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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周易衍義》的宗程立場析論 

楊自平
 

（收稿日期：107年 1月 31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 10月 9日） 

提要 

胡震為元代《易》學家，著有《周易衍義》。《衍義》為衍義體論著，透過纂集眾說

兼及己意詮解《易》經傳，透過引史衍義，發揮《易》修身經世之理。胡震雖不廢朱子象

占之說並廣採宋儒《易》說，但整體而言歸宗程子，致力闡發伊川義理。伊川《易》學以

明體為主，胡震進一步將明體與達用並論，不僅重視常道，亦強調識時務的重要，並透過

引史衍義，將伊川義理大幅擴展，就此而言實有羽翼伊川《易》學之功。在元代《易》學

以纂註體為主的學術風尚，《衍義》在義理闡發及引史衍義上獨樹一幟；在以宗朱為主流

的元代，胡震特別宗程，亦顯得特出。透過胡震《易》學可見出元代《易》學的另番面貌，

亦見出元代學者對程、朱《易》學的承繼與開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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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元代胡震（？-？）1學貫經史，晚年致力研《易》，2著有《周易衍義》。3據〈周易衍

義序〉所論，胡震並未完成該書，而是由胡光大編輯增補，歷經十年甫成書。4
 

四庫館臣對《周易衍義》提出六點評論，一是批評該書改易傳世本經傳體例，二是出

現文字脫簡的現象，三是該書特色在引史釋《易》，四是批評引史釋《易》引申太多，不

合於嚴謹的經注要求；五是評論該書義理平正，六是認為該書援引眾說詳盡完備，足資參

考。館臣云： 

 

書中於〈乾〉、〈坤〉二卦卦辭下，接〈彖傳〉，繼以釋〈彖〉之〈文言〉，次〈大

象〉，次爻詞，下接〈小象〉，繼以釋爻之〈文言〉。又置〈雜卦〉於〈序卦〉之

前，序次頗為顚倒。……前後脫簡，亦不一而足，或傳寫者失其原次，故錯紊若此

與？其於經文訓詁，大抵皆舉史事以發明之，不免太涉泛濫，非說經家謹嚴之體。

然議論尚爲平正，所引諸儒之解，亦頗詳賅，多可以備參考。5
 

 

綜觀館臣所論，該書的特色在引史衍義，雖存在改易經傳、文字脫簡，及引申太過的限制，

然義理平正及保存眾說，仍具參考價值。整體看來，館臣對《周易衍義》評價不高，無怪

學界對《周易衍義》不甚措意，僅見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一文。

謝輝對《衍義》的版本考證甚詳，6並指出特色在於「以義理為基礎博采百家」及「朱子

                                                        
1  雖然胡震生卒年不詳，然《周易衍義‧序》指出：「書前有自序，作於大德乙巳，蓋成宗九年也。」

元成宗九年為 1303年。元‧胡震：《周易衍義‧序》，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 3a。 
2  見胡震子胡光大〈周易衍義序〉。元‧胡震：《周易衍義‧序》，頁 3a。  
3  《千頃堂書目》著錄 8卷，《四庫全書》著錄 16卷。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0年），卷 1，頁 45。 
4  胡光大云：「幾成書而下世，……易簀之際呼光大前曰：『予一生，燈窗精勤，在此一經，身後汝

其為我輯次補闕，以成全書。』殆將十載甫克，遂成先志，纂集成編。」清‧永瑢等：《四庫全書

總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 23。 
5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 23。 
6  謝輝指出，除現存通行的四庫本外，尚有韓國延世大學、日本京都大學及福建師大圖書館收藏的抄

本。然延世大學的抄本實據四庫本，京都大學鈔的抄本僅說明為清代著名刻書及藏書家吳棠所收藏，

並未說明所據版本；唯福建師大的抄本則早於四庫本。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

發展〉，《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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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影響下兼取象占」。前者是就胡震如何兼採眾說並予以補充、修訂。謝輝云： 

 

但在解《易》的具體實踐中，卻沒有墨守程頤、楊萬里等一、二名家之說，而是廣

泛采取諸家論述，以己意折中於其間，可取者取之，有闕誤者則補充辨正之，可廣

異聞者則兼載之，由此實現了對諸家之說的融會貫通。7
 

 

至於受朱子《易》影響方面則包括：一是「對《易》中『變』、『象』、『占』的討論」，8二

是「對於朱子所推崇的河圖、洛書、先後天諸圖等圖式，胡氏也都予以接受。」9該文雖

論及胡震義理釋《易》及受朱子影響，但所論略顯粗略。 

就館臣與謝輝的說法，有三個議題值得關注，一是若引史衍義是《周易衍義》的特色，

則有必要進一步瞭解胡震是否在宋代史事釋《易》的成果上進一步開展。二是館臣從經注

的立場評論胡震義理衍申太寬泛，到底《周易衍義》是否屬於經注，有待進一步研議。三

是謝輝所言《周易衍義》與朱子《易》關係密切是否屬實？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周易衍義》

的體例認定，及實際釋經的作法，亦考察胡震對程、朱《易》的抉擇與開展，及釋義與釋

象的表現，進而指出胡震的釋《易》特色及限制，期指出胡震在元代《易》學發展的恰當

定位。 

二、纂輯眾說的衍義體論著 

《周易衍義》與其他元代纂註體《易》著相同皆纂集眾說，謝輝曾指出胡震與前代顯

著不同之特色在於「不拘於門戶之見，博采百家，以成己說。」10這點與纂註體論著的作

法形式類似。胡震云：「謹以平日父師之訓，筆而輯之為成書，附以程、朱、張、楊先賢

之確語。」11《衍義》大量徵引宋儒說法，包括石介（1005-1045，字守道）、周敦頤（1017-1073，

字茂叔）、張載（1020-1077，字子厚）、程頤（1033-1107，字正叔）、郭雍（1103-1187，

字子和，號白雲）、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朱熹（1130-1200，字元晦）、

潘夢旂（字天錫）、王宗傳（字景孟）及其師劉氏等人的說法，然亦援引漢魏儒京房（前

                                                        
7  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78。 
8  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79。 
9  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80。 
10  謝輝並指出胡震所引大約二、三十家。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75。 
11  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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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前 37，字君明）、12馬融（79-166，字季長）、13陸績（188-219，字公紀）、14王弼（226-249，

