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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潢《圖書編》易學圖式思想的「河洛」觀 

陳睿宏
 

（收稿日期：106年 11月 6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 10月 9日） 

提要 

章潢（1526-1608）《圖書編》輯收前人易學圖式，立為己意，鎔鑄成為屬於自己

的新認識。在龐富的圖式理解中，〈河圖〉與〈洛書〉一系，為其重要之大宗。尤其

〈河圖〉與〈洛書〉，自先秦典籍之片面記載以來，與易學系統始終存在難解之糾葛，

尤其至宋代開啟緊密的聯繫關係，成為宋代以降論《易》所面對的重要元素與課題。

章潢輯收諸圖，綜理前人之說，在根準於傳統《易傳》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認識觀

點，勾勒出具體的思想主張。因此，本文主要針對其〈河圖〉與〈洛書〉之有關圖說，

作為探討之主題，考索〈河圖〉、〈洛書〉相關圖說之可能發展衍化情形，述明有關圖說

之具體內涵，耙梳其體現的陰陽變化之道的重要思想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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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易學之發展演變，概括而言，漢代以象數見長，魏晉逐漸走向義理化，至宋代除了傳統

的象數與義理之取向外，新興的圖書之學成為新的理解方法與視域，主要開展於北宋陳摶（？

-989）時期，並成熟而擴大到南宋，不斷的漫延與茁壯成長，「元明清三代學者共同繁衍發揮，

終于形成了易學史上不可忽視的『圖』『書』之學」。1以圖式符號結構的理解模式，開啟出嶄

新之論述體系，也引領另類之哲學觀；一幅幅的圖說，呈現諸多的易學理解主張與宇宙圖式，

機械化圖式的背後，傳遞出宏富而多元的思想血脈，透過哲理性的認識，進行更有意義更具

有機性的理解。 

現傳易學圖說名家，除了陳摶之後，包括劉牧（1011-1064）的〈河圖〉與〈洛書〉，

邵雍（1011-1077）的先後天圖說，以及周敦頤（1017-1073）的〈太極圖〉之外，南宋如

朱震（1072-1138）、朱熹（1130-1200）、林至（？-？）、稅與權（？-？）、朱元昇（？-？）、

佚名之《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宋末入元的丁易東（？-？）、郝大通（1140-1212）、

張理（？-？）、明代如胡居仁（1434-1484）、來知德（1525-1604）、章潢（1526-1608）、

楊時喬（1531-1609）等等不及周全列說的《易》家，以及清代辨圖之諸家，2可以視為圖

書易學發展過程的重要代表。其中章潢的圖說，主要收錄於其類書性質的《圖書編》一著

之中，3長期以來未能得到一般易學家的關注與認識。 

                                                        
1  見施維《周易八卦圖解》中劉大鈞之序言。施維《周易八卦圖解》：（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頁 2。 
2  如黃宗炎《圖學辨惑》，列圖式有七；胡渭《易圖明辨》，列圖式四十一；張惠言《易圖條辨》，

列圖式二十等等。 
3  章潢，字本清，號斗津，為江西南昌人，秀才布衣，《明史》本傳與《明儒學案》記載其生平事蹟。

熱衷教育，開授講學，南昌東湖立學堂，名「此洗堂」，又聘主白鹿洞書院，廬陵會講，化雨春風，

傳授聖道。勤於論著，輯制群書，著《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又著《周易象義》、《讀易雜記》、

《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劄言》、《論語約言》諸書。一生清貧，德

行高雅，私諡「文德先生」。同吳與弼（1391-1469）、鄧元錫（1529-1593）、劉元卿（1544-1609），

號稱「江右四君子」。學列王門，好言心性明善之道。參見清‧張廷玉等撰：〈章璜列傳〉，《明

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 283，頁 7293。又見清‧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明

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 24，頁 570-576。又見萬尚烈〈章斗津先生行狀〉，引

自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末，頁 850-862。又見清・陳宏緒：《江城名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頁 303；卷 2，頁 314。有關章潢之著作，清

代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除了前述諸著外，另又記載有《大中本旨》與《此洗堂語畧》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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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易》圖之發展，原本於宋代之圖說，並在承繼影響下，復有新制，益為發皇。徐

芹庭先生指出，「明代圖愈演愈多，其說愈繁。尤其古太極圖之增演，更注入明代易圖之繁盛，

而楊時喬、來知德、章潢等諸儒更時演新圖，使易圖由增衍加添而新生」。4肯定來知德與章

潢之圖說最豐，又以章潢為最，其《圖書編》一至九卷專主於易學圖說，而餘各卷則零星

分布，約總計輯列二百零六幅圖式，5二家採錄多有相異與相同者，引述立說，並又以章潢

最為詳明。6認識《易》圖之發展，章潢圖說之鈎沉，為不可忽略者，當有重要之價值。歷來

學者探討明代易學之發展，於象數與圖說者，聚焦於來知德易學，而章潢之圖說因納收於不

屬《易》著典籍的《圖書編》之中，其富豐的圖說思想，始終不受關注，尤其圖文並陳的義

理成分，尤為來氏所不及者。易學史上未予注意，而恐致淹沉、遺珠之憾。基於對圖學系譜

之認識，瞭解章潢圖說的重要地位，開啟本人之研究動機。 

章潢思想之承傳譜系，歷來以黃宗羲（1610-1695）為主的學者，大抵將之歸本王學，

易學並以象數與義理兼綜，而《圖書編》輯述圖說，寓圖式以彰明義理；浩彙《易》圖，

為其學思之所在，易學思想之所顯，理解其《易》說，固重其《周易象義》與《讀易雜記》，

亦不當輕其《圖書編》所見者，尤其《易》圖之說，俱在《圖書編》之中，為明代圖學之

典範，不宜等閒視之；徐芹庭先生《易圖源流》以明代為《易》圖繁衍昌盛之世，指稱章

潢並為「集宋元明圖書之大成」，論著中所列明代圖式，亦以章潢為主。7郭彧先生亦肯

定「其輯圖之多及歸類論說，可謂有明一代集易圖之大成者」。8章潢之《易》圖，集宋、

元、明三代之大成，確為明代之翹楚。 

《圖書編》中之易學圖說，主要輯自宋代以來之圖式，從北宋李之才（？-1045）、

劉牧、邵雍、周敦頤諸家，到南宋朱震、楊甲（約 1110-1184）、朱熹、佚名《大易象

數鈎深圖》、佚名《周易圖》，元代丁易東、張理、吳澄（1249-1333），明代初期趙撝

                                                        
4  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頁 409。 
5  章潢《圖書編》輯收之易學圖式，主要在一至九卷之中，計一百七十三個圖式。其他各卷零星可見

者，包括卷十八有二圖；卷二十一有一圖；卷二十二有九圖；卷二十三有一圖；卷二十四有一圖；

卷二十七有一圖；卷六十八有三圖；卷七十有一圖；卷七十一有一圖；卷七十二有三圖；卷七十四

有一圖；卷七十七有二圖；卷一一二有五圖〉；卷一一三有一圖；卷一一六有一圖。總《圖書編》

之《易》圖約計二百零六幅。參見明・章潢：《圖書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68 冊，卷

1-9，頁 1-361。餘各卷所見，不予贅記頁次。章潢《圖書編》為明萬曆癸丑年（41年，1613），由

門人萬尚烈付梓成書。今存之善本，即現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癸丑年，涂鏡源等刊本。《圖書編》

除《四庫全書》本外，另有明代涂鏡源等刊萬曆癸丑年（1613）刊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參照

二本之內容，並無實然差異，唯《四庫全書》本字樣與圖式較為清晰，故本文《圖書編》全文與圖

式所引，採《四庫全書》本，並以涂本進行參校。 
6  二家對比之概況，徐芹庭先生亦有述及。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頁 426。 
7  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頁 426-546。 
8  見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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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1351-1395）、韓邦奇（1479-1556）等重要圖說主張。與來知德同時並相識，二家

