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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鸟占类卦艾辞释证

刘 保 贞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

山东 济南 。。

摘要 《周易 》卦丈辞中有许多
“

物占
”

方面的内容
,

鸟占是其中的一种
。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结合世界及我国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有关鸟占的资料
,

对《周易 》中有关鸟占的 条卦交辞进行了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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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叮 创闭 , ,

关于《周易 》卦丈辞中有鸟占方面的内容
,

是古人
“

物 占
”

中的一种
,

我在 “
卦交辞分类研究

”中曾提

及
, 。但并没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

。

这一问题一直萦绕我脑中
,

不能释怀
。

近 日于 网上搜索
“ 鸟占

”

方面

的资料
,

偶然读到了刘毓庆先生的 诗经 鸟类兴象与上古鸟 占巫术 》
, 〔习欣喜非常

。

刘先生在文中对我

国先秦典籍 中的鸟 占资料进行了梳理
,

并对这种习俗的产生
、

它的思维基础 原始思维 等进行 了阐述
。

他说 鸟 占是一种原始习俗
,

是根据鸟的鸣叫
、

飞行或出没活动来预测事物吉凶的
。

法 国学者盖依将此

认作是领会
‘

天语
’
的一种方式

。

也就是说
,

神通过鸟把信息传递给人类
,

而人类通过对鸟活动的辨识才

能认识这种神秘信息的意义
。

这种习俗几乎不 同程度地存在 于世界上所有 的民族 中
。 ” 第 一

页 习 刘毓庆先生文章的重点是在探讨《诗经 》鸟类起兴意象与远古鸟情 占 卜习俗 的关系
,

其中运用到

了《周易 》中的鸟占资料
,

但并未对其中的所有鸟占资料进行细致的解说
。

本文拟在刘毓庆先生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
,

结合世界及我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有关鸟占的资料
,

对《周易 》中有关鸟占的卦艾辞进行

新的解读
。

由于年代久远
,

卦艾辞又过于简奥
,

又加卦交辞多独立成文
,

不像《尚书 》各篇那样可根据上

下文合理推理
,

更有古注误导
,

所以这篇续貂之作
,

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

请方家不吝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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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中和鸟有关的卦交辞大约有 多处
, ①其中有些卦交辞虽和鸟有关

,

但只是人 的行为所涉

及的对象
,

属于一般的物占
,

不是我们所说的根据鸟的鸣叫
、

飞行或出没活动来预测事物吉凶 的鸟 占
,

如

《解 》上六 公用射华于高墉之上
,

获之
,

无不 利
。

《鼎 九三 鼎耳革
,

其行塞
,

维青不食
,

方 雨亏悔
,

终吉
。

《旅 》六五 射雄一 矢亡
,

终 以誉命
。

而明显属于鸟占的卦交辞共有 条
,

今据其内容
,

按鸟的飞行
、

鸣叫和出没活动分为三类略作说明
。

一 水杆士 良 六
、 、 口 护产 、卜 一一刁 弓一闷

《明夷 》初九 明夷于飞
,

垂其界
。

君子于行
,

三 日不食
。

有效往
,

主人有言
。

“ 明夷
”指 的是一种飞鸟

,

这是确定无疑的
。

但到底是什么鸟
,

至今还无定论
。

李镜池先生 以为是鹑

鹏 第 一 页 〕,

高亨先生以为是鸣难 第 页 习 。

这两种说法从文字学的角度都能讲通
,

但也

还都值得怀疑
,

因为
“

鸣
”

谦 》六二
、

上六
,

《豫 》初六
,

《中孚 》九二
“

难
” 鼎 》九三

,

《旅 》六 五 这两个字

在今本卦艾辞中多次出现
,

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并同
。

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本存《谦 豫 》两卦
, “
鸣

”

字也并

同
。

这说明至少在战国秦汉间
,

《周易 》的传播者们都清楚
“

明
”
和

“

鸣
” 、“

夷 ”和“
堆

”
是有明显区别的

, “
明

夷 ”不同于“ 鸣难
” ,

也不同于
“

鸣鹏 ” 。

因此
,

我以为
“

明夷
”应是一个不可分开的语素

,

而不是一个偏正词

组
,

两个字合起来称一种鸟
,

这种鸟现在的名称是什么我们不清楚
。

或以为即
“

蛹姨 ” 。

左思《蜀都赋 》

“ 蛹姨山栖
,

奄龟水处
。 ” 刘 渊林注

“

蛹 嫡 姨
,

鸟名也
,

如今之所 谓 山鸡
,

其雄色 班
,

雌 色黑
。

出 巴

东
。 ‘ 〕

“

于飞 ”“ 于行 ”的
“

于
”