字輔嗣）15的說法。尤以伊川、楊萬里、朱子、潘夢旂的說法徵引最多，對於強調《易》

為卜筮之書的朱子，胡震所引是義理闡釋的部分。 

此外，胡震字自云曾受教於何子舉（？-1266，字師尹，號寬居）、劉均（？-1232）、

饒魯（1193-1264，字伯輿，號雙峰）三先生，16尤以饒魯較為知名，饒魯又師承朱子高弟

黃榦（1152-1221，字直卿，號勉齋）。17
 

至於書名有「衍義」二字，《衍義》18與「衍義體」論著的關聯為何？關於「衍義體」

論著，學者多以宋‧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號西山）《大學衍義》作為衍義體論著

的典型。向鴻全指出：「『衍義』體即是以真氏的《衍義》作為典範或核心，……而在這個

社群中，《衍義》所欲彰顯的通過內聖達致外王的目標，也確乎是這個社群的共同信念。」
19朱人求亦以《大學衍義》作為衍義體典範，指出：「所謂『衍義體』，就是以真德秀《大

學衍義》詮釋體例作為典範的經典詮釋方式。」20
 

《大學衍義》乃為「推衍《大學》之義也」，21在體例方面，朱人求云：「《大學衍義》

開創了一種遵循『確立綱目，先經後史，諸子議論，自己按語』的原則和次序的經典詮釋

體例。」22四庫館臣將本書列入子部，著述宗旨在發揮《大學》八目之精神，談帝王治國

                                                        
12  釋〈乾〉九四云：「京氏曰：『憂其所當憂，而卒於無疑，此三、四之所以无咎也。』」元‧胡震：

《周易衍義》，卷 1，頁 19a。 
13  釋〈賁〉六五云：「『束帛戔戔』，馬氏曰：『戔戔，委積貌。』」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20b。 
14  釋〈乾〉九二云：「陸氏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乎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釋

〈師〉六四云：「陸氏曰：『左次，示不欲殺。』」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11b；卷 2，

頁 44b。 
15  釋〈剝〉卦辭云：「王弼謂：『强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25a。 
16  胡震云：「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長饒先生魯之門。」元‧胡震：《周

易衍義‧自序》，頁 2b。 
17  清‧黃宗羲原本，清‧黃百家纂輯，清‧全祖望修訂：《宋元學案‧雙峰學案》，收入《黃宗羲全

集》第 6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 83，頁 312。 
18  為使行文簡潔，以下皆簡稱《衍義》。 
19  向鴻全：《真德秀及其《大學衍義》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5年），頁 145、146。 
20  朱人求、王玲莉：〈衍義體在東亞世界的影響及其衰落〉，《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 3期（2011

年 3月），頁 19。 
21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自序》，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1986年），頁 3b。 
22  朱人求、王玲莉：〈衍義體在東亞世界的影響及其衰落〉，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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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23其後明‧夏良勝（字于中）24《中庸衍義》25、康熙朝《御定孝經衍義》皆承繼此

體例。 

雖然學者將《周易衍義》列在「衍義體」論著，然亦指出《周易衍義》所承繼的是《大

學衍義》的疏解方式及經世觀念。26向鴻全指出：「《衍義》的道統觀影響了其後倣效其體

例的著作，如在元朝胡震所撰的《周易衍義》一書中，也展現了此種紹承聖學傳統的觀念。」
27又云：「《大學》所說修齊治平之功，在胡震《周易衍義》亦將宋儒對《易》之諸多說解

分置其中，以明聖道之正。」28朱人求亦云：「後世經典衍義基本沿著真德秀指示的方向

前進，以突出經典的經世化價值為主導。如在元朝胡震所撰的《周易衍義》一書中，也展

現了此種經世觀念。」29又云：「胡震把《周易》從占筮之書衍義為修身治國之書。」30
 

朱人求歸結「衍義體」論著特色所云： 

 

「衍義」是一種解釋行為，是指對文本及其意義的擴展、發揮，使之流傳久遠。……

它遵從「以義求經」的詮釋原則，根據自己的詮釋目的和詮釋框架來推衍、發揮經

義，重視經史互證、理事合一，以經世致用為基本價值取向，以服務帝王為根本目

的，帶有鮮明的時代性。31
 

 

意即「衍義體」論著著重對文本義理的擴展與發揮，重視經史互證使理事合一，具有經世

精神，這三點亦適用於《周易衍義》。唯有為帝王服務這點恐未必恰當，不若視為供帝王

施政參考。 

                                                        
23  四庫館臣云：「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為治之序〉、〈帝王為學之本〉，次以

四大綱……，各繫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

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

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採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

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 785。 
24  夏良勝於正德三年（1508年）成為戊辰科進士。 
25  夏良勝云：「蓋竊比於德秀之書，而附益以大防之義也。」明‧夏良勝：《中庸衍義‧自序》，收

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 2b。 
26  向鴻全云：「《衍義》為具有政治與哲學多重意義的文本，其疏解經義的方式也成為後世摹效的典

範，除了明朝丘濬的《大學衍義補》作為《衍義》的續作之外，另有其它著作亦間接樹立『衍義』

的獨特訓解經文方式。」向鴻全：《真德秀及其《大學衍義》之研究》，頁 145。 
27  向鴻全：《真德秀及其《大學衍義》之研究》，頁 147。 
28  向鴻全：《真德秀及其《大學衍義》之研究》，頁 147-148。 
29  朱人求、王玲莉：〈衍義體在東亞世界的影響及其衰落〉，頁 20。 
30  朱人求、王玲莉：〈衍義體在東亞世界的影響及其衰落〉，頁 20。 
31  朱人求：〈衍義體：經典詮釋的新模式──以《大學衍義》為中心〉，《哲學動態》2008 年第 4 期

（2008年 4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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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衍義》亦與多數衍義體論著同樣強調經世致用，胡震釋《易》重視「有益於世

教」32，曾云：「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綱常，而垂教於萬世

也。」33胡震臨終語其子光大云：「《周易》一經非特占筮之書可施，而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之道備焉。」34即此見出，所謂有益世教的原則是指端正人心及維繫綱常，也就是大

學之道。 

綜合上述，《周易衍義》可歸入「衍義體」論著，與其他「衍義體」著作皆重視義理

的推衍發揮及重視經世致用。唯於體例上，不同於《大學衍義》先立標目，附上相關文獻

再加以解說的作法。此外，《周易衍義》纂集眾說，尤重伊川《易》，可視為纂輯眾說的衍

義體論著。 

三、治《易》立場的抉擇 

胡震論歷代《易》學，曾批評部分《易》家僅談天地玄理或讖緯術數。言道： 

 

由漢以來，以高遠探《易》者，不察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往往求《易》

於天地造化之外；以淺近探《易》者，不明乎五行陰陽之道，消息盈虛之理，往往

論《易》於讖緯術數之學，是皆未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道也。35
 

 

亦即批評前賢治《易》，或偏高遠，不重德性與人倫日用；或偏淺易，忽略五行陰陽的消

長變化。胡震認為《易》包含天地、鬼神、人事之吉凶進退，修身經世的道理。胡震云：

「《易》之為《易》，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人物。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