所輯圖說，並多有相同者。輯收前人易學圖式，立為己意，鎔鑄成為屬於自己的新認

識。在龐富的圖式理解中，〈河圖〉與〈洛書〉一系，為其重要之大宗。尤其〈河圖〉

與〈洛書〉自先秦典籍之記載以來，與易學系統始終存在難解的糾葛，尤其至宋代開

啟了密切的聯繫關係，成為宋代以後論《易》所要面對的重要元素與課題。章潢輯收

「河洛」諸圖，綜理前人之說，提出諸多批判，在根準於傳統《易傳》之基礎上，建

立自己的認識觀點，勾勒出具體的思想主張。因此，本文主要針對其〈河圖〉與〈洛

書〉之有關思想，揀選重要之圖說，作為探討之主題，考索〈河圖〉、〈洛書〉相關圖說

之可能發展衍化情形，述明有關圖說之具體內涵，耙梳其體現的陰陽變化之道的重要思想意

義。 

二、「河洛」圖式的廣納反省與專主「河十洛九」 

〈河圖〉與〈河洛〉之學，從北宋以降，歷經南宋、元代至明代，不論在思想領域或

是易學的發展，衍生繁富，接續不絕，數值結構為「河十洛九」或「河九洛十」，仍眾說

紛紜，莫衷一是。章潢廣納眾圖，採取朱熹「河十洛九」之說，確立其以五行推衍為主的

思想觀點。 

（一）廣納諸圖而證成於一本乎天道 

章潢輯圖立說，其「河洛」系統之相關圖說，相涉之圖式至少包括〈古河圖〉、〈河圖〉、

〈古洛書〉、〈洛書〉、〈太極河圖〉、〈河圖八卦〉、〈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河圖參

兩參伍圖〉、〈洛書參伍參兩圖〉、〈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先天

八卦合洛書數圖〉、〈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河圖之數〉、〈洛書之數〉、〈河圖數起一六〉、

〈洛書九一相生數圖〉、〈河圖洛書十五生成之象圖〉、〈河圖具數之圖〉、〈河圖數起止圖〉、

〈河圖數〉、〈河圖奇與偶合〉、〈洛書奇多偶少〉等二十三幅，雖諸多基礎觀念源自劉牧之

說，但取朱熹「河十洛九」之主張，深受朱熹主流觀點之影響。有關之輯圖，章潢並非只

是單純收錄眾圖，而是以其自身所確定的認識觀，對「河洛」之學的發展，進行反省批判

與理解上的重構。 

從輯收的圖式中，可以看到「河洛」之說的發展過程中，與「太極」、「先後天」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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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相互融攝，並且主要結合數值衍說，將天地之數的陰陽思想，推擬五行生尅與方位、卦

位之變，此正為宋代圖說的發展衍化之寫照；章潢並不再只是延續前說，對於不合於其根

據《易傳》記載所確定的認識觀，提出理性的質問，例如〈河圖〉與〈洛書〉，本各展現

其陰陽變化的自屬面向，二者不一定要強合，也毋須分出決然的異同。又如將〈河圖〉、〈洛

書〉同〈太極圖〉乃至先後天圖說，進行會合並論，或雖可找到相合的觀念與元素，卻是

不同指意主張的強合，混雜了知識系統的純粹性與原始性，也淆亂了天道之所指。不同之

圖說，皆一本於天道，然各述其要，毋需指向盡同，亦不必相承相合。 

接受朱熹與其從釋者的部分主張，對象數主張進行釐清與詮解，而不停留在理學的論

述脈絡上，對於內容思想的闡發，則帶有強烈的心學導向，例如，不論〈河圖〉或〈洛書〉，

「一」皆居下，強調萬象淵識，惟藏於一心，指出「心藏則一得，一得而生生之機在我矣」。
9類似之思想，後文再作論述。可以得知，圖書《易》說發展至此，章潢不免受到心學思

想的浸染，走向心學詮義的進路；圖雖仍古，義已新變。 

對〈河圖〉與〈洛書〉的理解，章潢並不將之視為超絕神秘的二物，此二者並無殊別，

所展示的是天地造化之要則，他認為「天生神物，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天地變化，聖人不

過效之而已；天垂象，見吉凶，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不過則

之而已。凡畫象係辭而斷吉凶，皆發明天道，以昭示斯人焉耳」。聖人所則準效法、比類

運用的，是這些「神物」、象器所彰顯的自然之道，陰陽變化之法則，不論〈河圖〉或〈洛

書〉，不論先天或後天，乃至聖人之《易》道，純在「一本乎天」，所以認識〈河圖〉與〈洛

書〉，「莫要於法天」，10體悟天道之本色，認清造化自然之法則，才不會扭曲〈河圖〉與

〈洛書〉的真義。只要合乎自然之道，不論以怎樣形式呈現的〈河圖〉與〈洛書〉之圖式，

其造化之道、陰陽五行的運化規律，不會有任何改變，只是展現其不同視域的論述內容而

已。 

（二）接受朱熹一系「河十洛九」之說 

「河圖」、「洛書」之名，傳載甚早，如《尚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

子罕》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鄭玄（127-200）

以為「〈河圖〉、〈洛書〉皆龜龍銜負而出」；其他包括《禮記‧禮運》、《竹書紀年》、《帝世

紀》、《論衡・正說》、《淮南子・俶真》、《漢書・五行志》等等先秦兩漢典籍，以及諸緯書，

                                                        
9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7。 
10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卷 1，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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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神乎其名，或為超驗的神祕性神物、祥瑞符應，乃至帝王之圖載江山寶器的典冊，卻不

知其具體內容或性質之所以然者，11歷來並附會其說，至宋初方創制而朗見其實。〈河

圖〉、〈洛書〉以具體圖式內容展現，明確傳衍的文獻來源，主要來自朱震，於上皇帝書

表中，直指陳摶傳至种放（955-1015），「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

范諤昌，諤昌傳劉牧」。12〈河圖〉與〈洛書〉傳至劉牧確定其易學影響的重要地位。 

朱震傳述劉牧之說，本「河九洛十」之主張，且從劉牧《易數鈎隱圖》所見，亦確為

「河九洛十」，13其後丹道所傳，大抵主張此說。然而，朱熹繼朱震之後，其《周易本義》

與《易學啟蒙》中，提出〈河圖〉十數、〈洛書〉九數的「河十洛九」之主張，《文公易說》

中朱子指出「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

之」。14確定朱子所處時代，普遍以〈河圖〉取四十五數、〈洛書〉五十五數，但朱子考諸

於古，取偽關朗（？-？）所著《關氏易傳》之說，15文獻所見，朱熹知其為偽，卻仍認為

當以〈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為正確。至此之後，眾說紛紜，在其作為理學集大

成者之主流學術地位的影響下，多數學者普遍接受此一觀念。16
 

章潢對〈河圖〉、〈洛書〉用數上的理解，採取朱熹一系之說，考索其由，首先引用孔

安國（156? -74?B.C.）與劉歆（？-23B.C.）之說： 

                                                        
11  傳載「河圖」、「洛書」之名者，相關文獻資料十分龐富，不作細注。歷來學者多有針對有關文獻

進行考索論述者，如宋代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即針對二者進行詳述。（見宋・胡方平：《易

學啟蒙通釋・圖》、〈本圖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年），卷上，頁 656-674。）元代吳澄《易纂言外翼》亦有詳考。（見元・吳澄：《易纂

言外翼・易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卷 7，頁 667-675。）又如清代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胡渭《易圖明辨》、江慎修《河洛精蘊》

等皆有詳細的考辨。歷來考論者眾，不作一一備載。有關歷來〈河圖〉、〈洛書〉之相關記載，詳

細內容可參見陳睿宏：《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頁 453。 
12  見宋・朱震：《漢上易傳・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年），頁 3。 
13  參見宋・劉牧：《易數鈎隱圖》，收入《正統道藏》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頁 769-793。 
14  見宋・朱鑑：《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頁 416。 
15  關朗，字子明，北魏人，關羽之玄孫。「河十洛九」之說，出於傳為關朗所著《關氏易傳》之中，

惟是書《隋志》、《唐志》皆未載，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李淑《邯鄲圖書志》有其記，《中

興書目》並載其名，且認為是阮逸詮次刊訂。陳師道《後山談叢》、何薳春《春渚紀聞》、邵博《聞

見後錄》皆指出《關氏易傳》為阮逸之偽作，並以其稿作示之蘇洵。參見清・永瑢、紀昀等撰：《欽

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卷 7，頁 160。 
16  有關朱震記載之傳授系譜，朱熹疑說改易，改作「河十洛九」之主張。並詳參陳睿宏：《宋代圖書

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年），頁 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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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

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時洪水，賜〈洛書〉，

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肯定〈河圖〉與伏羲之畫八卦、〈洛書〉與大禹之《九疇》，有相互聯繫的關係。進一步取

關朗、邵雍與朱熹之言，云：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

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

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

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朱子曰：〈河圖〉以

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

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17
 

 