字是个语气副词
,

用在主谓之间
,

起补充音节的作用
,

没有实际意义
。

“ 垂其翼 ” ,

帛书作
“
垂介左翼 ” 。

从上下文的句式来看
,

当以 帛书本为是
。

古注多据
“

垂其翼 ”而释为

明夷因害怕而悄悄飞行
,

不敢展翅高飞
,

如王弼 日 “ 明夷于飞
,

怀惧而行
,

行不敢显
,

故日 垂其翼
。 ”〔 〕今

人多据高亨先生的说法 或略有变通
,

以为是和下艾六二
“

夷于左股 ,’伤在左股 有关
,

故聋拉着左边的

翅膀飞翔
。
⑧ 这种说法恐与事实不符

。

如果翅膀一垂一展
,

鸟类如何在空中保持平衡 有谁见过用一

只翅膀飞行的鸟
“

垂其左翼 ”实际上应该是说鸟在空中盘旋
,

向左转弯时左翅朝下
,

右翅朝上
,

斜着身

子飞行
。

“
有言

”二字连用
,

在卦交辞中除本丈外
,

尚有 次

《需 》九二 需于沙
,

小有言
,

终吉
。

讼 》初六 不永所事
,

小有言
,

终吉
。

《困 》困
,

亨
,

贞大人吉
,

无咎
,

有言不信
。

《震 》上六 震索索
,

视里里
,

征凶
。

震不 于其躬
,

于其都
,

无咎
,

婚姚有言
。

《渐 》初六 鸿渐 于干
,

小子厉
,

有言无咎
。

① 之所以用
“
大约

”
这个词

,

是因为有些卦艾辞过于简略
,

它们到底和鸟有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还难 以速下定论
,

如《小过 》六五 密

云不雨
,

自我西郊
,

公弋
,

取彼在穴
。 ”

弋是带绳的箭
,

一般用来射鸟
,

但这里并没明言是射鸟
,

所以也不能排除射其他动物的可能 再如

《师 》六五 田有禽
,

利执言
,

无咎
。

长子帅师
,

弟子舆尸
,

贞凶 ,’比 》九五 显 比 王用三驱
,

失前禽
。

邑人不诫
,

吉
。 ’,《井 》初六 井泥

不食
, 旧井无禽

。 ”“
禽

”
字一般指飞鸟

,

但有时也通称鸟兽
。 “ 旧井无禽

”
的

“
禽

”
字

,

指兽的可能性应更大些
。

② 参见 周振甫《周易译注 》
,

中华书局
,

年版
,

第 一 页 张立文《周易帛书今注今译 》
,

台湾学生书局
,

年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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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

有言
” ,

除《困 》卦辞的“ 有言 ”明显作
“
有消息

” 、 “

有话
”

外
, ①其他五处 的意思应是一致的

,

但具体

作何解
,

古今各家多不一致
,

且有每字随文立意者 孔颖达 以为是
“

责让之言 ”或
“

相疑之言 ”
等

,

随文立

意
。

② 闻一多以为
“

言
”
当作

“

愈
” ,

是过失
、

过错之意
。

周易义证类纂 高亨先生 以为
“

言
”
当作

“

备
” ,

是诃谴的意思
。

需
·

九二 闭 闻
、

高二位先生的说法于意虽通
,

但改字为训
,

总觉欠妥
。

且楚竹书和

汉帛书《周易 》这几处也全作
“

言
”
竹书缺《明夷 》卦

、

《震 》卦
、

《困 》卦卦辞
,

更觉二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
。

细审这几处“
言

”
字

,

特别是《震 》上六的“
婚靖有言

” , “
言

”乃言语之意
,

引申为口角
,

争吵
。 “有言

”
指有 口

角
,

有争吵发生
, “
小有言

”

