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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 《周易》书名阐释的符号学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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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德州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美国 达拉斯７５０８０）

　　摘　要：《易经》是中华 民 族 的 群 经 之 首，自 上 古 成 书 以 来，吸 引 了 国 内 外 成 千 上 万 的 思 想 家、

学者和普通人，历代的解读和阐释，滚雪球般地形成 了 蔚 为 大 观 的 《周 易》诠 释 学。《周 易》作 为 一

本书，并不是鸿篇巨制，那么 《易》学传统的 雪 球 是 如 何 越 滚 越 大 的 呢？从 符 号 学 的 视 角 分 析 有 关

《周易》书名的阐释，可以以小见大，不仅能看 出 《周 易》的 开 放 性 意 指 和 表 征 实 践，而 且 可 以 通 过

分析历代对书名的阐释外推出一些 有 用 的 洞 见，构 建 出 历 代 在 生 产 大 量 诠 释 时 采 用 的 意 指 和 再 现 模

式，从而管窥 《周易》之所以能不断产生新的阐释的内在机制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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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要研究 《周易》书名？

《周易》自上古成书以来，吸引了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思想家、学者和普通人，其蔚为壮观的

阐释如大江东去，源 源 不 断。然 而， 《周 易》作 为 一 本 书，并 不 是 鸿 篇 巨 制，原 本 只 有 《经》
《传》两部分，《经》部由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构成，加上对卦和爻的说明，即 “卦辞”和

“爻辞”，只是薄薄的一小本。后来增加了 《易传》，相传孔子所撰，不仅有解释卦辞和爻辞的文

词，还有对新增加的 “阴阳”与 “太 极”等 中 国 传 统 哲 学 核 心 概 念 的 解 释，一 共 有 十 篇，统 称

《十翼》，至此，《周易》就成了 《易经》。但是， 《周易》扩展为 《易经》以后仍然是体量不大。
只是在被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之后，经过历代的不断阐释，才滚雪球般地形成了蔚为大观的

《周易》诠释学。在中国古代典籍当中，《周易》可能是历史上被研究最多的经典，在中华民族的

文化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历代思想家和学者几乎都有所涉猎，并留下了 《周易》研究的海量论

述。《周易》的雪球是如何滚大的呢？笔者拟从分析 《周易》的书名着手，不仅要说明 《周易》
是一个开放性表征系统［１］，而且希望通过分析历代对书名的阐释外推出一些有用的洞见，构建历

代在生产大量诠释时采用的意指和再现的模式，以管窥 《周易》之所以能不断产生新的阐释的符

号学机制和内在逻辑。
有人会问，《周易》的书名不过就是两个汉字，而且，关于书名的涵义，历代学者早已就有

定论［２］，还值得小题大作地撰文研究吗？笔者要说明的是，本文对 《周易》的书名感兴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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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希望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更 为 重 要 的 一 方 面 是，虽 然 中 国 古 人 相 当 重 视 “正 名”，
而笔者对正名的兴 趣 不 是 因 为 名 称 对 规 范 行 为 的 作 用，而 是 其 蕴 含 的 符 号 学 意 义。不 可 否 认，
“正名”说本来关注的确实是名称对言行举止的规范，如在 《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如

果卫君请夫子处理朝政，他应该先做什么，子曰：“必也正名乎”［３］。当弟子追问理由时，孔子作

出了规范行为的解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４］历代

对 《周易》的书名的研究只是着眼于其可能的解释，并未触及这些可能解释背后的符号学意义，
更未触及符号学的意指表征机制对 《周易》诠释学发展的影响。自孔子之后，“正名”说就超出

了行为规范的范畴而触及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范围。如荀子、墨子、公孙龙等名家学者就曾从语言

符号的视角对 “名”和 “言”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的主要兴趣仍然在于名与言的社会、逻辑和

规范功能，其浓厚兴趣表明他们意识到，名称是与语言相关的，而语言的本质上并不是命名。在

现代语言学理论中，索绪尔纠正了关于语言本质的一个常见错误，即，人们往往 “在面对语言的

基本因素时，仅 仅 视 语 言 为 命 名 的 过 程———一 个 词 汇 表，每 一 个 词 都 与 它 所 命 名 的 事 物 相 对

应”［５］。历史上，《周易》学者们已经在其对该书命名的讨论中涉及到这一点，只不过没有用概念

予以表达。在讨论中，他们不仅意识到名和言的捉摸不定性，而且还实际发明了一种阅读方法，
可以与皮尔斯所说的 “符号生成论” （ｓｅｍｉｏｓｉｓ）是异曲同工，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从概念性理