接受原來朱熹所沿用的偽關子明《關氏易傳》載錄〈河圖〉十數、〈洛書〉九數之說，並

以此聯結邵雍先天與後天之說，以〈河圖〉為圓圖，為歷紀天文之數，主以數見，伏羲因

之而造作《易》說；〈洛書〉為方圖，正為畫立九州、井田之法，主以文見，夏禹因之而

作《洪範九疇》。進一步取朱子之說，認為〈河圖〉以五生數統合五成數，以天地陰陽十

數之全數，揭示其恆常布分之全體；〈洛書〉則以五陽數統領四陰數，天地九數各居其所，

呈現其陰陽變化之用。兩者形成體與用之關係。 

章潢並取蔡元定（1135-1198）之說，認為「〈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

魏關朗子明，又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河圖〉十數、〈洛書〉九數，「至劉牧

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18〈河圖〉、〈洛書〉之數，不取劉牧

之法，而用朱熹「河十洛九」之說，並認為〈河圖〉象天，行其左旋，取本陽數，合龍馬

為陽物之象；〈洛書〉象地，行其右轉，取諸陰數，合神龜為陰物之象。此「〈河圖〉終於

                                                        
17  諸引文，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3。章潢所引，多數原文與朱熹所引同，

或多有出於朱熹之說者。 
18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3。此文與朱熹《周易本義》之載錄，完全一致，

當摘自於此。見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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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而〈洛書〉生於九」，天尊地卑，陽全而陰損，則〈河圖〉多於〈洛書〉之數，以十

數為體，以九數為用，乃「天理之自然」。19 

三、「河洛」原圖衍義 

〈河圖〉與〈洛書〉，合其五十五與四十五數為百，「天地萬物，生尅變化」，由是象

構，所以「窮盡天地萬物變化之道」。20原始〈河圖〉十數與〈洛書〉九數，構成如朱熹

等人所傳之基本結構，21章潢並輯列其圖，除了世之通傳〈河圖〉與〈洛書〉外，又輯列

〈古河圖〉與〈古洛書〉。在現有普遍見說之外，何以又有以「古」名者，古在別於今，

原有古圖乃古人本於「造化法象」，以昭示其「消息盈虛之真機」，而儒家經典本失古圖，

經「醫與養生家，其書籍幸免秦灰」，則「聖人之精蘊，賴以不泯」。22諸圖之大義，分述

如後。 

（一）〈河圖〉布列之旨 

〈河圖〉之前的〈古河圖〉，見圖 1 所示。23此一圖式，與來知德所輯圖名同，而圖

式形式又相近，且釋說內容並多有相同者，惟章潢內容較為詳實。來氏並於述文之末，提

示「勉齋黃氏之言」，當有源於南宋朱熹女婿黃榦（1152-1221）之說。24
 

 

 

 

 

 

 

 

圖 1 古河圖 

                                                        
19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4。 
20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3。 
21  朱熹所輯〈河圖〉與〈洛書〉，見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圖》，頁 627。 
22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8。 
23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8。 
24  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卷之末，頁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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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潢說明云： 

 

龍馬出于河，馬身旋文，具五十五數，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

聖人則馬身旋文，畫為〈河圖〉。然各點皆圈而旋轉者，亦取其象之圓而圈之，故

名為「圖」也。若分開生成之數，以補四隅，則其象方而非圖之義矣。此圖與世所

傳之圖異，故名〈古河圖〉云。25
 

 

〈古河圖〉原象為龍馬，馬身旋立文理，成天地合數五十五之象，明白標示一與六居下，

二與七處上，三與七位左，四與九立右，五與十在中。天地之數，兩兩同處一方，各個點

畫呈現圓卷而旋轉之狀，形成一種圓圈之圖象；聖人則準此圖象，而畫為〈河圖〉，布現

其總圖，亦以圓形為狀。認為若分開天地之數的生成之數，以觀其象為四正四隅之定位，

則以方位方圖之今見〈河圖〉為顯，是失其原有〈河圖〉之義。章潢不斷強調，此圖原本

於馬身之旋毛本為圓狀，以象天之圓，但「今之總圖已方其象」，26即後傳之〈河圖〉已

改變原有的實狀。 

章潢認為此〈古河圖〉因醫藥、養生之家，得以幸存，即因丹道方技之書，得見其傳。

「龍馬負圖，出于河中」，本造物者「開先之意」，27現之以龍馬之象，龍馬制圖者，宋元

之前，並不多見，至同時代稍晚如錢一本（1539-1610）《像抄》的〈馬圖〉、清代高雪君

（1674-1707）復刻《易經來註圖解》的來氏之〈馬圖〉等，具體取馬象為圖。28而以旋文

立圖，圖近此〈古河圖〉者，同時期的楊時喬《周易全書》中所見之〈河圖〉即是。29
 

今傳圖式與前此古者不同，故古者名為〈古河圖〉，今傳者直名為〈河圖〉，章潢輯收

者見圖 2 所示。30歷來學者多有見傳，每本於朱熹之說而申言者，如宋元時期胡方平（？

-？）《易學啟蒙通釋》、其子胡一桂（1247-？）《易學啟蒙翼傳》即是，明代來知德《來

註易經圖解》除了輯說前述之〈古河圖〉外，同立〈河圖〉，並與章潢同述「原圖說」一

                                                        
25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8。此文與來知德之圖文相同。見明・來知德：《來

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633。 
26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8。 
27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9。 
28  來知德輯說以龍馬為象之圖式，名為〈馬圖〉，具體制為身立十數之龍馬之象。參見明・來知德：

《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497。 
29  見明・楊時喬：《周易全書》，卷 1，轉引自李申、郭彧：《周易圖說總滙》（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4年），頁 154。 
30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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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31可知二家圖說當有密切之關係。 

 

 

 

 

 

 

 

 

 

 

圖 2 河圖 

 

章潢釋云： 

 

〈河圖〉生數居内，成數居外，以一為始，陽生陰成，陰生陽成，内外相生，故五

行各居其方，一六同宗居北，二七為朋居南，三八同道居東，四九為友居西，五十

相守居中。然合而觀之，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

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生一六水，生生不窮，左旋一周天也。此與前〈古河圖〉象

異義同而方，則失其象並失其義矣。32
 

 

陰陽生成數，一至五之生數居內，六至十之成數居外，以一居北為一切之開端，依序對應

推衍，陰陽生成數兩兩並位，故為「陽生陰成，陰生陽成，內外相生」。天一生水與地六

成之，共宗而居於北方；地二生火與天七成之，朋比而居於南方；天三生木與地八成之，

同道而居於東方，地四生金與天九成之，為友而居於西方；天五生土與地十成之，相守而

居於中央。一奇一隅、一陰一陽的兩數居於一方，五行配乎其間，合五位之相得。十數之

兩兩相合，吉凶生乎其間，由動而後生成，生生不息，向左旋轉為一周天。 

天地生成十數，始於「一」而終於「十」，「五」數則為「天地之中數、陰陽之總會」 

，故成數源自生數合「五」之得數，即章潢所謂「一乘五則六，故一六同位於北，其行為

                                                        
31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8、635。 
32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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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二乘五則七，故二七同位於南，其行為火；三乘五則八，故三八同位於東，其行為木；

四乘五則九，故四九同位於西，其行為金；五乘五則十，故五十同位於中，其行為土」。

奇偶陰陽相互並居類配，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由此五行之布列，見其相生之序，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循環不息，正為自然萬化之生生之道。33
 