指有小的口角
、

争吵
。

我国傈僳族有烧羊骨占 卜的习惯 类似于殷人的龟 卜
,

其占 卜结果中就有
“

‘天气。偏 向自己
,

不可 以 出门
。

因为出门与人 口 嘴 讨价或吵架 时
,

斗不赢人

家
。

‘口 嘴偏向别人
,

可以出门
,

出门与人 口角时
,

斗得赢人家
,

故可得利
。 ”

傈傈族卷
,

第 页 彝

族依动物异象断不祥之兆中也有关于 口角
、

吵闹的占 卜 卯 日 ⋯⋯母鸡乱抖
,

天黑时候有吵闹发生
。

⋯ ⋯衣服被 鼠子咬破了
,

天黑时候有吵闹发生
。

⋯⋯ 巳 日 ⋯ ⋯鸡乱叫
,

有吵闹发生
。

⋯⋯”

彝族卷
,

第 页 月 由此可见
,

会不会发生 口角
,

也是人们希望能预知的重要事项之一
。

本艾的意思是说 明夷
”鸟在天空中飞翔

,

它左翼朝下 右翼朝上 向左盘旋
,

这预示着大人君子如

果外出旅行
,

会碰到麻烦
,

三天吃不上东西
。

到某个地方去
,

所到之地的主人还会有 口角发生
。

《中孚 》上九 翰音登于天
,

贞凶
。

翰音
,

《说文 》“
翰

,

天鸡
,

赤羽也
,

从羽戟声
。

《逸周书 》曰
‘

文翰若晕雄
,

一名矍风
,

周成王时蜀人献

之
。 ’ ”

帛书《周易 》作
“

郭音
” ,

邻乃翰的异体字
。

《说文 》“

翰
,

难肥
,

翰音者也
。

从鸟
,

献声
,

鲁郊以丹鸡

祝 曰 ‘

以斯翰音赤羽
,

去鲁侯之咎
。

”,

看来翰音乃一种野鸡
,

有红色的羽毛
,

能飞很高
,

所 以鲁国人用它

来祭天
。

这条交辞是说 见到翰音飞到了天上
,

这预示着凶险
。

《小过 》初六 飞鸟以凶
。

以
,

带着
,

带来
。

《左传
·

嘻公五年 》“

宫之奇以其族行
。 ”

此交是《小过 》卦的初交
,

从下几艾的艾辞
“

过其祖
,

遇其姚
,

不及其君
,

遇其臣 ” 、“弗过遇之 ” 、“

弗遇过之 ”来看
,

此卦艾辞主要是说拜访别人时的吉

凶祸福
。

过
,

拜访
。

《史记
·

淮阴侯列传 》 信尝过樊将军啥
。 ”遇

,

遇见
,

遇到
。

本艾意思是说 此交下

去拜访别人
,

如果有飞鸟飞过
,

这预示着会带来凶险
。

《小过 》上六 弗遇过之 飞鸟离之
,

凶
,

是谓灾昔
。

本艾意思是说 没遇见某人
,

又特意去拜访他
,

这时如果有飞鸟飞离开
,

这预示着 凶险
,

这种凶 险可

说是一种灾难
。

以上 条艾辞是根据鸟的飞行来 占 卜吉凶的
,

这类习俗在世界各地多有发现
, “

毛利人认为在议会

期间听见猫头鹰叫会带来不幸
,

但在军事会议期间要是有猫头鹰在头顶飞过的话则预示着胜利
。

在所

有的鸟类中
,

白鹰被视为最具预兆性的
。

卡尔马克人在见到白鹰从 自己的右侧飞过时会向它鞠躬
,

感谢

它带来吉兆
,

但当见到它从左侧飞过时
,

就会转过脸去
,

优心仲仲地等待灾难降临了
。 ”

第 页 闭 根据

西勒克鸟的飞行情况进行鸟占也是我国台湾高山族常见的占 卜形式
。 “ 从方位和方向说

,

鸟儿从左上方

飞向右上方
,

边飞边唱
,

或者从右边飞向左边
,

再飞 回右边
,

均表示吉兆
,

相反则凶兆
。 ”