论视角予以阐述，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所要系统探讨的问题。

二、《周易》书名的开放性阐述

《周易》的书名虽然只有两个汉字，但历代产生的解释却让人叹为观止。在各种阐释中，有的意

义一目了然，有的意义让人出乎意外，有的解释相互补充，有的则完全相对或相反，但却同样能自圆

其说。由此观之，《周易》书名的阐释路径是敞开的，种种阐释完全可以说是开放性的。在现有《周

易》书名的种种阐释中，大多聚焦于“周”和“易”这两字之多义性的阐释。据现存研究资料，“周”字

有两个基本意思：（１）是指“全面的、包容一切的”。东汉郑玄这样解释道：“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

不备。”［６］１０唐代陆德明（５５０－６３０）肯定了这个解释：“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

周普。”［７］１（２）它是周朝的名称（公元前１０４５－２５６）。唐代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力驳群儒，认为“周普

无所不备”的说法“毫无根基”。在《周易正义》序中，他说：“郑玄虽有其释，更无所据之文。”［８］册１：１他

自己的解释是：“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

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在他看来，《周易》之所以

称《周易》，是因为它是周代创始人所写，因此成为周朝的代表作。孔颖达提供了这一个新的令人信

服的解释，此后影响深远。但他并未承认其他的解释，只是坚持他自己解释的正确性，并对兼顾两

种解释的学者所持观点表示质疑：“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

弃，亦恐未可尽通。”［８］册１：６他的评论代表了周易诠释学的一种倾向，即试图遏制一个开放系统的多

义性。反过来，孔颖达的解释也受到其他学者们的抨击。贾公彦（约公元６５０年）在其《周礼》注释

中驳斥孔颖达的解释，赞扬郑玄的解释：“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

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９］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是讲得通的。坚称一种说法为是而说另一解释为非，就局部而

言，就是没有看到书名是一个开放性词语，适用于不同的阐释。在更大语境中，那就是没有看到全

书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开放性质。关于“周”字的争议证实了《周易》的开放性，也代表了《周易》诠

释学中的两股倾向：一个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了《周易》作为再现系统的开放性；另一个有意无意地想

要重新获得《周易》传达的圣人之意。
《周易》书 名 中 的 另 一 个 字，“易”，更 是 多 义。《易 纬》道：“孔 子 曰：易 者，易 也，变 易 也，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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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１０］郑玄在其《易赞》中重申了这个定义：“易之为名，一言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

三也。”［６］９这里，第三种解释本身也是含混的，因为它可能同时意为“不变”和“不易”。另一种说法

声称它有四义。认真研读之后，笔者发现它实际上有四种含义，三个词源学定义，以及一个语音学

定义，它们都在多维度网络里相互关联。
（１）意为“变化、变形、不确定性”。孔颖达《周易正义》开篇道：“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

称。”［８］册１：２《系辞传》称：“神无方易无体。”韩康伯（３３２－３８０）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易则随物改变。
神则阴阳不测，易则唯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８］册３：６

（２）意为“恒定，不变”。《系辞传》开篇道：“天尊地卑，乾坤定也。卑高以陈，贵贱位也。动静有

常，刚柔断也。”孔颖达诠释道：“天阳为动，地阴为静，各有常度，则刚柔断定也。”［８］册３：１《周易》是关

于宇宙运行的。控制万物形变的法则是恒定不变的。为此，《周易》道：“不易者，天地定位，不可相

易。”［８］册１：３

（３）意为“简易，易懂”。《系辞传》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韩康伯对此解释道：“天地之道，不
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８］册３：２《系辞传》进而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孔颖达将此复

述为：“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论乾坤之体性也。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者，此论乾坤既有此性，人则易

可做效也。”［８］册３：２

（４）意为“复杂，深刻”。《系辞传》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

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８］册３：５宇宙是宏观宇宙；易是微观宇宙。微观宇宙是宏观

宇宙的表征，是促进我们对宏观宇宙运行之理解的立场。

三、“易”之词源学和哲学定义

《周易》的核心是“易”，历代古籍常常将《周易》或《易经》简称为《易》。“易”除了有上述的含义

意外，尚有词源学和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其词源学定义有三个，可以为该字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三

个不同但却合理的来源：
（１）许慎（３０－１２４）《说文解字》提出第一个可能的来源：“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１１］７这个