原〈古河圖〉為馬身旋文，顯現「陰陽之老少，奇耦之位數」，皆為「天地自然之文」。

〈河圖〉以天地之數，立其五行之方位，為造物自然之道，後儒主張伏羲則準〈河圖〉而

畫八卦，以虛其五與十為太極，奇耦各二十數為兩儀，以生數推立成數，成數立象，一、

二、三、四之生數，成其六、七、八、九之成數，正為老陰（六）、少陽（七）、少陰（八）、

老陽（九）之四象；「折四方之合，以存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

艮者」，成其八卦之義。〈河圖〉確因生數一、三、五成「九」純陽之老陽，與二、四成「六」

純陰之老陰，行其「參天兩地」以「倚數」之用。但章潢認為不須將〈河圖〉與八卦之形

成進行強合，聖人不必如此為之。至於伏羲之畫八卦，於此〈河圖〉數列布分，見其相合

之處，本於天地之造化，「渾融透徹，隨其縱横錯綜」，此能相互脗合者，亦為自然而成者，

非刻意為之。34
 

〈河圖〉主於五行之相生，又未嘗不顯其相尅者。「陽生於正北，長於正東，盛於正

南，極於正西；陰生於正南，長於正西，極於正北，終於正東」。自內至外，周而復始，

為左旋一周天。生成數之布分，生數在内，成數在外，內外彼此相生，生生不窮，此〈河

圖〉正顯為相生。然而，縱觀其陽生陰中，而陰生陽中，橫觀則為一、九太陽居於西北之

位，二、八少陰居於東南之位，又以其布列可見西方之九分而為二、七，南方二、七又合

為九，右轉知其未始不相克。生尅俱現，未嘗不並在，但〈河圖〉以相生為要，不能特以

相克為本旨。35
 

〈河圖〉顯其陰陽之氣化，特別反映在五行之氣，五行本為元氣滋化所生，一六之水，

與二七之火，本相生而同源，同源而異用者，水性濕而煖火生，下行而蒸上，蒸上而鬯達

至極，極而必降以成其寒其堅，則三八之木與四九之金成列，此木金正為水火之交。一六

合水，首尾去其一，則中存其五；二七合火，首尾去其二，亦中存其五。金、木亦同於此。

是水、火、木、金皆合「五」；五為陽土，合陰土十，土王四方，正「生生之始終」。陰陽

乃至五行，各一其性，又無定其性，以成其變化之無端；五行相生，因「五」土而知之，

                                                        
33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9。又見明・章潢：《讀易

雜記》，卷 2，頁 532。 
34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9-10。又見明・章潢：《讀

易雜記》，卷 2，頁 532。 
35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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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五」以虛見，「搏空為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為空，見空而不見塊」，在天地之後，

又在天地之先。〈河圖〉所示，渾表此義。是君子之人，法天地自然之道，貴在「洞虛」，

亦「未發」之旨。36
 

（二）〈洛書〉分立之義 

〈洛書〉之前，章潢亦有〈古洛書〉者，見圖 3 所示。37此等圖式，章潢言傳於丹道

方技之家，而元代學者多已見傳，如吳澄《易纂言》所載之〈洛書〉，圖式即相近；38與

章潢同時之楊時喬，其《周易全書》中諸多〈洛書〉圖樣，39亦近於此。又，尤重要者，

來知德並輯有圖名與圖式形式完全相同，且圖下引文亦同，40雖然章潢之論述明顯較為詳

實，但二家圖說之部分內容，應同為一源。 

 

 

 

 

 

 

 

 

圖 3 古洛書 

 

章潢之說明云： 

 

靈龜出於洛，龜身甲坼，具四十五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而五居中。聖人則龜身之坼文，畫為〈洛書〉。然各點皆直如字畫者，亦取其象而

畫之，故名為「書」也。若點數亦圈而圓，則非〈書〉之義矣。此〈書〉與世所傳

                                                        
36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0-11。 
37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1。 
38  見元・吳澄：《易纂言外翼》，卷 7，頁 668。 
39  楊時喬《周易全書》中相近之圖說，包括如〈洛書〉、〈洛書流行為對待圖〉、〈洛書奇數統偶數

圖〉、〈洛書數奇合偶圖〉、〈圖書可以相通圖〉、〈洛書同河圖畫卦圖〉等十餘圖。轉引自李申、

郭彧：《周易圖說總滙》，頁 161-169。 
40  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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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異，故名為〈古洛書〉。41
 

 

〈古洛書〉取靈龜之象，42合其「龜身甲坼」之四十五數。九數之布列，本於傳統「戴九

履一」一文之說，表明天地九數之布列，縱橫十五數，即數學上所言三階幻方（魔方）的

縱橫十五合數［C=n(n
2
+1)/2=3(3

2
+1)=15］。十五數之結構，即宋元時期學者普遍取《繫辭

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觀點，43亦即一般所言之「小成之數」，以天地之數

之生數，陽數一、三、五合為九，陰數二、四合為六，九與六合為十五。此十五合數，即

「參天兩地」之合數，而其「參伍以變」之數變，「老陽變為少陰，其數八；老陰變為少

陽，其數七。二少錯綜所變」，其合數亦十五，所以為「錯綜其數」，44自然生衍，神妙其

性。龜顯坼文，以九數布列，成其陰陽之變，為萬化之所由。取其坼文之象而畫直為書，

名為〈洛書〉，惟此圖為古，故名〈古洛書〉。書象成其方，然九數以「點」圍其「圈而圓」，

改直為圓，特別指出「非〈書〉之義」。 

至於世傳之〈洛書〉，本於朱熹九數之圖式，見圖 4 所示。45胡方平、胡一桂、來知

德等人，多有相近之觀點，而來氏之說尤近。46
 

 

 

 

 

 

 

 

圖 4 洛書 

                                                        
41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1。又見卷 1，頁 28-29，亦有詳述。此文與來知

德之圖文相同。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634。 
42  來知德另輯說以靈龜為象之圖式，名為〈龜書圖〉，龜背並立明九數。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

經圖解》，卷之末，頁 497。 
43  劉牧《易數鈎隱圖》以此圖為〈河圖〉，並以《繫辭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說法，作為數

值化運用的思想來源，南宋前期朱震〈卦圖〉，《漢上易傳》並依此說立論。同時代之後的楊甲《六

經圖》，以及佚名的《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皆本此思想主張。參見宋・劉牧：《易數

鈎隱圖・遺論九事》，頁 794。又見宋・朱震：〈卦圖〉，《漢上易傳》，卷上，頁 308-309。又見

宋・佚名：《周易圖》，收入《正統道藏》第 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上，頁

664-665。《六經圖》與《大易象數鈎深圖》圖文皆近《周易圖》，不作贅注。 
44  參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2。 
45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2。 
46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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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釋云： 

 

〈洛書〉陽居四正，陰居四隅，以五為主，而始於一。雖中間無十，而一九、三七、

二八、四六，縱横皆十數焉。但五行逆則相克，其數本之合而觀之，一六水克二七

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中五土，中五土克一六水，右轉

一周天也。47
 

 

強調〈洛書〉九數「各居其所」，以五奇數，統領四偶數。48一、三、七、九等四陽數居

於四正之位，二、四、六、八等四陰數則居於四隅之位。「五」數居中為主，「一」為陰陽

萬化之始。成數之用，皆含有「五」，〈洛書〉布列之陰陽變化，亦以「五」常用其中，重

視以五為主的運數主張。天地十數，「十」當居中而缺，實則縱橫一與九、三與七、二與

八、四與六，皆合為十數。陰陽數列之五行逆行為相克，即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

九金，餘依序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為一周天之循環。章潢特別專主於陰陽變化的五

行生尅，在〈河圖〉為相生，在〈洛書〉為相克關係。 

〈洛書〉同見五行之生尅，但以相尅為本。「陽生於正北，長於正東，極於正南，消

於正西；陰生於西南，長於東南，盛於東北，終於西北」。皆陽統乎陰而行，周而復始，

為右旋一周天。細觀其數位，又可見「九退為七，八退為六，火金易位，逆行則克」，固

不能以此稱〈洛書〉僅立其相克之關係。「陽數則三、八、一、六，陰數則七、二、九、

四」；就陽位而言，為陽左陰右，陰位則為陰左陽右，勢當本為相逆之關係。但是，實觀

四正四隅之列位，陽居於四正，陰居於四隅，土行沖和王四方而以五為主，合陰生陽，合

陽生陰，相生相息；又況乎南方之九，分為二、七，西方之二、七，合而為九，未始不在

相生。雖是如此，亦不能稱言〈洛書〉主於相生之法。49
 

至於歷來以《尚書・洪範》言天賜予禹以《洪範九疇》，並作為〈洛書〉形成之來源，

章潢認為是無據之說，若要強說二者的相同，則在於同為九數，同具五行的關係。〈洛書〉

以陰陽九數範圍天下之事物，而能無窮盡者，必「不待《洪範》而自明」，毋須一一強合。

一般又有以其虛中之「五」數為太極，以奇耦各居二十為兩儀，以「一、二、三、四，合

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稱言「四象」，又以「四方之正，

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為兌、震、巽、艮」，藉以稱合八卦。認為此附會牽扯之說，

                                                        
47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2。 
48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2。 
49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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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洛書〉之真。50被視為附會之說者，早見於劉牧，至朱震詳繼其說，以〈洛書〉龜形