道，修齊治平之本，皆不外乎此《易》也。」36
 

對於眾《易》說的抉擇，與胡震對《周易》性質的認定有關。胡震認為《易》是聖人

經世、憂世之書，37又認為《易》乃聖人因天地之道以明人道變化，不僅能體察人事的理

                                                        
32  胡震云：「有益於世教者，名之曰《周易衍義》。」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3a。 
33  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2a。 
34  元‧胡震：《周易衍義‧（胡光大）序》，頁 3a。  
35  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1b-2a。 
36  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2a。  
37  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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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變化，38又能歸反吾心，自覺吾心所具道德之理並加以實踐。胡震云：「《易》書之作，

闡人道之變化，而原人心之易簡。……可見《易》之立教，豈非欲斯人全此心天地之理，

以立於天地之中乎！」39又云：「此易簡之理，自人心之易簡言其所知。如乾之易，則藴

於心者，不過粹然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如坤之簡，則達諸事者，不過順乎仁、

義、禮、智之理而已。」40
 

關於謝輝所說《衍義》與朱子《易》關係密切，41主要是就《衍義》談及變卦及象占。

《衍義》自〈乾〉卦起，胡震詮解卦辭、〈彖傳〉後，會統一出現一小段總結，其形式首

句為即「此卦其變為（或此卦變為）某卦」，之後會有「其象……，其占……」的解釋。

如釋〈屯〉云：「此卦其變為火風〈鼎〉。其象坎為雲，為勞卦；震為雷，坤為冥昧。其占

有元亨利貞之德，不宜妄動，求賢自輔，乃可濟也。」42爻變部分僅出現在〈乾〉、〈坤〉

爻辭、〈小象傳〉、〈文言傳〉後，如釋〈乾〉九五云：「此爻其變為〈乾〉之〈大有〉，其

象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飛龍之象；其占則利見大人也。」43謝輝認為「可能是胡氏以〈乾〉、

〈坤〉二卦發凡起例，說明其餘各爻均當如此解說。」44並指出：「胡氏關於『變』、『象』、

『占』的討論，與朱子《易》學可以關係。」45
 

然謝輝對胡震「此卦其變為（或此卦變為）某卦」的解釋有待商榷，他認為是朱子所

說：「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46但胡震所採用的是對卦原理而

非朱子「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之說。胡震所承自朱子者應該是消息卦變，如認為〈隨〉自

〈困〉、〈噬嗑〉、〈未濟〉所變，47〈噬嗑〉自〈益〉所變。48也因此朱子以消息卦變釋《易》

的限制亦出現在《衍義》，包括卦變來源並未依一陰一陽之卦自〈復〉、〈姤〉變的通例，

且有的卦竟出現三個卦變。 

胡震批評部分《易》學或偏高遠，忽略五行陰陽的消長變化；或偏淺易，不重德性與

人倫日用。胡震重視義理闡發，卦變、象占所佔分量極小，無法如謝輝所言深受朱子影響。

                                                        
38  胡震云：「《易》書之作，大抵自因天地以明人道，即人道而三天地也。」元‧胡震：《周易衍義》，

卷 15，頁 50a。 
3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5，頁 4b-5a。 
4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5，頁 3b-4a。 
41  此處主要就解經方面討論，謝輝對於胡氏與朱子《易》的關聯，尚提到「河圖」、「洛書」、先、

後天諸圖式。參見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80。 
4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43b。  
4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20a。  
44  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79。 
45  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79。 
46  謝輝：〈《周易衍義》與義理易學在元代的發展〉，頁 79。 
47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5，頁 2a。  
4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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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謝輝忽略胡震在義理釋《易》上，亦多處援引朱子說法，包括釋爻辭清楚標明「朱

子曰」者，亦有數處未標明者，49尤其解釋卦義、卦辭、〈彖傳〉亦有數處引朱子說法，

卻未標明。50即便如此，整體而言伊川的影響更深。 

胡震承繼伊川義理釋《易》的立場及引史釋《易》的作法，並援引或闡發伊川說法，

並在引史釋經及義理發揮多所開展。 

《衍義》援引眾《易》說以伊川最多，楊萬里次之。在援引伊川《易》方面，大抵採

兩種方式，一是引伊川說法印證己見，二是闡發伊川的說法。關於前者，胡震表達個人見

解後，援引伊川說法作為呼應。如釋〈无妄〉六二指出至誠無欲，順理應物之意，並引程

氏「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作為印證。51釋〈无妄〉六三云：「君子唯當憂

吾心之未能无妄，不憂吾身之未能無災也。」並引程氏：「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得之福，

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52
 

至於後者則是順伊川說法加以闡發，如〈蒙〉初六，先援引程氏所說「為政之始，立

法居先，……」，隨後補充立法制刑具有教化意義，指出：「此古人立法制刑，乃所以為教

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53釋〈隨〉卦，先引程氏「人君之從善，臣下

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正。」進而補充枉道而隨之

過，言道：「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欲，此乃隨之過也。」54
 

除了直接標明程氏（程子、伊川）的作法外，有多處逕引伊川說法而未標明，其中有

多處出現在解釋卦辭的開頭，如釋〈訟〉卦辭「有孚窒，惕中吉」，幾引伊川說法，卻未 

 

                                                        
49  胡震引朱子說法而未標明者，如釋〈姤〉初六，引朱子：「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堅剛可知。

一陰始生，靜貞則吉，往進則凶，故二義，戒小人使不害君子，則有吉而无咎；然其勢不可止也，

故以『羸豕孚蹢躅』，曉君子深為之備。」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4a。宋‧朱熹撰，

朱傑人等主編，王鐵校點：《周易本義》，收入《朱子全書》第 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70。 
50  胡震引朱子說法而未標明者，如釋〈大有〉卦辭云：「六五以陰柔居尊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

中之道也；一陰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所以為大有。」引朱子說法，僅略為改動文字。元‧胡

震：《周易衍義》，卷 4，頁 24a。宋‧朱熹：《周易本義》，頁 44。胡震釋〈解〉云：「夫解之

為義有二，有運動之規模，有安靜之規模。難之未解，非有運動之規模則不足以致解，難之既解非

有安靜之規模則不足以處解。」朱子云：「居險能動，……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

不欲久為煩擾。」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1b。宋‧朱熹：《周易本義》，頁 66。 
51  胡震云：「至誠無欲則無所為，亦無所期也。始終一致，意必兩忘，順理應物，焉往而不利。」元‧

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51a-b。宋‧程頤：《周易程氏傳》，收入《二程集》第 2冊（臺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卷 2，頁 824。  
5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53b。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2，頁 825。  
5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6a。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1，頁 720。  
5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5，頁 2b-3a。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2，頁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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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55釋〈同人〉卦辭「同人于野」56、釋〈師〉六四「師左次」57、釋〈大畜〉上九「何

