，藉由五與六進行建構，並呈現五行布列的狀態。 

在天數未合方面，即上圖之上列圖式，張理指出「天數中於五，分

為五位，五五二十有五，積一、三、五、七、九，亦得二十五焉。五位

縱橫見三，縱橫見五，三位縱橫見九，縱橫見十五」。14以天地之中的

五、六二數進行五方布局。天數以「五」數為組，分立五位，五五二十

五，即天地之數的天數一、三、五、七、九總合之數。天數之五位，每

位皆五，縱橫皆見三位，每位之縱橫亦各三；縱橫可見之三位，合列可

縱橫見九，即合每位之三，三三為九。 

                                                 
11 圖式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6。 
12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中，頁 416。 
13 同前註，卷上，頁 413。 
14 同前註，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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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數之未合結構，即上圖之下列圖式，張理亦指出「地數中於六，

亦分為五位，五六凡三十，積四、二、六、八、十，亦得三十焉」。15地

數以「六」數為組，亦立五位，六五三十，合於天地之數的地數二、四、

六、八、十總合之數。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各別分立，並以五行之

位建構其各別的序列，成為天地陰陽變化尚未決然分判為十數之狀。 

（二）天地已合生成數列衍化之內涵 

由天地之未合，推演至天地之相合，從未合之

天數二十五數與地數三十數，變成天地已合的生數

與成數結構，即未合的天數衍化為已合天地之生數

結構，由未合的地數衍化為已合的天地之成數結

構，圖式如右所示。16 

1.天地已合之生數結構 

由未合的二十五天數所推演的相合之天地生數結構，即上圖之上

部，為「合一、三、五為參天，偶二、四為兩地，積之凡十五，五行之

生數」。乃「參天兩地」的天地之數聯結五行所形成的五行之生數結構，

其參天合數為九，兩地合數為六，九與六正為陰陽之爻名、陰陽之代稱。

天地相合的五位布列，由天數的未合之數列所衍化，「上五去四得一，

下五去三得二，右五去二得三，左五去一得四，惟中╳不動」，形成上

天一、下地二、右天三、左地四、中天五的五位序列。此上方天一之位，

張理稱之為「陽之始」，表徵「─」（陽氣、陽爻）之象；下方地二為

「陰之始」，表徵「--」（陰氣、陰爻）之象。一、二立位，正是上天

下地的天地定位陰陽二始確立自然的剛柔之性，故云「合二始以定剛

柔」。右方天三代表「三才之象，卦之所畫三」，以三見天、地、人並

                                                 
15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6。 
16 圖式見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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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同卦之三畫以成其形。左方地四則為「四時之象，蓍之所以揲四」，17

以四列位四方，序為四時，代為推蓍揲四以象四時之變。 

中間天五之位，表徵的是「四象五行」的概念：其左上為太陽，五

行為火象；右上為少陰，五行為金象；左下為少陽，五行屬木象；右下

為太陰，五行屬水象；中間為土象，「沖氣居中，以運四方，暢始施生，

亦陰亦陽」，18中土布運四方，合陰陽之性，作為氣化生成之中。天地

兩儀，從空間的角度言，即包絡上下左右四方之方位，則兩儀生四象，

而四象又含五行，也就是五行在四象之中，從五行的方位而言，也同於

四象之方位概念，四個元素合四方，土位則處中央之位。這樣的已合生

數之位，即陰陽合和變化所確立的初始狀態。 

天地相合的生數結構，即氣化生成的開端與主體結構，其陽始之

一，在其氣行運化中，更具初始之義，故所謂「天一居上為道之宗者」。19

至於中五之位，更強調陰陽之變與五行布列的運動與初生之功能，包絡

與含控陰陽二個始生元素，乃至三才之道與四時的推衍。 

2.天地已合之成數結構 

未合的三十地數所推演的相合之天地成數結構，即前列圖式之下

部。五位皆以六為其用數，建構出「置一在上六而成七，置二在左六而

成八，置三在右六而成九，惟下六不配而自為六」；至於其十數，張理

雖未明言，則當為置四在中而成十者。如此而形成六、七、八、九、十

所組成的成數結構，為陰陽之盛，亦五行變化之盛，所謂「九、八、七、

六，金、木、火、水之盛，數中見地十，土之成數」。20五行與陰陽

成數之相配，即地六配水、天七配火、地八配木、天九配金，以及地十

配土。 

                                                 
17 相關引文與論述，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6-377。 
18 相關引文與論述，見同前註。 
19 同前註，頁 376。 
20 同前註，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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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相合以成形者，即由天地之成數所構築的陰陽概念，五個成數

正表徵易學推數上的基本認識。少陽七數，合其成乘數是四十九，正是

大衍推蓍所用之數。少陰八數，為八卦與四正四隅的八方之數，乘數六

十四正為重卦之數。老陽九數，為陽之用數，也就是「參天」合一、三、

五為九之數，即卦爻用陽之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的一百九十二

陽爻之用數。老陰六數，為陰之用數，乃「兩地」合二與四為六之數，

即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陰爻的卦爻用陰之數。地十滿數與五數相乘，

周全天地之數與五行之合，得五十之數，也就是大衍推蓍之總數，以茲

為體，推引觸類，周全變化，道顯吉凶，天下之事畢，萬物之跡全。21因

此，天地相合而形成之成數象位，散為數列之變，天下所以然者則無乎

不通，正是布現宇宙生成變化的基本圖式。 

（三）體用、象形與動靜之性 

天地陰陽數列之未合，變化進入天地陰陽數列之已合，藉由生成之

數的布位，展現出一種如北宋程頤以來所謂的「體用一源，顯微无間」22

的體用觀之普遍性理解；張理以體用的觀點確認數值變化的關係，對於

天地相合之位的生數與成數之關係，天數推變相合為生數在上，地數推

變相合為成數在下，上者以象顯，下者以形現，數值化的象顯與形現，

構築一切的變化與存在。張理具體的指出，「上象一、二、三、四者，

蓍數、卦爻之體也。下位形也，九、八、七、六」。天地相合為生數，

以象而見其體，此一、二、三、四為四方之位，正是推蓍用數與卦爻形

成之主體，衍數推蓍之奇即得此生數，並以之得策數而推為卦爻。天地

相合為成數，九、八、七、六為成其形而顯其用，所以「下形六、七、

                                                 
21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頁 377。 
22 程頤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見宋・程

頤，《伊川易傳・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編《大易類聚初集》第 1
輯，影印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1983），頁 795。程氏之體用觀，重於從天

理、天道之隱微相應於占象關係而論體用之一源。張理之體用觀，無程氏

立說之系統化，亦非程氏思想的具體展開，而僅著重於體用概念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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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者，蓍數、卦爻之用也」。相合所見生數與成數之上下結構關係，

「上體而下用，上象而下形，象動形靜，體立用行，而造化不可勝既

矣」。23除了建立體與用、象與形的關係外，也確立了上位一、二、三、

四以動，下位九、六、七、八以靜的變化關係，使立其一、二、三、四

之體，而用其九、六、七、八之行，如此展現出天地推衍萬有、變化無

窮的造化性能。 

此天地已合之位的圖式，張理

認為「當如《太乙遁甲陰陽二局

圖》，一、二、三、四猶遁甲天

盤在上，隨時運轉；六、七、八、

九猶遁甲地盤在下，布定不易

法，明天動地靜之義」。24天地已

合之位如遁甲天上地下的盤位，

強調天動地靜、陽動陰靜的概

念；天位動行，猶一、二、三、

四主動，地位不動，則六、七、八、九未移，以天動地靜進行布列，相

應出天地陰陽的變化，故自然之變化，正是天地動靜的自然律則。 

（四）推衍圖書與先後天圖式系統 

透過天地已成之位的運動變化，進一步形成「先天八卦」與「後天

八卦」、「河圖」與「洛書」的系統，其運動變化，依準於上天以動、

下地以靜的原則，具體的內容，張理明白指出： 

一在南，起法天象，動而右轉，初交一居東南，二居西北，三居

西南，四居東北，四陽班布居上右，四陰班布居下左，分陰分陽

而天地設位。再交一居東北，二居西南，三居東南，四居西北，

                                                 
23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7。 
2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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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牝牡相銜，而六子卦生，合是二變而成先天八卦自然之象也。

然後重為生成之位，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陰陽各相配合，

即邵子、朱子所述之圖也。三交一居西北，二居東南，三居東北，

四居西南，則剛柔相錯，而為坎離震兌。四交一居西南，二居東

北，三居西北，四居東南，則右陽左陰，而乾坤成列，合是二變，

而成後天八卦裁成之位也，再轉則一復於南矣。25 

天動而地不動，以「一」為天象動行之起始，動性右轉，而與地形相交。

形成四次的交動： 

其初交為上天向右位移一隅之位，使天位之數各居四隅，而與地位

之數相接，形成一居東南、二居西北、三居西南、四居東北的位置，則

一、七、三、九等四陽布列於上右，二、六、四、八等四陰布列於下左

的陰陽分判之狀態（如左上圖式所示），26故稱之為「天地設位」，27天

地各居其位，上下有別。 

天動再交，則「一」動至初交的「四」位，即東北之位，「二」動

至初交的「三」位，即西南之位，「三」動至初交的「一」位，即東南

之位，「四」動至初交的「二」位，即西北之位；此陰陽相銜，猶摩盪

而生成六子卦，形成其所謂的先天八卦自然之象的布局（如右上圖式所

示）。二交布列的天地生成之數兩兩相重，使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

四與九，兩兩陰陽相互配合，形成如邵雍、朱熹所謂的《河圖》圖式結

構，即張理所謂的「龍圖天地生成之數」的圖式。 

天地生成數再經三交則「一」位再動至二交的「四」位，即西北之

位；「二」位動至二交的「三」位，即東南之位；「三」動至二交的「一」

位，即東北之位；「四」位動至二交的「二」位，即西南之位（生成圖

式如左下圖式所示）。在此三交為剛柔相錯接之狀態，形成四正卦分立

                                                 
25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7。 
26 四個天地交變圖式，為拙自根據張理之所說所製。 
27 張理以〈說卦傳〉所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取其陰