顯其象，現其八卦、五行、天地之數，八卦以茲畫定。縱橫十五數，象徵天地陰陽之用，

十五數隱於天地之數當中。以生數合成數，結合推蓍衍數的六、七、八、九數之用，又即

「兩儀生四象」的老陰、少陽、少陰、老陽四象之用。陰陽氣壯之數「七」與「八」合數

為十五，氣究之數「九」與「六」合數亦十五，正為〈洛書〉九宮縱橫之數。51〈河圖〉

與〈洛書〉進而與先後天相合立說，典型者如朱元昇（？-？）於《三易備遺》中即創成

體系。52歷來多有繼此說者，但此一說法，顯然為章潢所否定。 

四、天地日月之交 

太極一元，作為渾含未分之氣，陰陽對待流行，正顯其天地日月之盈虛消息。天地之

數作為陰陽推布、五行生尅之氣化結構，本身即陰陽氣化流行之展現，布成〈河圖〉與〈洛

書〉之不同形態，除了有順逆與生尅之不同外，亦展現其天地之交與日月之交的殊分。章

潢輯釋〈河圖天地交〉與〈洛書日月交〉，以彰明其義。 

（一）〈河圖〉顯其天地之交 

章潢輯〈河圖天地交〉之圖，見圖 5 所示。53此一圖式與名稱，與來知德所輯完全相

同，應屬同一來源圖式，而且來氏之說明全文，同於章潢圖文的一部分，而章潢文說更為

龐富。54
 

 

 

 

 

 

 

                                                        
50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2-14。 
51  參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卷 7，頁 235。 
52  參見宋・朱元昇：《三易備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年）。 
53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2。 
54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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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河圖天地交 

 

章潢針對其基本結構，說明云： 

 

一、三、七、九，陽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地之象也。即奇偶位

次，而天地之交見矣。55
 

 

以天地之數作為陰陽推布、五行生尅氣化之所由。〈河圖〉以一、三、七、九的陽數布列，

象徵天之象；二、四、六、八的陰數布列，象徵地之象。奇偶位次相接，正為天地陰陽之

相交。 

〈河圖〉的天地之交，即氣之相交升降，「順暢化機」，本於陰陽五行之相生，正如其

引泰卦而言者，即「小往大來，內陽外陰，天地交而萬物通」之義。以天地之數的全數合

五十五為體，則日月以天地為體，此體數相對於日月四十五用數則有餘。56
 

從陰陽變化與五行方位觀之，〈河圖〉以「陽生於正北，長於正東，盛於正南，極於

正西」，而「陰生於正南，長於正西，極於正北，終於正東」，陰陽運行四正之間，升降變

化，周而復始。同時，「陽生於下，自下而上；陰生於上，自上而下」，則一、六與二、七，

皆陽上而陰下，而三、八與四、九，皆陰左而陽右。五與十為土象，居於中位，同屬於陽

內陰外之位。此陰陽奇偶作為關照天地之升降盈虛，則〈河圖〉必然為天地之交而毋待一

絲安排。57章潢並另輯立〈河圖數起一六〉圖式，詳明數列由一六北方始起的圓神變化，

展現天地交變的「入乘靜機，出乘動機」，「動靜有常」，「流行不息」之道。58與此〈河圖

                                                        
55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2。 
56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3。 
57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3。 
58  該圖式與說明，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7，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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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交〉圖說之數列蘊意相同。 

（二）〈洛書〉明其日月之交 

章潢另輯〈洛書日月交〉之圖，見圖 6 所示。59此一圖式與名稱，又與來知德所輯亦

同一來源圖式，來氏述文亦同於章潢詳細內容之一部分。60
 

 

 

 

 

 

 

 

 

 

圖 6 洛書日月交 

 

章潢開宗明義概說其要，云： 

 

一、三、七、九，陽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月之象也。即奇偶位

次，而日月之交見矣。61
 

 

〈洛書〉關注於以一、三、七、九之陽數，為天陽之耀顯，亦日之象；以二、四、六、八

之陰數，為月體之象，藉由奇偶位次之別，展現日月相交之實狀。 

〈洛書〉的日月之交，即日月以形之相互摩盪，「逆還元化」，本於陰陽五行之相尅，

亦如其引《易傳》之說，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以天地四十

五數為用，即天地以日月為用，則此一用數，相對於天地五十五體數，則為不足。62
 

以「一」陽生於北，長於正東，極於正南，消於正西；「二」陰生於西南，長於東南，

盛於東北，而終於西北。如此日月「錯行代明，周而復始」。又以陽生於東而消於西，陰

                                                        
59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2。 
60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5。 
61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2。 
62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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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西而望於東，則「一、六相推成七」，為日月上升之象。又「九」與「四」相推而為

十三，則又成乎「三」；「三」與「八」相推為十一，則又成乎「一」。此為日月下沈之象。

再而「一、五相推成六」，而復還其元。63此數推之說，章潢另立〈洛書九一相生數圖〉

中，並作詳細申明，強調數之始終循環，正為自然的變化之道。64〈洛書〉數列展示日月

之交，奇偶之相互推衍，以觀日月之升降，其出没消息之變化，「不待一毫矯強布置」，65

此即謂〈洛書〉為日月之交。 

五、「河洛」與「太極」、「先後天」相繫衍說 

陳摶一系易學圖說之傳衍，從劉牧之「河洛」、邵雍的先後天，到周敦頤的〈太極圖〉，

姑且不論三家前傳之可能情形，然至三家已成其理論體系，並產生學術上之重大影響與發

展之作用，不同的宇宙圖式理論，漸漸走向融攝與彼此的相互聯繫關係，進而衍生更多之

圖說。例如南宋楊甲《六經圖》、佚名《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輯收相同圖式的

舊有〈太極圖〉，66明確建構太極之化生與後天八卦布分之體系，並為元代李簡（？-？）、

熊良輔（1310-1380）、明代胡世安（？-1663）等諸家所傳。67又如南宋鄭東卿（？-？）

傳〈太極貫一之圖〉，將〈太極圖〉的概念與先天八卦結合，並為南宋以降諸家所輯說。68

又如朱元昇（？-？）《三易備遺》肯定先天、中天與後天等三《易》，不離〈河圖〉與〈洛

書〉之運用，可謂今傳文獻所能企及，將「河洛」與先後天合流會通而成一完整體系的第

一人。69至此以後，元明時期，已成為普遍之常說。然而，章潢輯說〈河圖〉、〈洛書〉與

〈太極圖〉或先後天之學的聯結圖式，取前人諸圖，並不在傳述或繼承前人之主張，而是

                                                        
63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3。 
64  該圖與有關說明，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7，頁 175-176。 
65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3。 
66  參見宋・楊甲撰，宋・毛邦翰補：《六經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 1，頁 140。又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鈎深圖》，收入《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上，頁 3。又見宋・佚名：

《周易圖》，卷上，頁 663。 
67  參見元代李簡《學易記》中之〈易有太極圖〉、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圖》中之〈楊氏（鼎卿）太

極圖〉、明代胡世安《大易則通》中的〈後天太極圖〉，諸家雖圖名相異，但實皆同於此舊有之〈太

極圖〉。諸家所傳之八卦分布，並有直稱「後天八卦」者。 
68  鄭東卿圖說，參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上，頁 2。又見宋・佚名：《周易圖》，卷

上，頁 664。 
69  參見宋・朱元昇：《三易備遺》。通書建構完整之體系，成為今傳將〈河圖〉、〈洛書〉與先後天

進行嚴密結合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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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關圖式進行反思與批判，反對將不同的思想體系作刻意的穿鑿結合，強調其合繫附

會之謬。至於各種圖說間有其共通的思想觀念，本為造化之道的本然，為自然之共則，不

假一毫之減損，當有相同之處，且所同者為自然之道。70以下就其輯說之相關圖式進行說

明。 

（一）太極圖式與〈河圖〉之相合 

章潢輯說太極圖式思想與〈河圖〉之合圖，名為〈太極河圖〉，見圖 7 所示。71此一

圖式與名稱，與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所列相同，72而且來氏之釋說全文，皆同於章潢

所述，惟章潢言說周詳，內容多出一二倍。 

 

 

 

 

 

 

 

 

圖 7 太極河圖 

 