天之衢，亨」58等，這類未標明處甚多，需一一比對，方能見出那些是胡震的說法。 

除了順伊川說法加以闡發外，胡震亦多發揮個人見解，其核心精神在於承繼道統，批

判異端，強調明體達用之學。 

四、承繼道統與宗程義理以衍義 

（一）分辨正學、異端與承繼道統 

前已指出向鴻全認為《大學衍義》的道統觀影響胡震作《周易衍義》。胡震以延續道

統自期，曾云：「多見古昔之善行，而會事為於一心，亦所以畜成其德也。萬古之得失，

自我體之；百聖之道統，自我傳之。畜德之大如此，則涵養人才，康濟天下，皆此德而推

之耳。」59期許心存正學，遠離異端。曾云：「以其心會眾理之善，不出乎四端、五常之

正道，心涵萬古之秘，不越乎五帝三王之正學，異端曲學不接心術。」60
 

胡震本著延續道統的宏願，視佛、老、楊、墨、法家為異端。61胡震批評異端，以其

偏於一端之故。曾云：「嗚呼！世道之降，楊氏蒙於為我，墨氏蒙於兼愛，申、商蒙於慘

刻，老、莊蒙於虛無。」62胡震批評楊、墨有為我、兼愛之偏蔽，老、莊有虛無之偏蔽，

申韓有重峻法之偏蔽，破壞儒家的仁義道德，影響天下安定。 

即此可見，胡震有強烈傳承道統之志，承繼孟子闢楊、墨的精神，批評異端，曾藉〈大

畜〉卦指出有志之士當以傳道統自任。胡震云：「萬古之得失，自我體之；百聖之道統，

自我傳之。」63在異族統治的元朝，胡震高舉儒家大旗，宣揚儒家之教。 

（二）補充及闡發卦義以羽翼程《易》 

                                                        
5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36a-36b。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1，頁 727。 
56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4，頁 13a。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1，頁 763。  
57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43b。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1，頁 735-736。  
5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7，頁 11b。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 2，頁 832。  
5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7，頁 4a。  
6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7，頁 1b-2a。  
61  胡震云：「所講明者三王之正學，所排斥者楊墨佛老之異端。」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7，

頁 13b。  
6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10b。  
6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7，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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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義》對伊川說法多所闡發，全書對卦義闡發多有新意。透過文獻比對，彙整出胡

震獨特觀點，主要有兩類，補充卦義與闡發核心卦義。 

關於補充卦義，舉三例說明。程、朱於〈蒙〉皆言童蒙無知故需啟蒙，胡震則區分為

愚蒙與童蒙。胡震云：「有愚蒙、有童蒙。愚蒙者，下民無知昏昧，而未可遽化者也。童

蒙者，童稚之初，始生而蒙，其本心虛靈知覺，渾然而具足，特純一而未發爾。」64將啟

蒙對象區分為無知昏聵的愚蒙之人與純真良善的孩童。 

程、朱於〈豫〉皆言天下和樂，胡震則卦區分一己之樂及眾人之樂。胡震云：「玩〈豫〉

之一辭，則見一心和順之積焉，見群心和順之應焉，見至理之不咈焉，見逆徳之不萌焉。

大順之理，周流萬事，何事之不利？」65意即〈豫〉卦既有個人修德一心和順之氣象，亦

有群體同心和樂之景象。又於〈損〉卦指出克己及制物二義。胡震云：「損之為義有克己

之義，有制物之義。損偽而盡誠，克己之損也；損文而就質，制物之損也。」66
 

闡發卦義核心思想，舉三例說明。於〈大壯〉強調大壯之道在剛而得正，有浩然之氣。

胡震云：「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塞乎天地之間，是則大壯之正道也。」67於〈升〉卦指

出為官之道在於行正道而大通。胡震云「升者進而上也，升之道以元亨為本，用此道以見

大人，則諫行言聽，而膏澤下於民。」68於〈革〉卦強調掌握通變之體用。胡震云「此因

通變之效而推通變之理，因通變之理而推通變之效也。」69
 

（三）明體達用之核心精神 

胡震以體用不二談明體達用，實承自伊川「體用一源」的主張，強調明體必能達用，

達用必本於明體。胡震於〈睽〉卦強調解睽之人須具備明智、剛毅、仁愛諸德。胡震云：

「夫運天下之大謀，濟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而無不吉者，必其至明，足以達合睽

之理；必其至剛，足以行合睽之道；必其至仁，足以盡合睽之情。」70 

除了強調體用不二外，胡震尚提出動靜皆本於天理。曾據〈艮〉發揮此意，胡震云：

「此言動靜各止於天理，所以无咎也。君子之動，無往而非止也，靜而止於天理；靜亦定

                                                        
6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1a-1b。  
6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4，頁 35b。  
66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13a。 
67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8，頁 47b。 
6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26a。 
6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2，頁 1a-1b。 
7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9，頁 33a-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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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動而止於天理，動亦定也。」71並指出天理是合於中道的。釋〈節〉云：「天下之理

至於中而止，中者處節之道也。人心每易好高也，好高不已則僭，不可不節也。」72
 

胡震亦強調明體達用須無私無為，雖然曾云：「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73但胡

震所說的無為非道家柔弱勝剛強，自然無為之意，而是本於儒家談無私意造作，純任天理。

且基於儒家重本心，故言有心無為。關於成德，胡震藉〈无妄〉六二強調心體至誠無偽，

順應天理，即此而言無為。曾云：「六二柔順中正，誠德渾然，人偽不雜，因時順理，而

無私意期望之心。」74並強調聖人純乎天理，無為而治。曾云：「以義言之，即聖人之無

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夫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而然者，乃純乎天理，

而不雜以人偽者也。」75
 

胡震曾以《中庸》、《大學》說明儒家明體達用之學。胡震云： 

 

蓋君子之道，其明體將以達用，……《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必

達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中庸》之道，致中和，必達之於天地位，

萬物育焉，實皆明體達用之兩盡。76
 

 

胡震以格、致、誠、正及致中和的心性工夫為明體，修、齊、治、平及天地位、萬物育為

達用。 

綜合上述，胡震所說的明體達用，其核心精神是體用皆合於天理，此天理合於中道，

並強調體用不二，無私意造作。 

（四）心性論與工夫實踐 

胡震對人性的看法大抵與程、朱一致，肯定人稟受天地之氣、天地之理以生。胡震云： 

 

乾陽、坤陰，塞乎兩間，此天地之氣也，人物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

臟、百骸之身。乾健、坤順帥乎二氣，此天地之理也，人物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

                                                        
71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2，頁 37a。  
7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4，頁 12a。 
7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25b。  
7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50b。  
7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50b。  
76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43a-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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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健順五常之性。故得二、五之精以為行者，未有不得無極之真，以為心者也。