定义不仅提供了该 字 的 词 源，而 且 暗 指 其 哲 学 含 义 的 另 一 源 头。蜥 蜴 以 变 色 著 称。因 此“易”和

“变”可能源自对蜥蜴之身体状况的观察。
（２）许慎 《说文解字》提供了第二个定义：“日月为易，象阴阳也。”［１１］７将该字定义为日月的

结合，其运转代表阴阳，此即宇宙的两大基本原则。许多学者将此接受为易的定义：“易者，日

月也。”《参同契》道：“日月为易，刚柔相当。”［１２］虞翻赞同 《参同契》，说：“易字从日下月。”［７］１

他说的是日在上，月在下，产生易字。后来，陆德明、孙星衍［１３］ （１７５３－１８１８）、章学诚 （１７３８
－１８０１）、张慧言［１４］ （１７６１－１８０２）、陈 梦 雷［１５］ （１６５０－１７４１）、刘 师 培 （１８８４－１９１９）、姚 配

中［１６］１ （１７９２－１８４４）等都 采 纳 了 这 个 词 源 学 定 义。刘 师 培 认 为 这 个 定 义 涵 盖 该 书 的 标 题 和 主

题：“日 月 为 易 是 易 经 之 名 义。”［１７］有 一 个 现 代 学 者 概 括 了 这 些 观 点，认 为 这 个 定 义 非 常 合 理：
“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易’字便是上日下月的形象。”［１８］７－８另一些学者把这个词源学定

义与哲学定义结合起来。《系辞传》提供了一个例子：“阴阳之义配日月。”［８］册３：９在所有这些观点

中，我们看到 “易”是既象形又会意的一个词。
（３）有些学者用一个稍有不同的词源学定义说明该字并不是由日月构成，而由“日”和“勿”构

成；“勿”即“物”之 意。许 慎《说 文 解 字》道：“一 曰，从 勿。”［１１］７这 个 结 合 意 在 说 明 日 月 内 在 于 物 之

中，因此表物之象。也有学者完全拒绝上述观点，认为毫无根据。［１８］８还有现代学者引用甲骨文字

提出：“日出为易。”［１９］

除了词源学定义外，笔者本人希望能提供一个补充的语音学定义：“易者一也。”笔者不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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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其他学者也曾下过此定义，但这在传统研究中是有根基的。哲学上，笔者可以引用姚配中的观

点作为理论支持：“一者元也。元者易之原也。是故不知一者，不足与言易。”［１６］１语音学上，一个双

关定义是传统研究中的一种古老实践。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德者得也。”［２０］

在区分了“易”的四个意思和四个定义之后，笔者还必须提及两个不同的分类。有现代学者把

“易”字及其含义置于《系辞传》《老子》和《庄子》的大语境中，把“易”的众多意义分成四个范畴：“简

易”、“反易”、“交易”和“变易”。他是这样解释其工作原理的：宇宙中万物的出生、繁衍和发展开始

于“简易”的一元。由此而逐渐分化阴阳两极，或由一元产生出天地二象的对立。由于阴阳或天地

之间“交易”的影响，宇宙万物能够繁殖和无限变易。［２１］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毛奇龄视《周易》为一本

变易之书，其本质在于卦象与爻辞的内在变化。他把这些变化分成五个范畴，名曰“五易”：变易（阴
阳变化）、交易（卦象相连）、反易（卦的倒置）、对易（卦象互换）、移易（爻象互换）。［２２］

四、《周易》书名的符号学意指表征机制

围绕易的讨论研究已经构成了一种多维符号学研究，对于文学开放性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易的词源学定义，由于是研究和构成象形和会意两条造字原则的基础，实际上成了其他意义得以交

叉的关节点。笔者认为那是一切现存意义之母，因为它是一切含义之源。《易纬》非常睿智地说：
“易名有四义，本日月相衔。”［２３］在更大程度上，该词的多义源自能指在不同方向上的扩散生成。在

这个意义上，对“易”一词的解释不仅构成了意指的开放系统，也包含一种开放的阅读方式。首先，
意指过程开始于词源学。“日”表太阳，“月”表月亮。这两个词根是象形文字，是日月的形象再现。
这导向了所指的宇宙中的形象。《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这等于说，《周易》的系统

产生于象。宇宙的所有形象中，日月是最重要的：“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８］册３：１７其次，由于日月

如此重要，通过提喻性再现（部分表示整体），日月便成为整个宇宙的象征。然后，通过另一个意指

过程，这次是换喻性再现（具体属性代表抽象属性），日成为阳的原则，月成为阴的原则。《系辞传》
说：“阴阳之义配日月。”［８］册３：９通过隐喻式再现（一个属性代表另一个类 似 属 性），阳 表 天，阴 表 地。
于是，通过迂回，日与天联系起来，月与地联系起来。第三，太阳每天升落；月亮每月盈亏。四季循

环往复。正如一个学者所说：“变易，春夏秋冬，循环往来是也。”［１５］１３这种循环运动象征着宇宙的恒

常变化。这导致了人们对宇宙的哲学思考。第四，太阳黎明升起，黄昏落下。月亮以固定循环盈

亏。这是恒定不变的法则。一旦把这个循环视为法则，它就成为文化现象。第五，日月的运动通常

被视为宇宙现象。这给人一种平凡的“简易”印象。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宇宙是宏观宇宙；易