章潢描述太極之義，同《易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道，有其陰陽不測之神妙

無窮者，寂寥不可捉摸，卻能成就萬形萬象。顯之以象，即一奇一耦，布分陰陽，「由微

至著，循環無端」。73太極一體，為萬化之源，萬有不離乎太極，展現其生生之妙，而此

太極妙道，為「千古之心傳」，74則「心為太極」，75太極之體「備於吾之身心」，76一切

陰陽變化，「寂感一心」，77以心為體而證成一切，氣化道體，落入心學之範疇。 

                                                        
70  章潢強調諸圖說皆有共通之思想觀念，本為造化之道的本然，為自然之共則，此共通思想或自然共

則，章潢雖未明指其所以然者，然從其圖說所見，不外乎為陰陽造化、流行對待，乃至五行運化之

觀點，而其自然之道的體證，終在回歸本心。有關之思想，在其圖說中每可見述。 
71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9。 
72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498。 
73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5。 
74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3。 
75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7。 
76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6。 
77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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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說此一圖式，肯定「太極，一也；太極中之陰陽奇耦，亦一也」，宇宙自然本源於

太極一氣，雖殊分陰陽，仍一元於太極，故圖式中之陰陽布分，仍一元於太極。此種思想

觀念與思維認識，合於圖式之展示，並無異議。太極本為陰陽之道，而〈河圖〉展示的也

是陰陽布分的宇宙自然之造化之道，二者同於一元之道，變化之理、根源之性同一，然而

「太極自為太極，〈河圖〉自為〈河圖〉」，78不能囿於同道，而順己之見，硬將二者強合

並說。一旦分而釋之，又恐各圓其道而強作割裂。 

因此，章潢認為此圖即〈河圖〉，不附加太極之巧攝，而是自然之同合。此圖所表述

的「陰陽交會，奇耦位數」，與太極及其內顯的兩儀、四象之變，不期而合。所相合者，

潛心觀之，雖然一、六在下，二、七在上，其實皆為陽在上而陰在下；三、八雖位在左側，

四、九位在右側，其實皆以陰在左而陽在右。又，雖五生數統領五成數，其實狀為生數在

內而成數在外。又，雖然「陰陽皆自内逹外」，其實陽奇之數一、三、七、九，與陰偶之

數二、四、六、八，皆同樣「自微而漸盛」。不論〈太極圖〉或〈河圖〉，皆本於天地之道，

聖人因本此道，模寫制用，以啟後人。〈河圖〉展示純粹的天地之道，為古代帝王聖賢所

重，圖式形態，若天地自然一般，「亦有所不能違」者，所以「欲分裂某幾點，置之某處」，

必將更亂之而無所依從，原圖既定，固不必旁心新制，悟道在於己身，否則圖式終有不完

備處。同樣的，觀念之啟迪與透析，亦非執說不明，如一般言其「虛中五十無位之說」，

亦非決然無定位，五與十之位，正說明此「陰陽合於中心」之位，列位土行，又為「天地

之中氣」，達觀之士當能知此義。79〈河圖〉固在〈河圖〉，毋需徒增〈太極圖〉，以擾其

純、亂其義。 

（二）「河洛」與先後天聯繫之說 

章潢專取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之四圖，包括〈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見圖 8）、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見圖 9）、〈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見圖 10）、〈後天八卦合河圖

數圖〉（見圖 11）等圖，80進行申說。 

 

 

                                                        
78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9。 
79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9-20。 
80  四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頁 78-79。並見於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

釋・圖》，頁 65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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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圖 9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圖 10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圖 11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章潢輯說此四圖，並不在表彰或闡發〈河圖〉與〈洛書〉如何可以合理的與先後天進

行融攝而立說，而是藉胡方平乃至其子胡一桂之主張，批評前儒刻意雜揉二種不同的主張

為一，胡氏一系，前推至黃榦乃至朱熹，包括其間與胡方平同時的朱元昇，倡「河九洛十」，

尤特將之與先後天具體合構，成為此般併論的典型理論體系，章潢反對此法，認為「玉齋

胡氏，因宋儒諸說而通釋之」，「強合之非，不待辨矣」，81圖式搆說，不合原有立論之實

                                                        
81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頁 78。 



國文學報第六十四期 

 

- 76 - 

狀。 

有關圖 8〈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原來胡方平分釋上下二圖，以下圖為伏羲先天八

卦的橫圖，是「卦畫之成」，而上圖則將先天八卦之圓圖併合於〈河圖〉，為「卦氣之運」；

認為以卦配數的相配之用，形成離、震、艮、坤能夠合同，而乾、兌、巽、坎則相異，之

所以成其如此，在於「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所致。82

至於圖 9〈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胡方平此一圖式，肯定大禹依〈洛書〉而作《洪範九

疇》，並具體成其配形，指出考本於朱熹之論已見完備；其九宮數之配位，正為《尚書‧

洪範》所敘者，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

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證，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九疇用事，布分九宮。83
 

胡方平釋說〈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圖 10），認為先天八卦之布列，乾、兌二卦，「生

於老陽之四、九」之位，離、震二卦，「生於少陰之三、八」之位，巽、坎二卦，「生於少

陽之二、七」之位，艮、坤二卦，「生於老陰之一、六」之位，先天八卦之屬位，未嘗不

與〈洛書〉之位數相合。84胡方平又釋說〈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圖 11），後天八卦方位

之布列，坎卦居一、六水位，離卦居二、七火位，震卦與巽卦居三、八木位，乾卦與兌卦

居四、九金位，坤卦與艮卦居五、十土位，後天八卦之處位，「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

合」。進一步認為〈河圖〉與〈洛書〉「相為經緯」，而先後天八卦又「相為表裏」。85
 

然而，章潢認為胡氏之說，伏羲則準〈河圖〉成其先天八卦，大禹則準〈洛書〉而作

《九疇》，其實況本已難明，張揚篤定的具體立陳，恐有不洽。將〈洛書〉屬於先天八卦，

〈河圖〉屬於後天八卦，已為穿鑿附會的無據之說，而且，其說看似精微合理，但深究其

實，則多見舛謬。86
 

章潢明確的指出，「《易》匪取則〈河圖〉，《範》匪取則〈洛書〉」，不論伏羲畫八卦之

《易》道系統，或是大禹所制之《九疇》之法，皆非取則依準於〈河圖〉與〈洛書〉。其

具體之理由： 

1.從《繫辭傳》所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證，聖人所則準者為龍馬身上

之「旋文五十五數」以制為〈河圖〉，則準於靈龜甲背上之「直文四十五數」而為〈洛書〉。

                                                        
82  參見於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6。 
83  相關論述與《尚書・洪範》引文，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7。 
84  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7。同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

頁 78。 
85  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7。同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

頁 79。 
86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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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與〈洛書〉之形成，便在於此陰陽五行之數用。 

2.從《繫辭傳》論及伏羲仰觀俯察、遠近取物，法象之用而始作八卦，未嘗言及取則

於〈河圖〉者；《尚書‧洪範》稱大禹治水，「彝倫攸敘，故天錫以《九疇》」，亦未嘗論及

取則於〈洛書〉。 

3.《易》卦分先天與後天，有其卦位不同之屬性，寧知《易傳》所言「大哉乾元，乃

統天」，「至哉坤元，乃順承天」，以合其義，則以乾坤分先後天，並無不可者。至若以先

天八卦合〈洛書〉之數，後天八卦合〈河圖〉之數，此未免即採〈河圖〉與〈洛書〉之數

來分先後天，不合《易》道實義。 

4.若已如前述胡方平等宋元學者所言，先天八卦以乾、兌生於老陽四、九之位等八卦

之云云，後天八卦以坎卦居一、六水位等八卦之云云者，若真合聖人則準〈河圖〉與〈洛

書〉而為畫卦之意，則其「數與位，皆不可易」，但實際上於〈河圖〉所見，為一艮、二

兌、三震、四巽、六坤、七乾、八離、九坎；而〈洛書〉所見，為一坎、二巽、三離、四

兌、六艮、七坤、八震、九乾。處位之數不同，所由為何？87
 

是知，〈河圖〉與〈洛書〉，固不相契合，亦不必同一，為聖人不同之制圖，示明其所

執之象義，而龐富的變化之道，又不必以一圖而周全，若刻意將數圖相合，恐有曲解與混

晦天道與聖意之虞。 

六、〈河圖〉與〈洛書〉五行生尅運化的一致之道 

〈河圖〉與〈洛書〉圖式形式雖有別，又雖有五行生尅之異，然其造化之道同，顯微

而無間。〈河圖〉與〈洛書〉主要在展現數列運用下的陰陽五行之變化，見其造化流行，

而終歸於人心之自展。 

（一）終始變化於以一為本 

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所謂「夫道一而已矣」，章潢肯定「天下之道本乎一」，

道通為「一」，「一」為「生生之本」，「一之性自生也，非有使之生者」。其所以為「一」

者，「先天地而不知其所以始，後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終」，終始天地之一切，無所不包，不