陽相分的變化下，天地分定其位的狀態立說。其天地數值之變化，多取自

《易傳》思想進行聯結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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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列：即東（左）為三八二，此陽陰陰而為震 卦；西（右）為一九

四，此陽陽陰而為兌 卦；南（上）為四七二，此陰陽陰而為坎 卦；

北（下）為一六三，此陽陰陽而為離 卦。 

四交同前三交之變化一般，生數各向前推進一位，則「一」居西南

方，「二」居東北方，「三」居西北方，「四」居東南方，形成三、九、

一、七在右，六、二、八、四在左，右陽而左陰（見右下圖式所示），

陰陽殊判，則乾坤右左布列，並進一步布列出後天八卦之位。 

然而後天八卦之位，若單從三交與四交所得的列位，無法得其正確

的八卦象位，必須經過人為（聖人）的調整才可致其正位，此即其所謂

「先天見自然之象，後天見財成之位」。張理引蔣師文（?-?年）之言，

指出「觀其初交而兩儀立，再交而六子生，三交震兌相望，而坎離互宅，

四交乾坤成列，而艮巽居隅。聖人升離於南，降坎於北，而四方之位正，

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而長女代母之義彰」。28天地生成數之初交，

最重要的是確立天地兩儀，也就是確立陰陽的具體存在，再交則為陰陽

相互摩盪而產生六子卦，三交則立為坎、離、震、兌之四正，四交則序

列乾坤，乾坤之交接，皆以艮巽間之而居於隅位。時於四交之位，聖人

於離本居北之位，則升離於南方；坎處南位，則降坎於北方；乾本西南，

改置於西北；坤本東北，退位於西南。如此一來，後天八卦方位裁制

而成。 

三、《河圖》與《洛書》衍生特性及結構意涵 

陰陽之神妙，變化生息之無窮，如天地十數推之而不可勝數，如其

引《內經》申云，「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

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範之以易，則不過不遺，而無不通矣」。29天地

                                                 
28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8。 
29 同前註，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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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之推定，其變化生息之無窮，範定《河圖》與《洛書》，則可行於

鬼神之間而無所不通。「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30《河圖》和《洛

書》確立天地陰陽變化之萬象，透過天地之數的分合與生成變化，構成

其數值變化下的宇宙圖式。也就是說，《河圖》與《洛書》為陰陽變化

藉天地之數以數值布列之方式呈現，其間有其動態變化的歷程。 

（一）相重相交與參伍錯綜之性 

《河圖》與《洛書》如何由天地之數之變化，而成就其具體形象，

張理指出「一、二、三、四，天之象，象變於上；六、七、八、九，地

之形，形成於下。上下相重而為五行，則左右前後，生成之位是也。上

下相交而為八卦，則四正四隅，九宮之位是也」。31天地相合為生數者，

代表天之象，所以生數結構在上，即象徵天在上位的概念，則天體在上，

本其變動之性。天地相合為成數者，代表地之形，則成數結構以形定而

成於下。天象與地形，即生數與成數結構，上下彼此相重而建立出前後

左右中的新的五行系統，即生成之位相重下的《河圖》系統；上下彼此

相交變化，而形成周環八方的四正四隅之位，代表著八卦之象位，聯結

其中位，則為九宮之位，也就是《洛書》之系統。 

《河圖》與《洛書》藉天地之數的衍化，正是展現《易》道所強調

的變化之性，張理特別根據〈繫辭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的

原則，說明云： 

「參」謂參於兩間，如《記》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之「參」。

考之圖變，如一、二、三、四，參居六、七、八、九之間者是也。

「伍」謂伍於五位，如什伍、部伍之「伍」。考之圖變，如一、

二、三、四，伍於六、七、八、九之上者是也。「錯」者交而互

之，一左一右之謂。考之圖變，則三四左右，互居是也。「綜」

                                                 
30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原序》，頁 373。 
31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7。 



圖書易學的延續與開展─論元代張理圖書易學之重要內涵 209

者綜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考之圖變，則一二上下，低昂是也。

既參以變，又伍以變，錯而互之，綜而交之，而天地之文成，天

下之象定，然則《河圖》、《洛書》，其肇天下之至變者與。32 

「參」即參於兩者之間，引《禮記・曲禮》說明其義，二人之對坐，必

有空隙，又如二人之對立，中間亦當有空隙，必依禮儀而不可前往參列

其間。天陽之數，即生數一、二、三、四，參於地陰之數，即參於成數

六、七、八、九之間。「伍」即以五位為伍，如《尉繚子・伍制令》所

謂「什伍相結，上下相關」，33什伍彼此聯繫，以立連坐之關係，「什

伍」成為一種常態的編制概念。以「伍」於《易》，範定四方五行之數，

將生數配於成數之上者，強調序列變化的規律性意義。張理並認為圖書

之變化與布列，也在《易傳》所言的「錯綜」下進行，也就是三與四左

右交互的錯置之狀，一與二一低一高的上下綜列情形。原來的地合之數

六、七、八、九定位未動，所動者為一、二、三、四的天合之數。參伍

之位，強調陰陽的變化之性，而錯綜亦言陰陽交互運動之變化，《河圖》

與《洛書》正展現出《易傳》所言的變化概念，萬物之生化，萬象之形

成，皆由此而牢籠。 

（二）《河圖》之結構意涵 

生成數形成《河圖》者，已如前述所言，藉由再交分列生成數，經

重合而成《河圖》之象，張理特別名為「龍圖天地生成之數」的圖式，

取陳摶用名，惟陳氏所言「龍圖」為九數者（即張理主張的《洛書》），

而張理此圖即朱熹以來所說的《河圖》，其圖式與說明如下： 

                                                 
32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80-381。 
33 見周・尉繚，《尉繚子・伍制令》（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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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前圖一、二、三、四天之象也，動而

右旋；六、七、八、九地之形也，靜而正

位。是故一轉居北而與六合，二轉居南而

與七合，三轉居東而與八合，四轉居西而

與九合，五十居中而為天地運行之樞紐。

《大傳》言錯綜其數者，蓋指此而言。錯

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三四往來是也。綜者綜而挈之，一低一

昂，一二上下是也。分作二層看之，則天動地靜，上下之義昭然

矣。34 

六、七、八、九為地之形，布列於四正之方，靜迎天動之數，則一、二、

三、四為動行之天象，以右旋行其布居之位，則一本處上位南方而轉居

北方與六合，二本處上位北方而轉居南方與七合，三本處上位西方而轉

居東方與八合，四本處上位東方而轉居西方與九合，五與十處中之位，

為天地運行變化的主要樞紐。張理特別強調《河圖》的變化與布列，正

合《易傳》「錯綜其數」之精蘊，其義已如前面所述，本於天動地靜、

上動下靜的原則。 

「天之一陰一陽，交而成╳，地之一柔一剛，交而成┿，╳┿重而

成爻，變動之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天地之相交，得

五與十數，此五與十相重而成爻，因此「爻」反映出天地的變動之性，

含有陰陽與柔剛之質，一切的動行變化，以爻擬其性，立其義，故爻以

變動作為其主體的本質。爻賦予之動靜性質，有等差之別，即「爻之動

靜，有初、二、三、四、五、上之等，七、八、九、六之差」。35爻有

六位之別，傳達不同的動靜狀態，也反映出不同的位階屬性，即初、三、

五為陽，二、四、上為陰，由初而上，也立庶民至宗廟之不同階級概念，

乃至三多凶、四多懼、二多譽、五多功之性。爻的七、八、九、六之差，

即陰陽壯究之別，也就是太陰、少陽、少陰、太陽之異。 

                                                 
34 圖式與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8。 
35 諸括弧引文，同前註，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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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的天地十數之布列，正是陰陽與五行組合的變化與運動結