77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遂有魂魄、五臟及形軀；亦稟承天地之理，故具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

亦稟受純粹靈明之氣而有虛靈明覺之心。 

胡震亦指出人心本具天理，此誠心可落實於行事。胡震云：「夫上帝降衷，生民秉彝，

而是誠均具於人心；實理具足，實用流行，而是誠貫通乎人事。」78至於人禽之辨，胡震

云： 

 

彼物得形氣之偏，固不能通乎性命之全體；人得形氣之正者，實能通乎性命之全，

而靈於物。彼物不通乎性命之全，其知覺運動固蠢然矣；人能通乎性命之全，其仁、

義、禮、智固粹然也。79
 

 

人與禽獸之別在於人得天地形氣之正，具仁、義、禮、智之善性，能通性命全體，禽獸得

形氣之偏，故知覺運動有其限制。 

胡震承繼程、朱格致工夫。釋〈中孚〉云： 

 

夫天下之言誠者多矣，而知誠之所以為誠者鮮矣。小人硜硜而必信者，不足以為信；

好信而蔽於賊者，不足以為誠。尾生、白公之信，不足以為誠，……欲其先知天下

之至理，然後誠意之功不差焉；……欲其先明善道之正，然後誠身之道不悖焉。80
 

 

意即誠信須本於格致工夫，方不致落於小信小義。又於〈震〉卦辭強調不失性情之正方能

成就大業。胡震云：「此言不失性情之正，則可為人神之主。性情雖統於吾心，而人神亦

關於吾心也。」81
 

胡震進一步談到人與人的感通，指出： 

 

吾惟立此大本，則人心同此天者，莫不有此正性，以性感性，何所不通？以至正之

                                                        
77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2a-2b。  
7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8，頁 7a。  
7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2a-2b。  
8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4，頁 22a-22b。 
81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2，頁 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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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道言，所謂率性之道，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皆是也。吾惟由此達道，

則人心同此天者，莫不有此正情，以情感情，何所不通？82
 

 

胡震以人具仁、義、禮、智之道德善性，能表現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道德情感，

故人與人能以善性及道德情感，相互包容、理解，即此而言感通。 

胡震又進一步指出藉由戒慎恐懼的態度及慎獨的工夫，達到存天理，遏人欲的理想。

胡震云：「其戒謹、其恐懼、其謹獨，所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失此中也；極而至於天

地位，萬物育，所以極此中道之功效也。」83
 

胡震亦探討人心、道心的議題，認為人皆稟受天地之氣，遂有人心；亦得天地之理，

即此而有道心。胡震云： 

 

凡厥有生，同得天地之氣以為性，故雖堯、舜未嘗無人心；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故雖桀、紂未嘗無道心。但人心生於形氣，故私欲易流而易危；道心隱於人心，故

妙理難見而甚微。唯精以察之而明人心、道心之别，一以守之，而使道心常為一身

之主，人心每聽命焉。84
 

 

人心是就吾心不依內在道德性順私欲發用而稱之人心，心依內在道德性而發用稱為道心，

若以道德心為身體之主宰，則情緒、欲望之發用便不致失據。胡震又云： 

 

夫人之一性，正理渾然，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智愚，無

聖狂，此理固均具也。及其性動而為情，循其性則道心為人心之主，人心聽道心之

命，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於是乎動罔不吉。〈離〉之六二，麗乎中正，則

循其秉彝之良心，而無偏黨反側之私，率其天理之正性，而無私心横發之危，此吉

之所以大也。85
 

 

胡震認為心未發用時，道德性理內具吾心；心之已發，表現為道德情感，一切情緒、欲望

皆能合理發用。 

相較程、朱人心、道心之辨，伊川以有私欲為人心，純天理為道心。伊川云：「人心，

                                                        
8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8，頁 23a-23b。  
8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8，頁 7b。 
8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34b-35a。  
8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3，頁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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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86朱子更進一步詮釋，〈問

張敬夫〉云： 

 

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

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

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87
 

 

朱子詮解伊川所說的私欲是指不純由天理發出，而有人為造作。強調只有一心，道心、人

心並非為二，純任天理便是道心。 

深究伊川所論，伊川認為人心是指私欲，道心是指道德之性，人心滅則道心明，時將

人心、道心區分為二，這點胡震和伊川是一致的，認為人有道德性，亦有情感、欲望、情

緒。但不同的是，伊川強調滅私欲，胡震則強調道心為人心之主宰，人欲不可去，但可透

過道心引導，使得其正。至於朱子則見出伊川的說法會出現二心的問題，故強調人心、道

心實為一心，以其有私意造作稱為人心，純任天理而無私意則為道心，並強調由人心而體

察道心。朱子的說法避免心體被區分為二的問題，指出了人心、道心兩重境界。胡震則重

在人同時具有情感、欲望、情緒及道德性及道德情感，若能以道德性及道德情感為主宰，

則能使情感、欲望、情緒的發用中節不偏，如此反而能正視人具有情感、欲望、情緒的面

向，可以透過引導而節制，而非一味強調滅人欲、去人欲。 

此外，胡震認為當吾心依道德性發用而為道德情感，正因無私意、私欲障蔽，即此而

言誠心，唯有吾心在不受私意、私欲障蔽的清明狀態，人與人方能以誠心相感。足見胡震

雖承繼程、朱的觀點，然亦有其開展處。 

胡震承繼程、朱的心性論及內聖的重要性，然亦發揮明體必能達用的觀點，此為胡震

的重要主張。 

（五）以明體為本及守常應變的達用觀 

胡震強調以明體為本的達用觀，曾云：「此一節明體用之學也。得於心者謂之德，成

                                                        
86  宋‧程頤：《河南程氏遺書》，收入《二程集》第 1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卷 24，頁 312。 
87  宋‧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

第 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 32，頁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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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者謂之業。……進德者，修業之始。……居業者，進德之終。」88又云：「其道濟天

下，而處之以無為，此其大用之達，必有德以為之本也。」89並於〈井〉卦，指出有用的

井除具備定體，如同人具有恆常德性，但井的價值在於有乾淨的水供人汲取，好比人能成

就經世事業。胡震云： 

 

此聖人示人以明體達用之學也。井之為井穴地而出水者也，邑之改遷無常，而井之

靜定有常，君子之立不易方者實似之。……井之有定體也，然知井有定之體，而不

能汲之以為飲食之用，則井亦無用之物耳。人有至恆之德而不能取之以為酬酢之用，

則德亦無用之物耳。……蓋君子之道其明體將以達用。90
 

 

