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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原学”：
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范毓周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并且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在儒家学说中一直被奉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

源，其理念与思维方式几乎影响了三千多年来的知识阶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直至今日仍

然具有无可估量的影响与作用。

早在17世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很快就认识到《周易》的无穷智慧和认知价值，为了传教，他们积极

寻求《易经》与《圣经》的契合，使《周易》成为传播福音的重要工具。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Ｒicci）、曾德

昭（A. deSemedo）、卫匡国（M.Martini）等人先后开始研究《周易》。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 Trigault）则将《周

易》译为拉丁文，《周易》遂被介绍和传播到西方世界，很快就在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随后西方汉学家纷

纷加入译介与研究工作，先后被翻译为英文、俄文、荷兰文、丹麦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种，其传播

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到20世纪已经形成高潮。正如美国汉学泰斗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夏含夷所指出，“在

过去两千多年来，《易经》和《圣经》一样，是世界文化典籍中阅读最多和评论最多的著作。”［1］另据海克里

（Hacker，E．）等人在2002年编辑出版的《〈易经〉文献书目提要》（IChing：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不完全统

计，西方先后出版和发表《周易》有502部译本、研究专著、学位论文以及486篇研究论文、评论和书评［2］。目

前研究与传播《周易》的风潮在世界范围内正方兴未艾，成为国际学术领域里的一门显学。为什么《周易》在

世界范围内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从哲学上看，《周易》通过符号化的爻象、卦象转化的推衍，以阴阳对立与相互转化、相互制约和天

人合一的理论把简单的符号系统延伸到复杂的认识空间，并借助于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一套数、理解析

体系，从而完成一套既能运用可见的类比性思维工具认识世界的现象，又能经过符号体系中的相关性推演

与系统性辨析合理认识世界的复杂变化动态本质的哲学认识体系。就理论构架而言，是宏观的混沌与细节

上的分形的完美组合，是以简单认识工具经过无限复杂性延伸达到认识世界终极的理论创造，从而构成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3］

其次，从文化影响角度看，《周易》是一部“入更三圣，世历三古”的由卜筮记录演化成为中国最早哲学认

识体系的经典，是中国先民对自然、社会的万事万物的分类归纳总结和对一切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揭示和

描述，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渊源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周易》通过自身学术化的演进与社

会化的普及，已经渗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理念系统与思维模式，无论在哲

学、伦理、还是在医学、艺术等领域构成了最具影响力的底层理论结构，其理论价值是任何文化典籍所无可

比拟的［4］。故尔《周易》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圣典”，是与西方《圣经》并行不悖影响数千年构成巨大

摘要：《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文化典籍，被奉为群经之首，其发端与酝酿形成主要在中原地

区。《周易》完善之认识体系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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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思想理念的人类智慧结晶。如果说《圣经》是西方社会信仰的基础，《周易》则是中华民族理性认识的基

石，《圣经》是一部充满神学启示的故事总集，是宗教传播的依据，对于理论并无任何创造性价值。而《周易》

是一套完善的认识体系，是先民对于通过自然与社会观察、感悟，把充满不确定性的卜筮方式及其记录用符

号化的抽绎方法形成的哲学理论体系，其理论价值显然远远超越了西方的宗教经典《圣经》。

《周易》作为符号化的认识工具，实际上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哲学指导意义。众所周知，正是《周易》的符

号化工具启发了莱布尼茨创造了二进位制的数学体系，构成现代信息数据化的重要基础，无论是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都是基于二进位制构成的数据体系，甚至连当代生命科学的基础性发

现“DNA”组合也与《周易》的六十四卦象符号暗合，这无疑说明当代的科学技术构成基础与《周易》的符号化

认知体系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周易》即使在当代一样具有其他哲学认识理论无可比拟的认知

价值。

《周易》从已有的文献记载和历年商周考古获得数字卦象遗物来看，其发端与酝酿形成以及后来的发展

主要是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地处中国中心腹地，是中国境内各种文明源头文化区系的交汇区，中原地区

自然成为中华文明的酝酿与形成的主导与核心［5］。实际上，自夏代进入文明时代开始，历代王朝大都建都于

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成为中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当然也主要以中原为

其发展基地。前已述及《周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这一背景下，中原地区无可争议地成为历代学术

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原地区的学术文化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集中代表，中原学术文化是中国学术文

化的枢纽与原动力。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与科技力量面前，国人失去自信，中国传

统学术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轻视和批判，使得中国学术文化一蹶不振，中原地区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地区重新振作，中国学术文化逐渐恢复自信，中原地区的学术文

化建设重新获得振兴契机，开始在各个领域重新出现再创辉煌的局面。

前些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原经济区的规划，并在文化层面提出中原地区应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的战略定位（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新华网.2012—09—03），围

绕这一定位，我曾受邀出席由河南省政协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郑州联合举行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建设座谈会，提出以学术建设引领文化建设，促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全面建设的意见。会后又

与河南地方有关领导协商，发起“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工程”，以学术文化带动工程建设，并与郑州大学校长和

河南大学有关领导协商建立以“豫学”为学派标志的中原学。为此还受聘担任“华夏文化促进会”组建的“华

夏文明传承创新研究院”院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推动河南的学术发展路径，我曾先后推动和指导

在郑州大学建立“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在受聘担任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后，帮助“黄河文明与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和“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作科研顶层设计；受聘担任“周口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后，帮

助组建“老子文化研究中心”并进行科研指导。究其目的均是想通过学术文化的建设促成中原学的基础，借

以推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最近，作为河南籍的学者，我十分欣喜地得知，河南社科联领导提出学术建设要以建设中原学为其目

标。实际上，中原学对于今天河南的学术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促进作用。我十分赞同这一学术建设

目标的确立，并希望对这一学术建设尽一份力。

我认为，河南的中原学的建设首先要以弘扬《周易》传统学术创新发展为引领，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

科学和科学技术统一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文化定位上，以中原经济区发展为服务对象，建

立全国首个地域学术“豫学”学派，创立全国首个地域学术体系“中原学”，以展现河南的传承创新能力。

《周易》在“中原学”的学术建设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河南的《周易》研究和相关学术建设在原

有基础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安阳既是商代数字卦象遗物的发现地，又是文献所记“文王演易”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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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作为“易学之都”应是《周易》学术的发祥地，安阳应当发挥历史文化和学术渊源的优势，加大扶持

力度，积极扩大《周易》研究，深入挖掘《周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进一步完善“世界易学研究中心”

的建设，同时加快“世界周易文化典藏馆”的筹备与建设，完善“易藏工程”的数据化建设。通过学术会议和

文化活动，把“中心”和“典藏馆”建设成国际易学学术研究基地与交流中心。同时以此为契机，举办“国际周

易文化艺术节”，以《周易》文化为基础结合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同时还应当创办“易医”

为主体的“中医养生医疗保健中心”，以安阳师范学院为依托创建“周易文化学院”开展人才培育工作。另外

还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和“中原文化走出去”东风，发挥“易都”文化优势，组织“周易文化国际巡

展”和“周易文化国际论坛”，促进“汤阴”以“周易文化发祥地”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争取进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扩大“易都”的国际影响。安阳的《周易》文化还可以构成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文化

旅游资源，大力开展以《周易》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文化旅游。

总之，我们要对安阳的“易都”地位和特有的《周易》文化优势倍加珍惜，使之成为打造中原学的领头羊，

加快《周易》文化的各项建设，促成以《周易》文化传承创新，促进中原学的学术建设，把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

经济区建成一个以学术文化为引领的、全面发展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河南籍的学者，我愿为此

尽绵薄之力，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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