構，張理制列「╳氣之圖」，正可說明其結構之內容，此圖式如下：36 

五行東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張理認為

其動行之序為木、火、土、金、水，在陰陽的屬性上，

木、火為陽，金、水為陰，土居中央為「亦陰亦陽」。

五行的生成之序為水、火、木、金、土，水、木為陽，

火、金為陰，土性共陰陽之質。天以一生水，而地以

六成之，則《河圖》一六居北而為水；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則

《河圖》二七居南而為火；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則三八居東

而為木；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四九居西而為金；天以五生

土，而地以十成之，則五十居中而為土。中土之位，「交貫四氣而作其

樞紐」，37為陰陽五行布列系統的核心。 

五行布施天地，故「五行之象見乎天，五行之質具乎地」，五行所

生成的天地之形質，同《河圖》之列位，五方各隨其變而局於一偏，張

理指出「東方生地，日之所出，故習見其生，而老氏有長生之說。西方

收地，日之所入，故習見其死，而佛氏有寂滅之說。南方明盛，陽之伸，

而神靈著焉。北方幽翳，陰之屈，而鬼怪見焉」。四方有長生、寂滅、

神靈顯著、鬼怪習見之性，而其中者，五數與十數為用，洽通四方，不

偏一隅，恆定陰陽五行之變，若聖人稟天地之性以成其德，故張理認為

「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嚮明而治，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至神也」；聖人居天下之中，為四海所

本，若寂寥無為，而能通天下之至神，猶周敦頤所言，「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38聖人處人極之位，以靜為主，即五行居

中之位，亦《河圖》處中之數，聖人以其陰陽五行運化之「中」之最靈

秀者，為中正仁義的自然天道落實於人倫的理想映現。 

                                                 
36 圖式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上，頁 410。 
37 同前註，頁 410-411。 
38 諸括弧引文，見同前註，頁 411。 



東華漢學•第19期•2014年6月 

 

212

在《河圖》的數列結構中，張理不斷強調中數的重要，尤其五數居

中，更有其特殊之地位。張理指出，「天地之數中乎╳，圖書之象著乎

╳，皇極之位建乎╳。╳者中也，中也者，四方之交會也」。39強調居

中之位的重要性，固為傳統儒家中道思想之優位性意義之彰顯，亦為五

行思想的核心與交會之處；此居中之位即「五」，不論是天地之數、《河

圖》或《洛書》，乃至《洪範九疇》的皇極之位，皆以五為中。以「五」

為中，最重要的是聯繫著五行的概念，也就是陰陽變化與五行的組成，

具體而典型的表現在《河圖》之中。宇宙的陰陽運化之有序，若《河圖》

之布列，體現於人與自然之道的聯繫，此「中」的理想道德內涵，成為

人倫的價值與實踐之期待；張理於此，呈現出一種儒道相摻而重於儒家

道德理想的本色。 

（三）《洛書》之數列結構 

有關《洛書》的圖式結構，張理制說「《洛書》縱橫十五之象」

的圖式，即朱熹所言之《洛書》外，並認為此圖即漢儒引《尚書・洪

範》所言之《洛書》圖式，40並以陳摶稱作《龍圖》，「而啟圖九書十

之辨」，41當為傳寫之誤；也就是認同朱熹「河十洛九」之說法，否定

過去南宋朱震以來載錄「河九洛十」的主張。《洛書》構立九數，依循

傳統的說法，以「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42《洪

範》之作成，乃禹本諸《洛書》而得其實義，故《洪範》記載上天賜與

禹以洛出書為《洪範九疇》，見神龜負文而出，其背有九數，禹以其常

道成九類以敘其次，為聖王治世之道；十五合數之《洛書》，正合《洪

範》之意。 

                                                 
39 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上，頁 410。 
40 有關之論述，同前註。 
41 同前註。 
42 同前註，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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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確立縱橫十五之象的傳統《洛書》圖式外，張理並以天地已合

之位的數值變化進行聯結，形成《洛書》天地交午之數的圖式，又以《洛

書》九宮布列出九州的圖式。 

1.天地交午之《洛書》結構 

透過天地已合之位的天地之數之數值變化，進一步聯結出《洛書》

天地交午之數的圖式結構，其圖式如下： 

本著天動地靜的變化方式，六、七、八、九

已合之地數靜而不動，而一、二、三、四等四數

進行變動，即前述天地已合之位的三交之實況，

張理稱之為「交午之象」。並且認為揚雄所謂「一

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為友，四與九同

道，╳與╳」，指的正是此圖。此一圖式，與前

述「龍圖天地生成之數」的圖式或《河圖》相近，也就是一與六、二與

七、三與八、四與九等兩兩數值，都處在相近的區域，但《河圖》天地

之數的分列，有內外之別，而此圖則八數分列周環，天地已合之天數（即

一、二、三、四）處四隅之位。同時以八卦進行布列，故其引朱子之說，

認為「析六、七、八、九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而居四正之位；

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為艮、兌、震、巽，而補四隅之空者」。此

八卦布列合先天八卦之位，乾天坤地，天地分列，其它六卦亦分午而立。

這樣的布局，其中間五數與十數重合，所以僅見其合數為「九」，即上

圖中間「五陽四陰」之部份。此一圖式，黑白子的陰陽數值，形成僅得

四十九者，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衍數之用，而其四方

之七、八、九、六，即同於「蓍策分掛，揲歸四象」者。43 

2.《洛書》九宮布列九州 

《洛書》九宮數列之運行，本於天左旋、地右轉之自然規律，九數

布列而動，畫分九州，張理於此而制列「九宮之圖」，如下所見： 
                                                 
43 圖式與括弧相關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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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中，一、三、九、七為天數，天數為

陽為奇，其象為圓，也就是天以圓為象。天地

之數的運化，《易》道所謂「參天兩地」，故

周圓之天數，「參於三，其數左旋」，始於「一」

之居正北之位，「一如三」，則「三」次於正

東之位；「三三如九」，則「九」次於正南之

位；「三九二十七」，則「七」次於正西之位；

「三七二十一」，則再復歸於「一」。 

二、四、八、六為地數，地數為陰為偶，其象為方，即地以方為象。

地數以方，「兩於二，其數右轉」，起於西南二位，「二二如四」，則

「四」次於東南之位；「二四如八」，則「八」次於東北之位；「二八

十六」，則「六」次於西北之位；「二六十二」，則復歸於「二」。 

天陽由一、而三、而九、而七，並歸於一之左旋變化，地陰由二、

而四、而八、而六，並歸於二之右轉變化，「此陰陽左右運行自然之妙」。

九宮以「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以九宮之位擬為九州，其

正北為冀州，正東為青州，正南為揚州，正西為梁州，正中為豫州，東

北為兗州，東南為徐州，西南為荊州，西北為雍州。歷來包括「運氣、

太乙、陰陽、醫家者流，雖純駁不同，要皆不出乎此九宮之數」，也就

是《洛書》九宮之數，本陰陽之變，為「造化自然之本原」，44故可彌

綸天地之道，眾家知識體系或可一體適用。 

四、太極生次之圖式系統 

「易」之為名，為「天、地、人三才之道」，即「道」即「太極」，

從宇宙生成的觀點言，即天地陰陽之變化，張理指出聖人觀察天地自然

之衍化，仰觀天象之玄妙，「故畫一『─』而擬之於天」，俯察地勢之

                                                 
44 圖式與諸引文之論述，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上，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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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順，「故畫一『--』而擬之於地」，天地兩儀由是而立。兩儀進而為

四象，則「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故奇偶各生奇偶，而四象備」，天地

分出陰陽柔剛為四象，再進一步分化為八卦，即「天有四時，地有四隅，

故四象各生奇偶而八卦彰」；45天立春、夏、秋、冬四時之變，地立東、

西、南、北四隅之方，八卦以象顯，自然之道彰著。此由太極而衍化八

卦的生次系統，本於《易傳》之說；《易傳》確立了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的生成衍化次序，也就是由氣判陰陽所建立的宇宙生化體系，

張理根據傳統易學的生化認識，透過圖式結構的呈現方式，釋說其生化

之義。 

（一）太極立一以化成萬物 

太極的本質，兩漢以來以混沌未分之氣、以「一」確立其物質化存

在，成為主流的觀點，至宋明時期受理學的影響，程朱從本體的概念，

確立太極為一「理」，打破以漢儒為代表的傳統氣論主張。 

以太極為氣之始、為「一」的數值觀，《易傳》太極生次之說，本

為數值推論的概念，「兩儀」之前，以太極之「一」立現，且《繫辭下

傳》也肯定「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漢儒以之為形氣之始，或為乾

元資始之氣，為一種氣化存有的物質化概念之普遍性認識。46程朱以太

極為理的說法，視「理」為存在的實體，這種實體的存在，不純粹為物

質實體的存在觀念；將「氣」作為「理」的作用或物質表現，則「理」

                                                 
45 相關引文與論述，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上，頁 407。 
46 以太極為一，為氣化物質化存有的概念，為漢儒無所爭辯的普遍認識，如

漢・揚雄仿《易》，《太玄》強調「生神莫先乎一」，「戴神墨體一，形

也」，以一為體為始，為具體的物質化理解。又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認

為「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以「一」以「元」為「隨天地終始」，「為

萬物之本」的氣化觀。又如《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之說，指出「太極元

氣，函三為一」，以一為元，為氣之始，至大至正，至先至廣，為宇宙萬

物之本。又如《周易集解》引虞翻之說，肯定「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

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如《易緯乾鑿度》指

出「易變而為一」，「易始于一」。鄭玄亦云「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

「炁變而為一，故氣從下生也」。皆強調太極為一為氣的物質存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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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宇宙的最高主宰者，轉諸於個別事物時，事物的規律就是理，是一