胡震指出人若能循天理，去私欲，充分順應天地人事消長盈虛之理，便能參贊化育。胡震

云：「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參配天地，而造化在我矣。」91因此胡震認為聖人亦期許小

人用《易》，故對「《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提出另番見解，指出：「然聖人非不為

小人謀也，君子之惡於小人，欲小人之皆變為君子也。」92
 

此外，胡震強調守常應變的達用觀，認為應充分掌握盈虛消長之理並善處之。在掌握

事物盈虛消長變化之理方面，胡震云：「天行之理，有消長，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

相為循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93又於〈泰〉九三說明以人待天，以義勝命之理，言

道：「天理盛衰，消長循環之道，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

泰而无咎。」94並指出任何身份皆能由《易》往來消長之理得到啟發，曾云：「人君用之

則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

亡。」95
 

至於明時善處之道，胡震於〈萃〉上六說明處〈萃〉之極當思萃極則散之理，保持戒

慎之心。胡震云：「處〈萃〉之極，憂深思遠，此无咎之道也。夫萃極則散，盛極則衰，

此造化寒暑之運，古今離合之數也。」96
 

胡震言達用，不僅強調需守常應變，尚需考慮自身角色。胡震釋〈蠱〉上九云：「有

                                                        
8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17a。  
8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3，頁 22a-22b。  
9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43a-43b。 
91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5，頁 38b。  
9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8，頁 40a-40b。  
9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6，頁 24a-24b。  
9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3，頁 42a。  
95  元‧胡震：《周易衍義‧自序》，頁 2a。  
96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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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初，退避於無事者，非臣道之正；無事之後，必欲其有事者，亦非臣道之正。」97亦

即為人臣面對國難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之際，則以維持安定為要。 

至於君子、小人之辨，胡震認為人皆得天地純善之理及精氣，然小人因氣質、習氣之

故而陷溺，若能去人欲而依循天理則能成變為君子。胡震云： 

 

蓋人生天地間，同得無極之真以為性，同得二五之精以為形。方其初也，孰為君子，

孰為小人，唯其氣質不同，習尚各異。陽明勝而循天理則為君子，陰濁勝而狥人欲

則為小人。然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小人之可變

為君子也。98
 

 

胡震又藉〈困〉卦說明君子困而不失其志。他認為處困乃常事，並說明君子處困是因價值

觀不同。胡震云：「天地間有陰必有陽，有晝必有夜，有達必有窮，是困窮之遇，亦天下

常然之理。」99又云：「是故天下尚功利，我獨尚仁義，此我之所困也。」100因此處困之

道在於不放棄理想，堅守正道，謹慎言語。胡震云：「處困之道不越乎二說，曰守正也，

曰謹言也。」101又云：「誠實之權在我而不可移，此困之所以亨。……於斯時也，吾道既

不偶，則吾言亦何足以取信於斯時？……勿為多言譊譊以招外侮可也，括囊自處可以无咎。」
102並由〈困‧象〉闡發君子處困，有命運因素，也有個人心志。胡震云： 

 

君子處困，有命焉，命在天，則致之，雖困而無所避也；有志焉，志在我，則遂之，

雖困而不可奪也。不可求者，命也；從吾所好者，志也。委致其命，自遂其守道之

志，所以處困而亨也。103
 

 

君子面對不可改變的命運便安然接受，但個人心志卻能充分作主，故能困而不窮。除此，

又指出君子處困能留意時勢變化，依時順處。於〈困〉九二發揮勿急於脫困，當藏器待時。

胡震云：「困無久而不通之理，而以道自重者，不可有速於求通之心；且九二之藏器待時

                                                        
97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5，頁 21b。  
9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4，頁 4b。  
9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32a。 
10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32b。 
101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32a。 
10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32b。 
10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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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飲食宴樂以為常，其辭富居貧也。」104胡震除了發揮君子處困能藏器待時外，亦發揮

處困隨時可能遇到險阻，當時時自省。釋〈困〉上六云： 

 

處困自重，固君子之雅操；悔非從是，亦君子之學力，況天下之是非存乎兩塗，……

出乎姦邪纒繞危動不安之域，則入乎坦平正大安靜自得之域，是悔也乃大易變困之

道，義理生生之機。105
 

 

即此可見，胡震論致用並基於事功立場，而是承繼程、朱明體達用的立場，並發揮程、朱

格物致知工夫的思想，強調致用以明體為本及守常通變的主張。 

五、引史衍義 

（一）承繼伊川引史釋《易》的作法 

引史釋《易》亦為胡震承繼伊川《易》學的表現。關於伊川引史釋經的作法，黃忠天

指出：「程伊川引經史以證《易》者，亦百有餘處，其中引史者，亦在八、九十則以上。」
106又云：「故自南宋以來，以理詮《易》、引史證《易》者，鮮不受《伊川易傳》之啟迪。」
107並指出楊萬里亦深受伊川影響，曾云：「《誠齋易傳》中援引之史事，大抵本諸經傳史

冊，……在明引前人易說之史事，凡十七則中，引自《伊川易傳》之史證，則有十一則之

多。」108
 

就《衍義》全書引史釋《易》來看雖承自楊萬里，然楊萬里亦受伊川影響，故亦可視

為胡震承繼伊川引史釋《易》的作法。誠如黃忠天所云： 

 

《程傳》其書雖未如李光、楊萬里以史事證全經，然由於其書廣引史事以證《易》，

兼以時代環境諸因素之推波助瀾，引史證《易》，後竟成為宋代義理易諸家常見之

                                                        
10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36a。 
10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1，頁 41a-41b。 
106  黃忠天：〈《伊川易傳》對宋代史事派易學之影響〉，《高雄師大學報》第 16期（2004年 6月），

頁 209。 
107  黃忠天：〈《伊川易傳》對宋代史事派易學之影響〉，頁 209。 
108  黃忠天：〈《伊川易傳》對宋代史事派易學之影響〉，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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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易》方式。109
 

（二）引史釋《易》的實踐 

黃忠天認為元代淵源於宋代史事《易》主要有三大家，李簡（字蒙齋，？-？）110、

胡震、陳應潤（字澤雲，？-？）111。並評論胡震《衍義》云：「胡震生平嗜書，貫通經史，

其《衍義》一書，釋經切人事，復隨爻引據史實，以相佐證，蓋亦受宋代史事易宗之影響

也。」112
 

既然胡震為元代史事《易》三大家之一，實有必要深究其引史釋《易》之特色。相較

李簡《學易記》、陳應潤《周易爻變易緼》屬《易》傳注，《衍義》屬「衍義體」論著，性

質有所不同，引史方式自有殊異，《學易記》、《周易爻變易緼》引史解經較精簡，《衍義》

引史衍義，於史事意義發揮較多。可舉胡震釋〈豫〉六五為例，胡震欲闡發理想的政治形

態，提出：「權綱振肅，上下和穆，此君道所以隆；威柄下移，公室不張，此君道所以替。」
113隨後便抒發世變高論，從西周末年一直談到唐代。先談周幽王無道，大權旁落諸侯。到