是微观宇宙。微观宇宙是对宏观宇宙的再现，通过研究，人们可以明白宏观宇宙的运行。易是一个

再现系统，与宇宙一样复杂，因为它是对宇宙的再现，依照宇宙运行的复杂规律运作。由于这个原

因，我们常常为“易”字在经典中的含混性而烦恼，往往很难决定在特定环境中它是指宇宙的运行原

则，还是《周易》的哲学，是该书的标题，还是该书本身。
笔者的上述讨论揭示了关于该词的三个迷人的论点。第一个是通过并置而自生的力量。日与

月（或勿）的结合产生一个整体，它能够超越原初的综合而生成新的意义。由于这种自生的运行大

多依赖于意指，所以它是一个符号实体，其自生力量源自符号的互动。第二个迷人的地方是两个直

接相反的意思在“易”这个词中达到统一。“变与不变”，“简易与复杂”。同一个词通过意指而产生

完全相反的两个意思，这个事实使笔者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导致“易”产生复杂含义的意指过程

展示了一个具有解构性质的意指倾向，如果我们接受解构作为意指行为的简约定义，即解构是使得

表面意义逆转的意指行动。第三个迷人的论点是，意指是开放的，可能指向多个方向。这也是开放

性的最有趣的所在。
“易”一词的多义性暗示，对《周易》书名的详尽研究不仅构成了自身开放的系统，而且说明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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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中多意性和多义性是何以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它预示了中国传统上开放意指的许多典

型特征。从易的显在和隐在的外延和内涵意义中，我们可以建构意指和再现模式的雏形，构成中国

传统中意指和再现系统的基础。笔者认为这个模式是一个结点，以不同维度把不同的意指渠道联

系起来：形象的、语音学的、词源学的、认识论的、抽象的、范式的、句法的和对角的渠道。人们可以

从一个渠道转向另一个渠道，或从一个层面转向另一个层面，或从一个维度转向另一个维度。每一

次变化或转向，阅读的意义也随之变化。作为一个再现模式，易的构成不仅包含Ｃ．Ｓ．皮尔斯发现

的用来涵盖各种符号再现的三条原则，而且创造了另一条原则，而这是中国书写和艺术创造所特有

的，即并置原则。［２４］以下是有关“易”字的几种符号学阐释：
（１）象形再现。日和月的形符分别是对日和月的象形模仿。
（２）象征再现。日和月的形符有三个象征再现的层面。在一个层面上，这两个形符代表阴阳的

抽象原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代表两个高度抽象的阴阳原则：－－表阴。 表阳。在第三个层面

上，它们代表语言符号。
（３）并置原则：日置于月之上即并置的原则，这对中国再现的意指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强调其对

意指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它扎根于中国文字形成的两条造字原则：形声（形状和声音的

结合）和会意（偏旁的综合）。它在视觉和语言艺术创造中起重要作用，为蒙太奇、拼贴、表意作诗法

等现代艺术技巧提供了灵感。
（４）索引再现。符号的理论告诉我们：“索引再现是根据因果关系或体位接近或关联等存在关

系来解释‘代表’。”［２５］日在勿之上的并置是日在月之上的一种变异并置。可以说这种变异表明一

种因果关系：日月之物理性接近的存在关系使月变成了勿，因此表明日光的向下照射的运动，并对

宇宙万物发生了影响，此乃易的另一个意思。

结语

本文对“周易”二字的梳理，不是为了综述历代对二字的种种解释，而是通过分析这些不同解释

背后的生成原理，厘清《周易》阐释的雪球为何能越滚越大。笔者通过分析总结出的阐释原则基本

涵盖了《周易》诠释学可能的意指、表征原则，它们可以构建一个开放和具有多种解释的再现模式。
作为再现的开放范式，它能够生成上面提到的全部显在和隐在意义。这些意义有些产生类似的分

支；有些具有不同的联想；还有一些发出对立和矛盾的颤音。这个多维网络的范式，其价值不仅在

于对“周易”二字的开放性阐释的概念探讨，还在于可以把《周易》诠释学理论中的许多洞见归纳总

结起来，对古代经典文本的阐释实践提供有益的启发。本文探讨的结论可以一言以蔽之：《周易》书
名的多元阐释不仅仅是名与实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符号的开放性阐释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

说，《周易》的书名蕴含的符号学意指和表征机制，不仅是《周易》诠释学的雪球越滚越大的推动力，
也是华夏传统各种经典阐释历久弥新、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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