種絕對觀念的表現，它雖散於萬物之中，通過事物表現出他的主體，但

歸根究柢仍是先於事物而存在，在事物之上支配與主宰著事物。這樣的

主張，定位在體用的觀點上，則理是體，氣是用，且理在先，而氣在後。

張理之思想，深受宋代學術的影響，特別是周敦頤與朱子學說的融攝。 

張理肯定太極為「一」，並為萬化之開端，一切皆由此「太極」此

「一」為始。以圖式結構呈現，太極立為一圈之圓圖，他說明云： 

《傳》曰：《易》有太極。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

者，其理也。謂之太極者，至極之義，兼有標準之名，實造化之

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本無形體聲臭之可指，

至宋濂溪先生始畫一圈，而今圖因之。《說文》

曰：惟初太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

物。一者，數之始也。47 

引朱子之說，太極為陰陽變化之理，不否定太極具有「理」之意涵，也

就是除了生成上具氣化的物質化的存在外，也含有規律性的義理之律

則，作為含括萬有之道。同時，以太極為「至極之義」，為第一性存在

或最高的主宰，「兼有標準之名」，視為一切的依據，萬法皆歸於此，

因此是「實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 

至於太極的形象或樣態如何，張理認為「本無形體聲臭之可指」，

即無形象與樣態，故周敦頤始畫太極為一圈，正代表此無形之狀。張理

特別引《說文》之言進行釋說，以太極為「道」，並立於「一」，成為

萬化之始。太極為「道」，正是「易」道之質，此道「迎之莫探其始，

循之莫測其終，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道未得其始，即陰陽運化之無

始，未測其終極，即其運動循環之無窮，貫通玄微而小之無內，包納天

地而大之無垠，以茲化育萬有，成為一切的根準，故「天得之，揭日月

                                                 
47 圖式與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上，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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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常運；地得之，載河嶽而不傾」。48存有以實為顯，故太極以「一」

為稱，作為一切存在之開端，它造分天地，分判陰陽，化成柔剛，萬物

因之以生。 

此「一」作為數值的概念，即數字之始，代表陰陽氣化的開端，並

以天地之數代稱陰陽，「一」即天地之數的起始。從宇宙之生成，從存

有衍化的概念言，以太極為「一」，作為氣化的實有之物質化認識，也

正是漢儒的普遍化理解，但滲之以「理」的本體意涵，則為程朱理學思

想的融攝與再現。然而在整個生化體系的圖式建構之認識上，張理主體

上仍傾向氣化存有的範疇，以便於其圖式推布與論述。 

（二）太極生兩儀的運化圖象 

氣由太極之混合未分，進一步分判為兩儀，即陰陽之氣，也代表天

地空間之定象，所以，太極生兩儀之象，即「天地設位」之實。張理列

此變化階段的圖式結構，並進行說明： 

太極判而氣之輕清者上浮為天，氣之重濁者下凝

為地。聖人仰觀俯察，受《河圖》則而畫卦，則

天○以畫⎯，則地••以畫--，名⎯曰奇為陽，名

--曰偶為陰，此上奇下偶者，天地之定位，中╳

者，天地氣交，四象八卦，萬物化生之本。《樂記》所謂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49 

太極氣化分判，則天地陰陽之氣決然分立，如《易緯乾鑿度》所言「清

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的氣動之性，聖人仰觀俯察天地自然之變，據

《河圖》、立陰陽而畫卦，以天一地二為陰陽之始，故天○之陽以畫陽

爻為⎯，地••之陰以畫陰爻為─，上天下地以定自然之位，而其中之

                                                 
48 二括弧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上，頁 407。 
49 圖式與說明，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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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天地陰陽氣化交感之狀，四象八卦，乃至萬物之化生，皆由陰

陽交互作用而形成。 

誠如明代章潢（1527-1608年）《圖書編》提到，「乾坤列而兩儀

之位定，陰陽交而五行之氣固，于是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盈天地間

皆易也」。50宇宙自然的一切存在，都是陰陽作用的結果，而聖人作《易》

本此自然之性，故八卦即陰陽摩盪所反映的八種自然物象的表徵。對於

陰陽的質性，張理特別舉《樂記》之說，強調天地自然皆是陰陽交感而

展現的一動一靜之初始實狀，而具體的動靜變化，則如周敦頤《太極圖

說》所言者，太極衍化為陰陽，陰陽的運動為「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的狀態，陽動與陰靜為陰陽之氣的自然流行狀態。

陰陽動靜互根，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亦即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彼此

互相生成，則陰陽動靜運化，彼此共生並存。陰陽的互根變化，陽動而

使陽中有陰，陰靜而使陰中有陽，陽動與陰靜彼此可以相互轉化，陰陽

的變化保持永恆的能動性。 

（三）兩儀生四象的變化結構 

兩儀生成之後，進一步推衍生化，由陽儀與陰儀各生奇偶，則「乾坤

成列」以布成四象。張理作「兩儀生四象之象」圖式，並作詳細之論釋： 

朱子曰：陽儀生奇為太陽，生偶為少陰；陰儀生奇為少陽，生偶

為太陰。……今圖陽儀下生一奇一偶為陰陽，陰儀上生一奇一偶

為剛柔，四象圜轉，循環不窮。剛交於陰，陰交

於剛，陽交於柔，柔交於陽，上下左右相交而萬

物生焉。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傳》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之謂也。51 

                                                 
50 見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68，卷 4，頁 120。 
51 圖式與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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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儀生四象，四象之布列，由上陽天象下生陰陽，下陰地形上生剛柔，

以合《易傳》立天地之道的陰陽柔剛之質的思想，此即朱熹所言之太陽、

少陰、少陽與太陰的四象。四象循環變化，陰陽剛柔彼此相交，萬物因

此生生不息。陰陽變化而生成水、火、木、金、土等五氣，五氣列歸其

位，四時則健行有序，此正是周敦頤《太極圖說》的五行列生之概念。

此一圖式結構的建立，與朱熹所傳不同，朱熹所論為由下而上的四象生

成結構，非陰陽對立的天地分判方式，也無五行的結合運用。 

四象對應五行之具體內涵，張理指出陰儀上生一陽的陰中之陽，以

少陽為名，其屬性為「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能運動，故中規

在天為風，在地為木，上為歳星。在德為元，元者善之長也。在體為筋，

在藏為肝，通於目。在志為怒，其聲呼，其色蒼，其味酸，其音角，其

畜雞，其穀麥，其數三」。52少陽之位，即生數天三生木之位，「東方

陽氣生物」之時，為春時物動，有其特有之屬象與陽德，特別強調其象

德為「元」。 

陽儀下生一陽的陽中之陽，以太陽為名，「於時為夏，夏，假也，

物假大乃宣平，故中衡在天為熱，在地為火，上為熒惑星。在德為亨，

亨者嘉之會也。在體為脉，在藏為心，通於舌。在志為喜，其聲笑，其

色赤，其味苦，其音徵，其畜羊，其穀黍，其數七」。53太陽之位，即

成數天七生火之位，「南方陽氣養物」之時，此夏時物宣茂盛，有熱、

火、脉、心諸象，強調其象德為「亨」。 

陽儀下生一陰的陽中之陰，以少陰為名，「於時為秋，秋， 也，

物揫歛乃能成熟，故中矩在天為燥，在地為金，上為太白星。在德為利，

利者義之和也。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通於鼻。在志為憂，其聲哭，

其色白，其味辛，其音商，其畜馬，其穀稻，其數四」。54少陰之位，

                                                 
52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4。 
53 同前註。 
5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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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生數地四生金之位，「西方陰氣歛物」之時，為秋時物歛收成，有燥、

皮毛、肺等象，強調其象德為「利」。 

陰儀上生一陰的陰中之陰，以太陰為名，「於時為冬，冬，終也，

物終藏乃可稱，故中權在天為寒，在地為水，上為辰星。在德為貞，貞

者事之幹也。在體為骨，在藏為腎，通於耳，在志為恐，其聲呻，其色

黑，其味鹹，其音羽，其畜彘，其穀豆，其數六」。55太陰之位，即成

數地六生水之位，「北方陰氣藏物」之時，冬時物終天寒，有水、辰星、

骨、腎諸象，特別強調其象德為「貞」。 

四象之中，處中土之位，掌握陰陽變化之中，為「四方之内，經緯

交通，乃能端直，故中繩。於時為四季，在天為濕，在地為土，上為鎮

星。在德為誠，在體為肉，在藏為脾，通於口，在志為思，其聲歌，其

色黃，其味甘，其音宫，其畜牛，其穀稷，其數五」。中土通四方，類

比諸土象。陰陽處中的生數天五生土之位，以「誠」為德，正如周敦頤

所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的誠性本質。56 

陰陽變化所共構的四象與五行概念，象徵宇宙自然的時序與物象之

布列，遠及諸物，近及諸身。同時四象、五行與元、亨、利、貞與誠德

進行聯結，代表宇宙運化規律、自然之道的展現，也是儒家思想的昭示，

證成元、亨、利、貞作為孔門易學可立諸四方的德義，也突出《中庸》

所強調的保合太和、致中和之誠道價值，作為天地位、萬物育的自然天

道之必然開顯。 

（四）四象生八卦的自然象列與人道自性 

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等四象推衍八卦，張理以〈繫辭傳〉所云

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之說，觀察天地自然之物象與變化，而作成八卦，「以通神

                                                 
55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4。 
56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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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藉由八卦之推定，以確立一切的吉凶休咎。