了漢代，西漢元帝時石顯專權，漢成帝時王鳳專權，東漢桓帝時梁冀專權。最後談到唐玄

宗天寶年間，玄宗失德，李林甫專權。最後歸結出：「嗟夫！《大易》之垂戒如此，其明

且切。後世之耽豫如彼，其昏且惑道之難盡如此。蓋《易》之一書，聖人存善戒惡，兩不

忘者，乃所以正天理，扶綱常也。」114相較宋、元引史《易》著，難有如胡震以如此大的

篇幅引史衍義者。 

胡震釋卦爻辭屢藉由史事發揮義理，然不僅運用在解釋個別卦辭、爻辭，甚至就整個

卦爻辭整體引史衍義。最鮮明的例子莫過釋〈夬〉之卦、爻辭。整個〈夬〉卦卦爻皆針對

君子除小人之事，可就義理、史事整體並觀。 

〈夬〉卦談君子如何除去小人，胡震於卦辭先指出就常道而言應以正道除去小人，既

而說明亦有以正道除小人卻失敗的例子。胡震云： 

 

                                                        
109  黃忠天：〈《伊川易傳》對宋代史事派易學之影響〉，頁 210。 
110  《元史類編》云：「李簡字蒙齋，信都人，憲宗九年官泰安州通判。」清‧邵遠平：《元史類編》

（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據掃葉山房刊本影印），卷 34，頁 12a。 
111  陳應潤生卒不詳。據四庫館臣所云：「《黃溍集》有是書〈序〉，稱其字曰澤雲。又稱其延祐間由

黃孍文學起為郡曹掾，數年調明掾，至正乙酉調桐江賓幕。」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

頁 27。 
112  黃忠天：〈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周易研究》2007年第 5期（2007年 5月），頁 43。 
113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4，頁 43b。 
114  該段所言世變及最後歸結均見胡震：《周易衍義》，卷 4，頁 43b-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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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公道而去小人，此不易之說也。然以公道而去小人，亦有濟不濟者焉。孔子誅

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以公道也；舜去四凶於聚眾之朝，以公道也，其行誠利矣。以

裴度而斥皇甫之姦邪，其說非不公也，而反為皇甫逢吉所擠；張九齡指牛仙客之目

不知書，非不公也，而反獲荆州之貶。豈去小人者公道不足恃耶？亦所以行公道者，

有不可以直遂也。115
 

 

胡震分別舉兩個成功及失敗的實例，說明聖賢秉公道除小人而功成，但唐代裴度（765-839，

字中立）、張九齡（678-740，字子壽）卻失敗反受害。透過史例說明君子除小人除依常道

外，還有現實因素的影響。 

正因有現實因素的影響，胡震藉〈夬〉初九說明需考量敵我情勢，及小人為求生存無

所不用其極。胡震云：「不思我之勢如何，而冒然亟欲去其竊位者；不思彼之得時者何如，

而奮然欲斥其得時者，鮮有不受其咎。況小人之勝君子，其心險於山川，其忍毒於豺狼，

其謀深於坑穽。」116
 

又於〈夬〉九二解釋何以九二陽剛得中，仍須謹慎戒備。胡震云：「誠以隱謀隱計，

伏藏不露，小人之陷穽也。……使君子自謂力量足以勝之，氣燄足以爍之，而内無戒心，

外無戒備，則莫夜之變，必有出於吾之所不料者矣。」117強調小人難防，君子欲除害需存

戒慎之心。 

並藉四岳向堯推薦鯀治水、周公重用管叔治殷民、孟子弟子樂正子從齊權臣王驩為官、

孔明誤用馬謖守街亭等例，闡發〈夬〉九三聖賢君子雖一時誤用小人，然能果斷修正己失，

仍不減其高潔人格。胡震云： 

 

君子誤與小人合，何世無之？特不終其過，而能去其係累之私，則其凶可吉，其汙

可潔，其晦可明也。以岳之賢而薦崇伯，以旦之聖而使管叔，以樂正子之學古道而

從王驩，以孔明復漢之忠而信馬謖，……是皆君子之過耳。118
 

 

亦於〈夬〉九四闡發《易》雖表面談君子除小人之事，但更深層的用意是提醒君子現實上

與小人共事，須防範小人。胡震云「是知君子決小人，固聖經之所望，君子而近小人，尤

                                                        
11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37b-38a。 
116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40a-40b。 
117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41b-42a。 
118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42b-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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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之所深戒也。」119又藉〈夬〉九五闡發表面看來小人易除，但實際執行面非常複雜，

提醒應謹慎採取恰當作法，避免手段過急、過猛，或過緩、過寬。胡震云： 

 

夫至易去者小人，至難去者亦小人，過於急遽則激變，而致小人之亂，過於因循則

畜養而固小人之勢，過寬則巽懦不威而不足以聳姦邪之懼心，過猛則暴戾無親而失

國家之大體。是去小人者，其勢雖易，揆之義理則未容以易言也。120
 

 

最後於〈夬〉上六闡發此時君子宜終結小人，即便君子宜懷教化之心，然小人為惡日久，

罪無可赦，宜果斷除去。此外，胡震認為上六乃《易》對小人的提醒，需即早悔悟，以免

落得李斯父子臨刑之歎，潘岳因得罪孫秀而與好友石崇俱被害。胡震云： 

 

眾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無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夫聖人之於天下，其善善長，其惡惡短，未嘗不欲小人皆化為君子。今〈夬〉之上

六居五陽之上，其位甚高，而播其惡於天下；其權甚重，而流其毒於萬姓。於此時

而有所號呼，是誠如飛簾之惡，而武王不得而赦之；如管蔡之惡，周公不得而親之；

如少正卯之罪，孔子不得而進之也。悲哉！上六之窮，聖人雖有愛之之心，亦末如

之何也已矣，終不可長也。無所號咷，豈能人乎？然則上六一爻，其小人之藥石乎？

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耳。121
 

 

綜觀上述，引史衍義實為《衍義》一大特色，即事以明義，闡發各卦之深義。然部分內容

過於冗贅，如釋〈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若簡要引史事說明建國之初宜建

諸侯即可，但胡震卻大邊幅暢談東周初年建諸侯之利，及東周末年諸侯擴權而有建諸侯之

害，122若適當運用，有助習《易》者理解經文，但若衍繹太多，則顯得駁雜。 

六、胡震《易》學的限制 

至於《衍義》的限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改易《易》經傳，二是過度演繹。館臣對胡

                                                        
11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44b。 
12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45a-45b。 
121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46b-47a。  
122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頁 44b-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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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改動《易》經傳的批評，其中一項是胡震承繼伊川將〈繫辭傳〉移「天一、地二地十」