知其所由，而能成為「天下之大本，生生不息之真機」。因此，天地萬有之本源，可以萬

態呈現，而其流行變化之主要之結構或樣態，固不以單一形態或是某種展現即可周全，則

                                                        
87  相關之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頁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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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與〈洛書〉所展示的陰陽奇偶與象數面貌，亦「不必強同」。然而，元初起始，

作為一切之開端，「未始不同者」，以其「一之居乎下」，不論〈河圖〉或〈洛書〉，皆以「一」

居於北方下位。以「一」為始，陰陽化生，陰陽異性，萬化殊別，「生生化化，成始成終，

莫知端倪」。88章潢屢屢強調，「〈圖〉、〈書〉、《易》卦，皆起於下之一，一者何也？造化

之真精也」。89「一」作為陰陽造化之源，一種純粹原真之氣，萬物終始之變，莫不由「一」。 

不論〈河圖〉或〈洛書〉，以「一」為北，為陽生之始，〈河圖〉成其相生的天地順化

之交，而〈洛書〉成其相尅的日月逆化之交，其升降盈虛、出沒消息，90以一為本，變化

殊分，溯其本，仍在此一。 

（二）生生之先於以水為源 

陰陽萬化始於「一」，「一」之性位為水，而五行推變，則亦源於水。91不論〈河圖〉

或〈洛書〉，天地之數的布列，正為陰陽五行之流衍，二圖並無殊別。展示的五行關係，

正是陰陽老少之別，至於東、西、南、北、中之方，即金、木、水、火、土之位。又其一

至十的天地之數，亦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數。此陰陽之變、五行之化，為「天

地自然之象數」，聖人不過因以畫卦，仍在於五行所合八卦之象，即「一、六為水，坎也；

二、七為火，離也；三、八為木，震、巽也；四、九為金，兌、乾也；五、十為土，艮、

坤也」。此陰陽五行之概念，〈河圖〉與〈洛書〉皆同。惟〈河圖〉特顯在相生，〈洛書〉

則在相克之道。生克之關係，「有生必有尅，而尅之正所以生之也」，乃自然造化之神妙所

在。92萬化起於「一」，即《繫辭傳》所言天地陰陽數列，以天一為首，正為章淇所謂的

「天一生水，氣初動也」，93水行始先，流行有常，非「聖人以己意為之圖」，94為自然之

本性。 

                                                        
88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5-16。 
89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1。 
90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2-23。 
91  古人以五行為五種氣性，聯結方位與時間，現存文獻早見於《尚書・洪範》序水、火、木、金、土，

以氣化原於流濕之水，合北方濕冷之性，故五行以水為原初，春秋、戰國時期當已為普遍的概念，

故有如出土文獻《太一生水》一文之出，以太一之水具有泛根源性之意義。漢魏以降，易學之知識

系統中，結合天地之數的運用，天地之數合五行，以水為始，成為不變的觀點，如《子夏易傳》即

指出天地陰陽之氣，「相生合而相成，為水、火、木、金、土也。天地萬物未始相離也，試於形變

而論之，本乎天一降氣而得地，聚之為水，其肇為胚也，水内剛而外柔，故生於天之一而成於地之

六，因其一生而依其胚而為胎，胎者自得其温氣也」。（見舊題周・卜子夏：《子夏易傳》，收入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98。）並依

次為火、木、金、土之相生相成。歷代易學家，依此法而定說。 
92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4-15。 
93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2。 
94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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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始於

下之一、六水行，左轉而三、八木，木再生二、七火，再而火生五、十土，再而土生四、

九金，再而金生一、六水。〈河圖〉五行相生，終始本於「一」。〈洛書〉「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位乎中」，仍始於下，右轉而行，則由一、六水尅二、

七火，再而火尅四、九金，再而金尅三、八木，再而木尅五土，再而土尅一、六水。〈洛

書〉五行相尅，其終始亦本乎「一」。 

「一」為生數之始，有一即有二、三、四、五，而後成數以象形見用，故「一」始為

氣，為「生之原質」；以此天一行氣而生水，而為「造化之生機」。95水行始見，五行布生，

氣化生尅有則；〈河圖〉與〈洛書〉雖五行生尅不同，但始於「一」始於「水」在下，二

者是一致的。五行以水為始，強調「凡物之初生，其形皆水，而水為萬物之原，乃有生之

最先」，一切初生皆形於水，水為有生之最先，故「造化自然之妙，雖欲異之不可得矣」。

96
 

（三）生尅有別而造化相合 

宇宙自然的造化，陰陽對待流行之道，「周流不滯，變化莫測」，則自然之道以象見，

固不可執於定象，自然之道可以意會，卻不能以己之意而拘限之。聖人仰觀俯察，遠近取

物，立象畫卦，成象盡意，所以「意會天地之造化」，97而模寫立說〈河圖〉與〈洛書〉，

非執於一法，而在盡此造化之道之主體本色，特別表現在五行運化上，尤其已如前述的五

行生尅關係。 

〈河圖〉與〈洛書〉同在述道，其明顯之不同者，「〈圖〉圓而〈書〉方，〈圖〉旋而

〈書〉坼，〈圖〉五十五數〈書〉四十五數」，雖是如此，其深義皆同在闡釋五行運化之法。

章潢特別說明五行屬象屬性，云： 

 

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腎，為精為智，在數為一、六，在卦為坎，在支干為

壬癸、為亥子是也。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心，為神為禮，在數為二、七，

在卦為離，在支干為丙丁、為己午是也。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肝，為魂為

仁，在數為三、八，在卦為震、巽，在支干為甲乙、為寅卯是也。在天為燥，在地

為金，在人為肺，為魄為義，在數為四、九，在卦為兌、乾，在支干為庚辛、為申

酉是也。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為脾，為意為信，在數為五、十，在卦為艮、

                                                        
95  括弧引文，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2。 
96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5-16。 
97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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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在支干為戊巳、為辰戌丑未是也。 

 

以表列呈現，即如表 1 所示： 

表 1 章潢五行說象性統計表 

五行本象 在天之象 在地之象 在人之象 德象 用數 用卦 用干支 

水 寒 水 腎 精、智 一、六 坎 壬癸、亥子 

火 熱 火 心 神、禮 二、七 離 丙丁、己午 

木 風 木 肝 魂、仁 三、八 震、巽 甲乙、寅卯 

金 燥 金 肺 魄、義 四、九 兌、乾 庚辛、申酉 

土 濕 土 脾 意、信 五、十 艮、坤 戊巳、辰戌丑未 

 

〈河圖〉與〈洛書〉，雖圖式有別，但五行之性不變，五行之象得以萬化。〈河圖〉之

五行運動，左旋而相生，〈洛書〉右旋而相尅，此「一生一尅，消息盈虛，如環無端」，正

為五行之本來屬性，也為「天地化機，自然之運」，非聖人絲毫之己意可以改變的。〈河圖〉

顯其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立卦與象，則為坎、離、震、

兌，精、神、魂、魄，彼此相互對待而順行。〈洛書〉見其相尅，水尅火，火尅金，金尅

木，木尅土，土又尅水，此相尅而逆行。98此生尅之義，前已屢述，主生主尅，各殊其性，

為二運動變化之重要差別。 

〈河圖〉與〈洛書〉雖有相生與相尅之別，但造化自然之運並不相違，乃因宇宙自然

「陰陽剛柔，翕闢迭運，生尅順逆，往來互根，一寒一暑」，一歲之功由是而成，時空變

化，寒暑呼吸，並不相悖逆，亦不相戾斥，必當相互表裡，正如陰陽合和之用，為芸芸萬

物之孚誠之象。99如此而言，〈河圖〉與〈洛書〉合道，相契一元，正顯其造化自然之實。 

（四）吾身自在與吾心自展 

聖人畫象示人以〈河圖〉和〈洛書〉，指說或有偏重，然同言陰陽五行之氣化，「如合

一轍」，終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精一無以加」，非嘐嘐之言或彌繁失旨之說所能改。

體察此〈河圖〉與〈洛書〉所展現的根本大道，見其天地之心，不遠外求，必在修吾自身，

                                                        
98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7-18。 
99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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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識〈圖〉、〈書〉同一，本無不同者，而「體備於吾之身」。100理解〈河圖〉與〈洛書〉