至於八卦如何從天地兩儀，衍為四象，定為八卦，張理列「四象生八卦」

圖式，如下所示：57 

兩儀生四象，四象即天之陰陽與地之剛柔，其

天之「陽下交於柔，地之「柔上交於陽」，生成乾、

坤、艮、兌四卦；乾坤即《易傳》所言的「天地定

位」，而艮兌即「山澤通氣」。地之「剛上交於陰」，

而天之「陰下交於剛」，生成震、巽、坎、離四卦；

震巽即「雷風相薄」，坎離即「水火不相射」。天

秉陽氣則垂日星，故上天之位列離日兌星；此天之四卦為自上而下生

者。地秉陰氣則布山川，故下地之位列艮山坎川；此地之卦象為自下而

上生者。八卦的相錯變化，產生先後天八卦之結構，張理明白指出，先

天八卦的形成，「上者交左，下者交右，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而先

天八卦圓圖之象著矣」。後天八卦的形成，「震艮互觀，反震為艮，反

艮為震，則乾、坤、艮、巽居隅，坎、離、震、兌居中，而後天八卦方

圖之象著矣」。58因此，八卦之形成，根源於天地之造化，上下交互推

衍而布列形成，先後天的結構，繼之而後成。 

四象八卦分列確立，則氣化四象八卦以成形，自然之萬理亦隨之相

類。人當天地之中，從天地自然之氣，人之形亦從八卦之位，此即張理

所謂「人受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大抵一身同乎天地」，59「得是

氣而為是形」，形因氣而立，人形亦以氣生，人之體形，亦同氣化之位，

故作「四象八卦六位之圖」（如下圖所示），60以明人形與四象八卦相

類。闡明人秉氣類形之義，故「頭圓居上得之乾，腹虛有容得之坤，股

肱動作得之震巽，離目主視，坎取善聽，兌口能言，艮鼻處嘿」。61乾

                                                 
57 圖式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5。 
58 括弧相關引文，同前註。 
59 見同前註，頁 416。 
60 括弧引文與圖式，同前註，頁 414。 
61 諸括弧引文，同前註，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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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為天為首，故合頭圓之象；坤柔為地之容載，故

合廣腹之象；震巽皆動，巽為入而合股象，震為動

而合肱象；以目、口皆陽，得天之氣為兌、離，陽

主動則其性為動；耳、鼻屬陰，得地之氣為坎、艮，

陰主靜則其性為靜。 

人之身形合四象八卦之氣，人之臟腑與脈行，

亦合此自然運成之氣列，故張理亦制說「四象八卦

六體之圖」（如下圖所示），62此一圖式說明「背腸

腹陰，頭圓象奇，竅陰象偶，身半以上同乎天，身

半以下同乎地」，分身形之上同天之性，身形之下

同地之質，而督脈與衝脈亦本諸陰陽，以督脈為陽

脈，衝脈為陰脈。督脈「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

上至風府，入屬於腦」；其八卦象位，即從巽卦之

中爻，至乾卦之上爻，以象從尻骶至頭頂，此即督脈運行之位。衝脈「起

於氣衝，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下行而至少腹；其八

卦象位，即從震卦之中爻，至坤卦之下爻，此即衝脈之行道。引《黃帝

內經》之說，以陽為背，陽中之陽為心，離為心火，故心列離位；陽中

之陰為肺，兌為肺金，故肺列兌位。心、肺居上高位，故為離、兌之象。

以陰為腹，陰中之陰為腎，坎為腎水，故腎列坎位；陰中之陽為肝，艮

為肝木，故肝列艮位。腎、肝居下低位，故為坎、艮之象。另外，脾居

中位，為陰中之至陰，與心、肺、腎、肝相輸應。四象八卦象人之臟腑

脈行，乃人為天地所生，本三才之中，故「人能順五氣以攝生，和五味

以養身，明五性以全德，循五常以行道，則能參贊而成位育之功」。63 

天地之陰陽柔剛的氣化流行，產生四象八卦，而人本天地氣形所

顯，體天地之性，而立諸於人，故天地同人，天地之道同於人道，則四

象八卦成於天地之中，人之形諸於內亦合四象八卦，張理肯定此理，肯

                                                 
62 圖式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中，頁 416。 
63 相關引文與論述，見同前註，頁 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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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與天地同道，所以認為「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64由人可見天地之理，以一己之身可觀天地之義。四

象八卦布列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的萬事萬理，亦可與四象八卦相合，人

體是如此，人倫綱紀亦同，律呂音聲亦可相合，甚至聖人體察天地之道，

合人極之質，其六經聖道，亦可與四象八卦相合。65四象八卦化成萬有，

布成萬理，一切莫不以此而生，以此而成。 

五、先後天圖式的對待流行與合德之性 

張理以天地之數推衍萬化，天地分立陰陽、柔剛，合五行、成八卦，

進而布列《河圖》與《洛書》，並在交變中確立先後天的八卦圖式，作

為宇宙生成變化的自然圖式。 

（一）先天八卦之對待 

已如前述，先天八卦的布列，本於前已論述之四象生八卦的八卦成

列之結構，進一步的運動推衍而產生，衍變後而形成的先天八卦圖式如

下：66 

四象生八卦之後，「陽儀上者交於左，陰儀

下者交於右」，即陽儀四卦向左布列，由上而下

依次為乾、兌、離、震，而陰儀四卦向右布列，

由下而上依次為坤、艮、坎、巽。此正是邵雍所

說的「坤北乾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

西南艮西北」的八卦列位。圖示中央「○」為太

                                                 
64 元•張理，《易象圖說•外篇》，卷中，頁 417。 
65 參見張理「四象八卦六脈之圖」、「四象八卦六經之圖」、「四象八卦六

律之圖」、「四象八卦六典之圖」，以及「四象八卦六師之圖」之說，在

此不作詳述。同前註，頁 417-423。 
66 圖式見同前註，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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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太極左右列位之「－」與「--」為兩儀。張理強調，「陰陽列左右

之門，由動靜四時八方推之，而達于外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一本而萬

殊」；67陰陽動靜推立四象與八卦，也就是確立四時與八方的時空圖式，

一切的存在皆在此宇宙圖式下開展。人人物物的存在，回推八卦、四象，

乃至兩儀，終歸於太極，本於太極之「一」，以創生萬有萬象。 

由先天圖式推定萬有的生成，張理特別引理學家的觀點，他說「稽

之生成圖，則見天地、四象、八卦、萬物皆備於我」，即程頤所云「天

然自有之中」。此圖「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推而至于百、

千、萬、億之無窮。先儒所謂心為太極，具衆理而應萬事」。萬事萬理

具足於我，具足於吾心，吾心窮萬理，故心即太極。先天圖式即推衍萬

有的宇宙圖式，並以此聯結宇宙萬象在窮理盡性之道，故「學者於此虛

心以玩之，反身而體之，實見是理，實得是道，默而成之，則道德性命

之蘊，禮樂刑政之原，舉不越乎此矣」。68以此先天八卦之對待，可見

自然運化之理，可得萬化之道，人倫規範、刑法政典、心性德命，皆植

顯於其中，通天人之道而粲然可明。 

（二）後天八卦之流行 

後天八卦之流行，同樣從太極、從天地之氣生化而來，本於四象生

八卦的八卦成列結構，推衍變化而形成，其圖式如下所示：69 

四象生八卦的圖式，「中四卦反觀之，則

為震、兌、坎、離，旁四卦正觀之，則為乾、

坤、艮、巽」，則坎、離、震、兌居於四方之

正，乾、坤、艮、巽居於四隅之偏，同於《河

圖》配卦之列位。張理稽考《河圖》，「一六

居北為水而坎當之，坎者水也；二七居南為火

                                                 
67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6。 
68 括弧相關引文，見同前註。 
69 圖式同前註，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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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離當之，離者火也；三八居東為木而震當之，震為雷，動於春也；四

九居西為金而兌當之，兌為澤， 於秋也。乾為寒為冰，位於西北，附

兌而為金；巽為揚為風，位於東南，附震而為木；五十居中為土，而坤

地艮山分隸之。坤，陰也，故稽類而退居西南；艮，陽也，亦稽類而奠

居東北，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所由定也」。70後天八卦之流行，由四象生

八卦所推變，其八卦布列，周環《洛書》九宮，並考索《河圖》四方卦

位，則與《河圖》相繫，八方與屬象之性，同於四正四隅卦位之各居其

所。其四方之正：坎水居北為一六之數，離火居南為二七之數，震雷

屬木居東為三八之數，兌澤屬金居西為四九之數，冬、夏、春、秋各安

其位。 

釋說後天八卦之列位，特別聯結《易傳》之說，並掌握八卦用象與

五行屬性進行論述。陰陽變化所反映出的後天八卦之布列，正展現「協

之天時，騐之地利，稽之人事，而四氣運行之序」，八卦之性也由是而

立，則如其參之〈說卦〉進一步申說，認為艮卦為「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者，居東北而具終始之位。接著，震卦為東方日出之位，以其「物