及「天數五、地數五……」至「大衍之數五十」之前。123於「天一、地二……地十」標註

「此簡本在第十章，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124於「天數五、地數五」一句下標明：「此

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125胡震所據乃伊川所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

『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

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126
 

至於胡震自行改易處有二，一是改易〈乾〉、〈坤〉傳文，二是置〈雜卦〉於〈序卦〉

前。四庫館臣曾對此提出批評云： 

 

書中於〈乾〉、〈坤〉二卦卦辭下，接〈彖傳〉，繼以釋彖之〈文言〉、次〈大象〉、

次爻辭，下接〈小象〉繼以釋爻之〈文言〉。又置〈雜卦〉於〈序卦〉之前，序次

頗為顛倒。127
 

 

即胡震異於通行本將〈文言傳〉內容分別附在〈彖〉、〈小象〉之後。又將〈雜卦〉、〈序卦〉

次序對調。對於將〈序卦傳〉、〈雜卦傳〉次序對調，現存《四庫》本已異動，非胡震本原

貌。 

胡震異動〈文言傳〉、〈序卦傳〉、〈雜卦傳〉的序位，且將〈文言傳〉割裂，然考察胡

震的用意，實依〈乾‧文言〉、〈坤‧文言〉解釋卦辭、爻辭的性質，故將〈文言傳〉內容

分別附在〈彖〉、〈小象〉之後。 

第二項限制是《衍義》有演繹過多之病。館臣曾直指此弊云；「其於經文訓詁，大都

皆舉史事以發明之，不免太涉泛濫，非說經家謹嚴之體。」128
 

除了義理闡發及引史衍義有演繹過多之病外，對經傳所涉及的制度與專業知識亦出現

補充過多的問題。以〈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為例，釋《易》者僅需說明用

兵當謹慎兵法及樂律即可，但胡震極力著墨，詳細介紹黃帝的兵法，又提及周初及漢魏的

兵法。胡震云：「其在周興，則有太公六韜之法；在漢，則有黄石公三略之法，在蜀，則

                                                        
123  徐玉梅指出：「其疑改說如下：一經書篇卷次第之置疑──抒一己之見，……二經書簡策之改易─

─承前儒之說。朱子於〈繫辭上傳〉……」徐氏指出胡震承繼朱子之說，然事實上朱子是承繼程頤

之說。徐玉梅：《元人疑經改經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頁 147。  
124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5，頁 17b。  
125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5，頁 18a。  
126  宋‧程頤：《河南程氏經說‧易說》，收入《二程集》第 2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頁 1030-1031。  
127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 23。 
128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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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武侯八陣之法。若夫楚之亂次，晋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無律之師也，其能

吉乎？」129雖然有助瞭解兵法，但所論不免過於繁雜。 

又如運用卦氣解釋〈解〉卦辭，胡震云： 

 

天地之氣開散，交暢和達，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

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以卦氣言之，解為春分，雷始發聲，王者法

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

也。130
 

 

此乃將〈解〉卦與節候春分結合，說明人事應與天候相應。此外，在〈繫辭傳〉「大衍之

數」章，胡震大談天文知識，131亦有雜蕪之病。 

相較下，義理闡發、引史衍義及部分制度與專業知識有演繹過多之病的問題較嚴重些，

改易經傳文字的缺失略輕。若能於〈自序〉說明為何改易〈乾〉、〈坤〉傳文，及置〈雜卦〉

於〈序卦〉前，便救正此缺失。 

七、結論 

《衍義》雖然著重義理發揮，然亦不廢解經。胡震釋卦爻辭，亦重視字詞訓詁，亦解

釋卦爻辭取象。對於卦爻辭取象的解釋，亦運用前賢常使用的上、下二體之象、爻性、爻

位、當位與不當位、卦主、卦變，及爻與爻承、乘、比、應的關係，亦運用〈說卦傳〉八

卦所代表的象說明取象。《衍義》為衍義體論著，透過纂集眾說兼及己意詮解《易》經傳，

透過引史衍義，發揮《易》修身經世之理。胡震廣採宋儒《易》說，亦不廢朱子象占之說，

但整體而言是歸宗程子，致力闡發伊川義理，並擴大伊川引史作法。 

胡震《易》學實於伊川義理（亦含部分朱子義理）釋《易》基礎上進一步擴展。伊川

雖強調《易》為開物成務之書，亦重明時通變，但整體而言，伊川（亦含部分朱子義理）

仍是以明體為主。胡震在此基礎上，將明體與達用並論，強調明體必能達用，達用必本於

明體，不僅重視常道，亦強調識時務的重要，並透過引史衍義，將伊川義理大幅擴展，就

                                                        
129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2，頁 38b-39b。  
130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0，頁 3a-b。  
131  元‧胡震：《周易衍義》，卷 15，頁 26b-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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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言實有羽翼伊川《易》學之功。 

在元代《易》學以纂註體為主的學術風尚，《衍義》在義理闡發及引史衍義上獨樹一

幟；在以宗朱為主流的元代，胡震特別宗程，亦顯得特出。透過胡震《易》學可見出元代

《易》學的另番面貌，亦見出元代學者對程、朱《易》學的承繼與開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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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Zhouyiyanyi about the Hu Zhen’s standpointin traced 

back to Cheng Yi 

Yang, Tz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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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 Zhen was an important scholar of Yijing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he wrote Zhouyiyanyi. 

Zhouyiyanyi is the work of meaning creations style. In this book, it collected 

annotation ,explained Yijing by himself,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meaning of Yijing in humanistic 

pragmatism. Hu Zhen followed Cheng, and he quoted Cheng’s studying extensively. Therefore, 

he didn’t abolish Zhu Xi’s statement that about Divination. He also adopted the Yijing studying 

by the scholar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explained the Yijing. He elucidated the meaning of the 

Guayaoci by historical event, and added remarks about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Yijing. Hu 

Zhen showed the ambition that he wanted to inherit the Confucianism, and differentiated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resy. He elucidated to make practical use of truth of Confucianism by 

Yijing, and it was very especial on The Yijing study in the Yuan Dynasty. On the hermenutus and 

deriving, he was inherited but also developed. In the Yuan Dynasty, many people followed Zhu 

Xi’s Yijing study. Hu Zhen was very especial that he followed Cheng Yi’s Yijing study. We can 

find a new appearance by Hu Zhen’s Yijing study, and find the scholar in the Yuan Dynasty how 

to elucidate Cheng and Zhu’s meaning. It’s Hu Zhen’s contribu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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