之實質內涵，二者本無紛擾，證悟在己，終落於心學的認識，以自身本心見其道。 

〈河圖〉與〈洛書〉衍顯萬象，萬象之幾，察乎一心。一心之所主，於〈河圖〉、〈洛

書〉之數言，即居下之「一」，以為生生之所本者；宇宙實象如斯，入於人事，以人體道，

洞悉沌渾，即在一心。一心能明，則萬象不忒。章潢以邵雍之言，論造化元初的無極，指

稱「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即〈河圖〉與〈洛書〉以一居下，「而

坤、坎之位不可易」之狀；因為蔽於象，則失其造化大義；惟有「極深研幾，不蔽于象，

則淵可識」，其淵識在心，心澄明而不為象所掩，定其一心，其一可得，「一得而生生之機

在我」，101我在一心，造化深幾，廓然可道。 

〈河圖〉與〈洛書〉之和合轉化，〈河圖〉陰陽五行之左旋運化，則有以「鼓造物之

出機」，資始成物，由無而有，始於一而成萬形，得以浩浩無窮。至若〈洛書〉，行其右旋，

「鼔造物之入機」，終亦能「歸根復命，自有而無，自萬而一」，此又所以淵淵其渺而莫之

能測。知此二者，體用一源，「〈河圖〉非有餘，〈洛書〉非不足」，因隨其五行之變化，〈河

圖〉與〈洛書〉，「莫非一元之周流」，非為二別，故「一本萬殊，參伍錯綜，顯㣲無間」。

〈河圖〉與〈洛書〉體用相合，而天地生吾身，吾身復本天地，則〈河圖〉與〈洛書〉亦

在吾身而自在。因此，「吾人性命之實體」，正為「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機括」，102而〈河圖〉、

〈洛書〉所展，陰陽五行之造化一道，寂感於一心，知言知象，忘言忘象，專識於〈河圖〉

與〈洛書〉，又不囿於此。 

〈河圖〉與〈洛書〉，各展現其天地之交與日月之交，章潢仍歸於「吾人性命之理」，

以《易》卦序列運變而言，六十四卦行其「姤復之機」，即六十四卦陰陽始行於姤、復二

卦，正為陰陽五行變化之道，也是回歸人身之性命，倘能反身洗心，「退藏於密」，知「天

地交而一陽含於六陰之中，日月交而一貞完其純陽之體」，陽始陰生，「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如此陰陽五行生尅之神妙之性，已不在〈河圖〉與〈洛書〉之本身，而在於吾之

己身，窮理盡性，便在吾心。103
 

七、結論 

                                                        
100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6。又參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

頁 542。 
101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6-17。 
102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18-19。 
103  見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1，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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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潢輯說〈河圖〉與〈洛書〉之相關圖式，從對前人觀念的接受運用、批判轉化下，

確立其對「河洛」之學的新理解，綜合前文所述，鳩理重點如下： 

（一）有關「河洛」方面之圖式，章潢輯收前人圖說，與朱熹一系多有相涉，尤其對

黃榦、胡方平、胡一桂等人，相關文獻的擷取運用，又尤其與同時期相識交遊的來知德，

二家所輯圖說，多有相同者，包括〈古河圖〉、〈古洛書〉、〈河圖〉、〈洛書〉、〈太極河圖〉、

〈河圖天地交圖〉、〈洛書日月交圖〉等圖式，尚包括針對數值而論之圖式，〈河洛數起一

六〉、〈河圖奇與偶合〉、〈洛書奇多偶少〉等圖亦相同。二家輯圖，所識相近，卻又各有所

本，彼此可能之淵源或相仿關係，難以斷明；惟圖式論釋，章潢尤為詳細，思想性亦高，

並導向心性之說的範疇，特為明確。 

（二）屬於宋代的圖書之學，不論圖式結構之理解，思想之論述，皆有了不同的改變，

反映出章潢運用前人的圖式與材料，既有擇選繼承朱熹一系之說，並有創新之新詮釋觀點；

相關圖式的認識，把握在以《易傳》作為重要依持的文獻根據下，展現出新的反省與批判。 

（三）天地之間，陰陽氣化之運行，和合有序之生生法則，由〈河圖〉天地陰陽之數

列結構，表徵其流行運動狀態，十數佈散，生數統其成數，左轉而行，生成全數圓滿無盈

虧；〈洛書〉數列布行，五陽統四陰而右轉，九數成其天地之變通活數，得其無窮盡之道。
104二圖並顯造化之道，同而異，異而同，構成有機的宇宙時空圖式。 

（四）原〈古河圖〉為圓象，而〈古洛圖〉為方象，圓以象天為星，方以象地為土，

然今傳〈河圖〉卻改圓為方，〈洛書〉改方為圓，失古人命名取象之本旨。而且，上古本

無書契，以圖象見傳，則圖象卦畫皆傳自上古，肯定〈河圖〉、〈洛書〉上古既在，而為醫

藥方技之士所續存。 

（五）強調〈河圖〉、〈洛書〉與陰陽五行的密切關係，並以關注五行的變化，作為理

解二圖制作自然造化之結構，這種觀念並非章潢所首創，早在劉牧的圖說中已有詳言，105

只不過章潢改變劉牧之用數，並有別於歷代對「河洛」的理解取向，更強調五行的生尅關

係，成為二圖說詮釋造化生成的主要思想。 

（六）章潢認為聖人則準龍馬旋文畫為〈河圖〉，取法靈龜之坼文畫為〈洛書〉之用，

並非以之畫卦，其天地陰陽之數，亦非強作鈎連牽搭，主之以合太極、兩儀、四象，乃至

八卦的畫卦之由，甚至強合先後天卦位，此皆屬穿鑿附會者。〈河圖〉與〈洛書〉，主要在

於顯其陰陽變化的生尅關係。雖見其生尅之別，然而〈河圖〉左旋相生，右轉亦未始不相

尅；〈洛書〉右旋相生，逆行又相尅。故〈河圖〉與〈洛書〉同見陰陽之流行，天地之造

                                                        
104  〈河圖〉全數無盈虧，〈洛書〉九數得以變通之無窮盡者，《圖書編》中多見此一大義，具體之說

明，參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4，頁 571。 
105  參見宋・劉牧：《易數鈎隱圖》，卷上，頁 772-774；卷下，78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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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各展其道，自有相互脗合者，毋需滯泥於象數之上，辨其異同。 

（七）造化之道，「周流六虛，變動不居」，106本非以象數可以盡其意，亦非以思議言

說可以窮其旨，聖人垂訓立教，顯明於《易》，不論〈河圖〉或〈洛書〉，不論先天或後天，

或各有所指，或各有其意向，或又有其相通者，但若後人每每刻意牽扯，比擬相合，恐致

陰陽變化之道，道德性命之理，愈加支詎混雜，隱晦難明。 

（八）《圖書編》作為一部蒐羅引據古今文獻的龐富類書，誠屬難能可貴，然關注〈河

圖〉與〈洛書〉的相關圖式與引文，卻未能標明出處，部分論述難以確認是否原出於己；

雖類書龐雜宏博，一一列明出處確顯煩瑣，且當時學術環境也無嚴謹之規範，又引述之內

容，也大致不影響自身主體思想之詮釋，但若從嚴格的標準觀之，仍有奪人書義之嫌，難

免引起疵議。 

 

 

 

 

 

 

 

 

 

 

 

 

 

 

 

 

 

 

 

 
 

                                                        
106  此《易傳》之說，轉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冊），卷 2，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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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ang Huang’s Theory on Hetu and Luoshu in Tushubian 

Chen, Ru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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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Huang (1526-1608) compiled a large number of Yixue diagrams devised by his 

predecessors and gave his own interpretations of them in his Tushubian. Among these complex 

and large-scale diagrams, Hetu and Luoshu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Hetu and Luoshu have had 

complicated and tangl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Yixue system, which was revealed in the classics 

as early a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tangled relationships grew into even strong bonds in 

Song Dynasty and have become an element and a subject that Yi philosophers had to deal with 

ever since.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Yizhuan, by collecting various Yi diagrams and analyzed 

his predecessors’ theories, Zhang constructed his theory and put forward concrete proposals 

concerning these diagrams. Therefore, with the focus on Zhang’s theory related to Hetu and 

Luoshu,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der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ushuo related to 

Hetu and Luoshu,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Zhang’s theory, and comb 

through his proposals related to the embodiment of the change of yin and yang, and explore the 

important meanings they con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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