不可以無主，故帝出乎震」。震具長子之身份，則「主器者莫若長子，

長子用事」，以合宗法之制。長子配長女，故接著為巽卦，則巽卦「有

宗子世婦之象」。儒家之聖道，「家齊而後國治，由家以及國」，故接

著為西方之離卦，離日為「明」，則「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有「大明

中天之象」。離明而後昏，「日中則昃」，故接著為西南坤卦。坤以順

為德，則「致役乎坤」，為「休工之義」，故接著為西方兌卦，乃「日

之所入」，是兌卦「嚮晦入宴息」，有「說言」之象。又接著為乾陽之

卦，乾陽處西北陰方，則「陰陽相薄」，故稱「戰乎乾」。又接著為正

北坎水之卦，處「夜半之時，幽陰之象」，故稱「勞乎坎」。坎勞而有

功，「勞然後有成」，故稱「成言乎艮」，71如此循環又以艮卦為終。 

                                                 
70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7。 
71 相關引文與論述，見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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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八卦之流行，與《洛書》九宮相繫，始於東北艮卦，而入於震、

入於巽、入於離、入於坤、入於兌、入於乾、入於坎，又終於艮，張理

以此布列，並證成《易傳》之說，認為後天八卦歸本於《易傳》之意，

合於《易傳》之本旨；既肯定「後天」之存在，必也認同「先天」亦有

所本，同本於孔門《易傳》之說。 

（三）先後天八卦的合德之性 

透過四象生八卦的八卦成列之圖式結構，亦可推衍出先後天八卦德

合之圖式，其圖式布列如下所示：72 

本於四象生八卦的圖式，「左右四卦易位，乾、

離、坎、坤居中，頭目心腹之象；震、艮、巽、兌居

左右，手足股肱之象」。八卦布列合於人之形象，此

正述明「人者天地之合氣也」。這樣的布列，也正合

於〈雜卦〉之言，所謂「乾剛坤柔，離上坎下，兌見

巽伏，震起艮止」，與八卦合德圖式之列位同義，張

理認為〈雜卦〉之作者，稽核此圖而論定此言。此圖

式所展現的八卦結構，乾、坤、坎、離居於中間子午列位，亦即《參同

契》有得於此之陳說，所謂「乾坤者，易之門户，衆卦之父母，坎離匡

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槖籥」。73乾天坤地，與離日坎月交會

其中，構成主體的時空場域，萬物的生化由此可能。天地包絡乾坤與陰

陽的概念，使此空間的認識，具有變化性的時間意義。並且，以日月的

變化，也概括了陰陽的運動規律，具體象徵宇宙的時間向度，同時也必

然聯結空間的存在。不論是天地或日月，都凸顯了時間與空間的兩重性

內涵。又，天上也同時布列兌星、震辰，天象於斯完備。 

                                                 
72 圖式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8。 
73 括弧引文同前註。 



圖書易學的延續與開展─論元代張理圖書易學之重要內涵 227

乾坤或陰陽，作為宇宙自然的一切生成變化之門戶，即宇宙自然的

總體面貌。天為宇宙自然創始之體，具體的就是乾之體，而乾則為天之

用，開展宇宙的自然變化。乾天表現出乾氣的生生之性與天體的空間向

度。乾與坤並用，生成六子，萬物皆由是生焉。坤地以其深厚廣大，能

夠含藏萬物，包容萬有，無所不載。地為宇宙自然生成之體，亦為坤之

體，而坤為此體之用，為地體之作用；坤地輔佐乾天而生成萬物，萬物

之生成，不能無坤地。 

日月在宇宙自然的時空向度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是太

陽或太陰，除了與地球運動變化關係，圍繞著空間上的聯繫外，二者並

為時間序列上的運動推移之重要基準。空間的變動正也是時間的轉變，

時間的轉變，也帶動著空間的變異，日月正能凸顯出這樣的時空意識。

日月與寒暑，為宇宙自然的變化常態，也是宇宙自然變化的主要象徵標

的，更可以視之為變化的源頭，體現出宇宙變化的時空意涵。離日坎月，

彼此對立，卻又相互的推移，更象徵陰陽的變化，日月共構陰陽的生生

運化。以日月作為陰陽變化的另類主張，為《參同契》以來丹道一系所

不斷延續的觀點，藉離卦與坎卦，代表日月的消長運化，具體的將離日

與坎月作為宇宙生成變化的重要概念，提高離卦與坎卦在宇宙萬化中的

重要性，也就是凸顯離、坎二卦在八卦或六十四卦中的地位。 

六、六十四卦變通致用之變化系統 

陰陽衍化，八卦生成，進而推定六十四卦，確立六十四卦的變化系

統。張理根據〈說卦〉「天地定位」之說，推定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圓

圖；74強調八卦的有序相盪，六十四卦的生成布列，得日月星辰、雷霆

風雨之象，顯之以時序之變，該本陰陽之消長，休咎徵而吉凶生，則「天

                                                 
74 圖式與相關論述，參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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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75

又本〈說卦〉八卦次第之說，

重為「六十四卦因重之圖」，

亦即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之

方圖；76特別強調從「中」之

主張，一切的變化皆從於

中，如人之心於中，以中為

心，故萬化生成皆從心而

生。77除了二圖本於邵雍原圖

之說外，張理更制說六十四卦剛柔趨時的變通結構與六十四卦的致用結

構等圖式，展現出具有高度符號邏輯的陰陽變化之宇宙圖式，並把握與

聯繫《易傳》的思想，作為其立說的理論基礎，確立論述的可證性。 

（一）六十四卦剛柔趨時的變通結構 

張理列說六十四卦變通之圖，引《易傳》「剛柔者，立本者也；變

通者，趨時者也」諸說，特別強調變化之義。其圖式如下所示：78 

此一圖式正發明後天六十四卦陰陽剛柔的變通之義。他說「剛柔

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以剛柔為本體，變通為時用，

一切的變化與存在的可能，皆為剛柔之變通。此剛柔進一步而言，便是

陰陽、便是乾坤；乾性剛健，坤性柔順，二者分別列位上下，象徵天地，

為「不易之定體」，合於《易傳》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之義。79 

剛柔既以變通為用，則乾坤亦以變通行其剛柔的轉化。坤卦為至柔

之極，則柔變而漸趨於剛，陽剛初升而漸進，為十一月復卦，次而為十

                                                 
75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中，頁 391。 
76 圖式與相關論述，同前註，頁 392。 
77 同前註，頁 394。 
78 圖式見同前註，卷下，頁 395。 
79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同前註，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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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臨卦、正月泰卦、二月大壯卦、三月夬卦，進於陽剛亢極的四月乾

卦，此時變之用自冬而夏。乾卦至剛而化，漸趨於陰柔之變，一陰降而

為五月姤卦，依次而為六月遯卦、七月否卦、八月觀卦、九月剥卦，退

於陰柔之極而為十月坤卦，此時變之用自夏而冬。此陰陽剛柔之變化，

即傳統所說的陰陽消息之消息卦變化，陰陽剛柔的消息，與時序相繫，

故合〈繫辭傳〉所言「變通者，趨時者也」之大義。80 

乾坤合德並行，剛柔相濟，萬物得以化生有序。由乾坤確立上下陰

陽剛柔之定位，藉由剛柔升降、變通推衍而生成上述乾坤之外的十個

卦，此十個卦再推變聯繫其它五十二雜卦，張理指出： 

乾坤以初爻變，而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推之。二爻

變，而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推之。三爻變，而

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推之。四爻變，而四陰四陽

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推之。五爻變，而五陰五陽之卦

各六，皆自夬、剥而推之。81 

由坤陰一陽升為復卦，而乾陽一陰降為姤卦，即乾坤以初爻變而生復、

姤二卦，則一陰一陽之各六卦皆自此而推之；82自復推之者包括復、師、

謙、豫、比、剝等六卦；自姤卦推之者為姤、同人、履、小畜、大有、

夬等六卦。二爻變者，即坤陰二陽升為臨卦，乾陽二陰降為遯卦，則二

陰二陽之卦各有十五卦，皆從臨、遯推之；自臨推之者為臨、明夷、震、

屯、頤、升、解、坎、蹇、萃、小過、蒙、艮、晉、觀等十五卦；自遯

推之者為遯、訟、巽、鼎、大過、无妄、家人、睽、大畜、中孚、革、

兌、需、大壯等十五卦。三爻變者，即坤陰三陽升為泰卦，乾陽三陰降

為否卦，則三陰三陽之卦皆自泰、否推之，張理認為各有二十卦，實際

上是相同的二十卦；從泰卦推之，包括泰、歸妹、節、損、豐、既濟、

賁、隨、噬嗑、益、恆、井、蠱、困、未濟、渙、咸、旅、漸、否等二

                                                 
80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下，頁 396。 
81 同前註。 
82 圖式中復 卦之卦畫誤作屯 卦之卦畫，當予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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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卦；從否卦推之，亦同此但次序相反的二十卦，即否、漸、旅、咸、

渙、未濟、困、蠱、井、恆、益、噬嗑、隨、賁、既濟、豐、損、節、

歸妹、泰等二十卦。四爻變者，即坤陰四陽升為大壯卦，乾陽四陰降為

觀卦，則四陰四陽之卦各有十五，皆自大壯與觀卦而推之；此四陰四陽

之卦，同於二陰二陽之卦，也就是大壯卦所變之十五卦，同於遯卦所變

之十五卦，觀卦所變之十五卦，同於臨卦所變之十五卦。五爻變者，即

坤陰五陽升為夬卦，乾陽五陰降為剝卦，則五陰五陽之卦各有六卦，皆

自夬、剝二卦而推之；此五陰五陽之卦，同於一陰一陽之卦，也就是夬

卦所變之六卦，同於姤卦所變之六卦，剝卦所變之卦，同於復卦所變之

卦。消息繫月，十二消息變通聯結五十二卦，正是趨時而用的變化結構

之展現。 

以乾坤剛柔之變，推衍出十二消息卦，並進一步結合成六十四卦的

變化，一切的剛柔變通之用，皆由消息卦而展開，消息卦成為變通時用

的主要中介。但是，整個六十四卦的推變，皆根本於陰陽剛柔之衍化，

這樣的衍化體系，即張理所申說的邵雍後天六十四卦之變通系統。以其

「縱横上下，反復相推，無所不可，在識其通變，則無所拘泥而無不通」，

上下反復以通其變，建立其規律的變化結構，合於〈繫辭傳〉所云「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之

變動精神。83 

在此六十四卦的通變體系中，仍可看出其重要的特性與意涵： 

首先為「乾上坤下，定體不易」，84一切的變化皆有乾坤所含括，

也就是由乾坤所表徵之天地之象所確立，乾坤陰陽的變化，正是天地之

道的自然律則，也是四時有序的循環變化。 

其次，強調陽主進與陰主退之觀點，此陰陽消長之變，為自然變化

的實況，故此六十四卦的變通，張理認為「陽主進，自復而左升，陰主

退，自姤而右降」，85正說明此變化之道。 

                                                 
83 相關之論述與括弧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下，頁 396。 
8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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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以坎離居內而列位南北，凸顯日月的變化之性，即其所謂

「離南坎北，日麗乎晝，月顯乎夜」，86日月所展現的晝夜之象，正是

剛柔之顯象，也是時序變化的具體化呈現。坎離二卦處位之重要，為自

虞翻、《參同契》等傳統所重視的「坎離匡郭」之性的再次顯現。乾、

坤、坎、離居中而為上下一體，正反映為天地日月所共構的宇宙變化之

圖式。 

再其次，以天地定位，確立氣之清濁，並合於人之身形與經脈。張

理推此圖，「蓋以人身形合之天地陰陽者也。乾為首而居上，坤為腹而

居下。離為心，坎為腎；心，火也，腎，水也，故離上而坎下。陽起於

復，自左而升，由人之督脈起自尻，循脊背而上，走於首；陰起於姤，

自右而降，由人之任脈至自咽，循膺胷而下，起於腹也」。87由復卦自

左陽升，以名人之陽脈－督脈，而姤卦自右陰降，以名陰脈－任脈。於

此強化復、姤二卦的重要性，即邵氏視之為小父母卦之所由。另外，又

以上列二十卦法天為陽之輕清者，故皆為四陽與五陽之卦；下列二十卦

法地為陰之重濁者，皆為四陰與五陰之卦；中間二十卦以象人，為天地

陰陽之交，故皆為三陰三陽之卦，如同人之經脈手足，各有三陰三陽。

此人與天地合德，天地之定位，如同人身形之定位，天地之變化，如同

人經脈之運行。 

最後，以恆卦居中，表彰恆性，重視恆德，如同儒家倡言之誠道，

強調《彖傳》所言「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88天地定位，

剛柔立本，變通趨時，動靜貞一，皆在恆道，故以恆為性，以恆為心，

則恆卦立於此六十四卦變通圖式結構之中，恆卦之地位由是顯赫；恆

德、誠德與中道，聯繫著恆卦卦義與處中之位，也強化圖式的哲學意蘊。 

                                                                                                                      
85 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下，頁 396。 
86 同前註。 
87 同前註，頁 396-397。 
88 同前註，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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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十四卦致用之圖式結構 

張理制說「六十四卦致用之圖」，本於〈說卦〉所言「帝出乎震，

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的後天八卦之布列結構，因此，呈現出「後天六十四卦用圖之象」，其

圖式如下所見：89 

此一圖式之布列，主要根

據「《河圖》象數變合，復推

先天卦位」，即以先天八卦與

後天八卦的卦位關係進行申

列，並以變卦與反卦的變化關

係進行建構。後天八卦之列

位，乾起於西北之位，張理認

為即「天傾西北之義」，也就

是天地列位，並非決然南北直向，如地球軸位偏傾之狀。乾天既位於西

北，對應的坤地當位於東南，但是「以地不滿東南，故巽長女代居其位」，

則巽居於東南的後天之位。「巽亦先天兌之反」，東南巽位同於先天兌

位，而先天兌與巽位東南與西南相對，兩卦為反卦之關係。坤卦退居西

南，與西北乾卦形成縱列之位，坤卦三爻皆變而之乾，乾卦三爻皆變而

之坤，彼此形成互相反對之卦。坎卦與離卦的列位關係，「離火炎上而

居南，坎水潤下而居北」，二卦形成南北縱列之位；坎卦三爻皆變而之

離，離卦三爻皆變而之坎，彼此亦形成互相反對之卦。艮卦位居東北，

處位即先天震卦之位，二卦亦為反卦之關係。巽卦位居東南，處位即先

天兌卦之位，二卦亦為反卦之關係。艮卦三爻皆變而之兌，反而觀之則

為巽卦；巽卦三爻皆變則之震，反而觀之則為艮卦，艮巽二卦互相反卦，

也形成縱列之位。震雷居東方，即先天離卦之位；震卦三爻皆變而之巽，

                                                 
89 圖式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下，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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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觀之則為兌卦。兌澤居正西之位，即先天坎卦之位；兌卦三爻皆變

而之艮，反而觀之則為震卦。故震卦與兌卦左右相反，而二卦為橫向之

處位。邵雍指出「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即說明八卦列

位，兩兩對應，震、兌為橫向之相反，而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巽，則

為縱向之相反，此八卦布列相反對應，正是《易》之所用，也同為〈說

卦〉「帝乎出震」諸言布列之說；以此列位為陰陽變化之用，亦為自然

規律之體現。90 

後天八卦推衍出的六十四卦致用圖式，張理指出與當時所傳的卜筮

宮卦之法相同，也就是布列之次第依八宮卦次之序，而其各宮之游魂與

歸魂則內居其位。八宮列位，「乾坤相反，坎離相反，震兌相反，艮巽

相反」；八宮之各宮諸卦，也彼此相反。以乾宮為例，乾宮依一爻至五

爻變的次序為姤、遯、否、觀、剝等卦；游魂卦為本宮乾卦第五爻變，

而內三爻亦皆變，則為晉卦；歸魂卦為本宮乾卦第五爻變，但內三爻不

變，則為大有卦。乾宮與坤宮相對，乾宮之一陰姤卦，自坤宮反觀則為

夬卦；乾宮之二陰遯卦，自坤宮反觀則為大壯卦；乾宮之三陰否卦，自

坤宮反觀則為泰卦；91乾宮之四陰觀卦，自坤宮反觀則為臨卦；乾宮之

五陰剝卦，自坤宮反觀則為復卦；乾宮游魂為晉卦，布於乾卦本宮之左，

相對為坤宮歸魂比卦，二卦彼此上卦為變卦關係（晉之上卦為離 ，與

比之上卦為坎 ，彼此互為變卦），而下卦相同；乾宮歸魂為大有卦，

布於乾卦本宮之右，相對為坤宮游魂需卦，二卦彼此上卦亦為變卦關係

（大有之上卦為離 ，與需之上卦為坎 ，彼此互為變卦），下卦亦相同。

因此，二對應宮卦之游魂與歸魂卦，無法如其前五卦能夠形成反觀的覆

卦關係。又以坎宮與對應之離宮而言，「坎宮之節，自離而反觀之則為

渙；坎之屯，反離之蒙；坎之既濟，反離之未濟；坎之革，反離之鼎；

坎之豐，反離之旅也」；各前五之卦皆兩兩相對而相反為覆卦關係，但

坎之游魂明夷卦對應離之歸魂同人卦，坎之歸魂師卦對應離之游魂訟

                                                 
90 引文與相關論述，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下，頁 398。 
91 圖式中泰 卦卦畫誤作大畜 卦之卦畫，舛誤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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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其對應非相反關係，而是同乾宮與坤宮一樣，下卦相同，上卦為變卦

關係。其它包括艮宮與巽宮，以及震宮與兌宮的對應關係，亦同此法。92 

六十四卦致用圖式，以後天八卦之列位，確立其六十四卦對應之處

位，各八宮卦皆以其爻位依次變化而推變出之各五卦，彼此對應而具有

反觀的覆卦關係，形成外圍四十卦的有序次第。各八宮卦之另外推立的

游魂與歸魂卦，雖無反觀的關係，卻仍於上卦有變卦的關係，合十六個

游魂與歸魂卦，以及八個本宮卦，共為二十四卦，布列於圖式之內環。

這樣的圖式結構，「周旋左右，升降上下」，張理強調「王者之禮法盡

於是矣」。93此一圖式除了聯繫先天、後天的關係外，也取對應的變卦、

反對（覆卦）關係，各宮依次遞變，確立其有序的變化體系，也正展現

對京房八宮卦次之說的運用；京氏之學於元代，已然英華再現，落實在

普遍的卜筮術數之中。推定宇宙萬物的災祥進退與生死休咎，其高度

的邏輯結構，反映出變化有序的律則，禮法於斯，期於卦卦關係中得以

透顯。 

七、結論 

張理廣引《易傳》之說，作為釋說天地之數的運化布列，兩儀、四

象與八卦的建成，乃至《河圖》、《洛書》及先後天卦位的確立，所傳

遞的意蘊，本於《易傳》的思想精神。他試圖將宋代以來的圖書之說，

結合傳統的易學思想，特別把握《易傳》主張與圖式變化進行聯結，為

圖式觀點尋找符合傳統《易》說的理論基礎，論證圖式存在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張理試圖為宋代以來的主要圖說觀點，藉由《易傳》的思想，

確立其理解上的有效性，這正是張理易學圖式所開展的出的主要特色。

                                                 
92 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下，頁 398-399。 
93 括弧引文同前註，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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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特色，正為張理與宋元之際易學家之易學圖式的重要判別所在，其

強烈的《易傳》所屬的孔門思想之聯繫主張，為同時期易學家所不足者。 

陰陽為一切生成之本，聖人觀此萬化之本，作《易》以明變化之道，

起於天，貫通地道與人道，布成三才之道，也就是張理闡明〈繫辭傳〉

「兼三才而兩之」的意蘊。《易》貫三才之道，張理特別強調人道的主

體價值，肯定人道的自覺，指出「人稟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剛柔之質以

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氣形、質具、性成，而三才之道備矣」。陰

陽有生，剛柔有形，仁義成性，三才之道兼備，各本之以「兩」，同於

立畫八卦的符號結構一般，「故以八卦言，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

上為天。分而言之，初、三、五為位之陽，二、四、上為位之陰，陽為

剛，陰為柔，陰陽剛柔，迭用於一卦六爻之間，相錯而成文章也」。94人

體天地自然之性，合陰陽剛柔之德，故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鬼神合吉凶，以成其聖人君子之道。自然之變，陰陽卦象之顯立，

皆準之於聖人君子之道，故「故觀變於天之陰陽而卦象立，發揮於地之

剛柔而爻義生，和順於道德而條理各適其宜，窮天地陰陽剛柔之理，盡

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造化之流行者無間，

此則聖人至誠之極功也」。95以人為核心，以成聖為宗，正是儒家理想

之本色，而著實體現在張理易學圖說之中，諸如太極圖式或《河圖》與

《洛書》列位及五行布列的人極典範之確立，兩儀四象圖式的中土之定

位，先後八卦的對待流行的人道表彰，先天心法以人心為中的自省明

悟，六十四卦變通圖式合人體形軀脈理經絡或人倫政典者等等，在在顯

示通天道以明人事的積極映現，乃至人性自覺與徵聖明道的理想關懷。

此一認識，為將之列入《道藏》典文所不能埋沒而可還原的儒學內涵。 

當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對

宇宙的發生作概括的指稱，認為「我們在談論宇宙發生的事件，不能不

                                                 
94 相關之引文，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 381-382。 
95 同前註，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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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空間和時間的概念」，96時空意識共構宇宙的存在，此宇宙存在的

「時空必須具有像氣球內外的球面沒有邊界的連續性」特質。97如此，

宇宙時空才具有不斷衍化、不斷的變化而形成的存在。《淮南子》所謂

「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

宇」，98賦予時空的基本範定；主體宇宙時空的確立之後，存在才有可

能。不論是具體存在的形象，乃普遍或特殊的規律與價值，主觀或客觀

的一切理解，都無法與時間和空間分割。張理建立天地之數的分合推變

圖式，以陰陽氣化作為存在的元素，而從天地之數（陰陽）的未分到已

分，本身經歷了時空的衍化歷程，並確立時空變化的主體向度或定勢，

展現其體用推變與動靜之性，並推定形成先後天八卦、六十四卦圖式的

變化結構，以及《河圖》與《洛書》的衍成，都試圖在創制一種具體描

繪與彰顯宇宙時空的動態而擴張的意識。或許從原始《周易》實質內涵

的理解，確實帶有穿鑿附會的成分，但在機械化的圖式符號結構之背

後，仍表現出圖式推衍的邏輯性特質，以及透過圖像化所凸顯的宇宙時

空變化的動態性意義，也正為易學詮釋的創造性開闡尋找可能。 

張理確立陰陽與時空聯結的基本屬性，動靜相互契應，也確立體用

相資的天地對待關係，象立而形見，象與形並顯於四象八卦、先後天卦

圖、《河圖》與《洛書》等諸圖式之中。這些圖式的建構，非但為天地

自然的生成變化與規律的象徵，也立基於以人為核心的呈現，所以他

說，「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

圖書之象與數而已」。99這些圖式也作為人的身心之映現，性命之理則，

人倫之間架，禮樂之根源，植入於「人」的主體價值之中。 

                                                 
96 見英・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著，吳忠超譯，《時間新簡史》

（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頁 43。 
97 參見英・大衛・費爾金（David Filkin）著，陳澤涵譯，《霍金陪你漫遊宇

宙》（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288。 
98 見漢・劉安，《淮南子•齊俗訓》，引自清・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1，頁 362。 
99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序》，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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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理對於《河圖》與《洛書》，主張「河十洛九」，根本於朱熹一

系之說法。從早期朱震傳述劉牧以「河九洛十」立說，至朱熹則攻駁其

論為誤，至此以後形成二種立論迥異之紛歧。朱熹作為主流的影響，並

不湮沒歷來捍衛朱震為正的觀點，至清代胡渭（1633-1714）《易圖明

辨》已給予圖式認識者的普遍認同之證成。同時，可以發現尤其道教丹

學系統，大致主張「河九洛十」，如明代的郝大通（1149-1212）在其

《太古集》所見，又如《道藏》所輯，如《大易象數鈎深圖》、《周易

圖》等，從陳摶一系的丹道背景，至道教的核心意識不易更迭下的「河

九洛十」之說得以保全，張理作為學本朱熹之說，仍可間接證成朱子之

學與道教丹學於此的差異，而《道藏》收入張理《易象圖說》，仍不能

模糊其更為強烈儒學內涵，與丹道實有所別。 

不論是天地之數的生成變化，或是太極生次四象八卦之象的形成，

都包括了先天八卦與後天八卦圖式的形成，也包括了《河圖》與《洛書》

的交變確立。同時，在天地的交變中，八卦之象形成，也賦予《河圖》

之中立乾、坤、坎、離四正之卦，而《洛書》則為坎、離、震、兌四正

之卦，也就是將《河圖》與先天八卦、《洛書》與後天八卦進行聯繫，

將邵雍的主張與劉牧的說法，作合理的結合。又，五行的高度運用，強

調四象與八卦的變化，乃至《河圖》、《洛書》的結構，五行在其中扮

演重要的互動與變化關係，這種高度融入五行觀於天地之數與卦位之中

者，也成為張理易學圖說的特色。這些重要的主張，都可以視為張理發

前人所未發的創造性理解。 

天地之數的分合變化，作為陰陽之氣的運行規律，並與先後天八卦

及《河圖》、《洛書》系統進行聯繫，同時接受程朱以來的理氣觀，某

種程度上為程朱思想的再現；但是，對於理與氣的關係，張理並沒有作

有系統的述明，也未建立完整的論述體系。另外，圖式符號與數值變化

的圖式系統，機械化的結構下，沒有足夠的合理論述理論，仍無法擺脫

刻意的圖式操作與附會成分，這種侷限，正為張理乃至一般圖說所難以

突破的限囿，也是圖說理論的內在困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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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u-Shu Yixue 

—A Study on Zhang Li’s Tu-Shu Yixue in Yuan Dynasty 
 

Rui-Hong Chen∗ 

Abstract 

Jingxue in Song Dynasty was highly focused on Yili (Principle Study), and 
so was Yixue. However, since Chen Tuan, Tu-Shu had been propsed, a new trend 
of Yixue development, a combination of new diagram-styled Xiang-Shu and 
Yili. Tu-Shu had offered philosophers of this era a new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Yixue and a new issue to elaborate on. Yi-xiang-tu-shuo by Zhang Li of Yuan 
Dynasty, adopting Yi theories of his predecessors, incorporating views of 
Chen Tuan, Liu Mu, Shao Yong, Zhou Dunyi, Zhu Zhen, Zhu Xi, and Cai 
Dingyuan, put forth his own theory, constructed a complex and ingenious 
system of Yi-Tu,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Yi-Shu. This new 
theory, with its concern on Tu-Shi (Yi Diagrams), provided an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Yixue. With the focus on the underlying meanings of the 
diagram symbols and the review of important Yi conten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Zhang’s Tu-Shi and explore the essence of Zhang’s Tu-Shu Yixue and important 
meanings it conveys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derivations of 
the numbers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important features and meanings of 
Hetu and Luoshu, the Tu-Shi system of Taiji derivations, the evolution of 
Xian-Hou-Tian Tu-shi,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changing system of 64-Gua.  

Keywords: Zhang Li; Yixue in Yuan Dynasty; Yi-xiang-tu-shuo; the Dayan 
divination; Hetu; Luo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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