第
一

页户 〕

《央
·

九四 》“ 闻言不信
”与此“ 有言不信

”意正同
,

都为“ 听到的话 消息 是不诚实的 ” 。

高明的谎言比实话还像实话
,

再聪明的人

也有上当受编的时候
,

所以 ,

借助 卜筑的“
神力

”
对听到的话作一番判断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

彝族有依乌鸦声音断不祥之兆书
,

其中

就有 子 日天亮时乌鸦叫
,

必有人来帮忙 乌鸦在东面叫
,

喝酒吃肉时
,

必有人放毒药 辰时巳时叫
,

黄昏大黑时有一家人来屋 , 中午

以后叫
,

必有消息 上下午都在东面叫
,

必是凶的消息 黄昏时叫
,

要送菩萨
,

若不送要得病
。

丑 日天亮时乌鸦叫
,

即寅时卯时 及辰 时

叫
,

黄昏大黑时有一好消息来 乌鸦在东面叫
,

一定喝酒吃肉
,

土 司必有命令 下午叫
,

问题必获解决 伙 吕大吉 何烟华总主编《中国各 民

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
·

彝族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页

孔颖达《周易正义
·

需
·

九二 》 沙是水傍之地
,

去水渐近
,

待时于沙
,

故难稍近
,

虽未致寇
,

而小有言以相责让 近不通难
,

远不

后时
,

但履健居中以待要会
,

虽小有责让之言
,

而终得其吉也
。 ”《震

·

上六 》 虽复婚烤相结
,

亦不能无相疑之言
”

文渊阁《四库全书 》

本

③ 按 据下文
, “ 天气

”疑误
,

应作
“ 口 嘴

”



二
、

鸣叫类鸟占

《小过 》亨 利贞
。

可小事
,

不可大事
。

飞鸟遗之音 不宜上 宜下
,

大吉
。

“

亨
”
是宴飨的意思 ① ,

表示盆得此卦
,

可进行宴飨活动 ②
。 “

飞鸟遗之音
,

不宜上
,

宜下
,

大吉
” ,

可有

两种解释
“
不宜上

,

宜下 ”
是飞鸟鸣叫声的拟声

。

这种拟声可能会因地而异
,

就像布谷鸟的叫声有的地方拟

作
“

布谷
、

布谷
” ,

我的家乡则拟作
“

吮吮吮除
”
一样

。

全句意为 飞鸟传下来声音
,

好像是说
“
不宜上

,

宜

下
” ,

这预示着大吉大利
。

“ 不宜上
,

宜下 ”
与

“
大吉

”

都是
“ 飞鸟遗之音

”

的结果
,

意思是说 飞鸟传下来某种声音
,

这预示着不

宜做向上的活动
,

宜做向下的活动
,

如果做向下的活动
,

则大吉大利
。

两说相较
,

以前说为长
,

因为这里只说
“

飞鸟
” ,

没限定是哪种鸟
,

而飞鸟会天天出现
、

鸣叫
,

总不能天

天
“
不宜上

,

宜下 ”吧 今从前者
。

根据鸟的鸣叫声判断吉凶
,

是世界范围内最普遍的现象
。

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对喜鹊
、

乌鸦
、

猫头鹰

叫声的禁忌
。 “

本波教把乌鸦 当作神鸟
,

是传达神的旨意的
,

并 以乌鸦 的叫声来判定吉凶
。

例如

声
,

预示吉祥
,

声
,

表示无恙
,

声
,

表示事急
,

声
,

表示财旺
,

声
,

表示将降危难
。

,’藏族卷
,

第 页 刃 鄂温克族认为“ 听到乌鸦的叫声
,

有吉有凶 乌鸦的叫声

像呛水时
,

是好预兆
,

否则要死牲畜或来狼
。

听到猫头鹰的叫声
,

主人
、

牲畜或死或病
” 。

鄂温克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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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域的不同
,

用于 占 卜的鸟类也不同
。

我 国盈江盏西地 区景颇族就认为不 同鸟的叫声预示着不

同的吉凶结果

鸟占载瓦语称 〕
。

①有事出 门乌鸦 对着叫咦
,

不 吉利

②〔 〕鸟叫成叽叽喳喳声
,

不 吉利
。

③白头 」鸟叫
, 凶

,

家中有人要 出事

④猫 头鹰叫成
“

格若若 ”
声

,

经年得吃
,

不会有困难 叫成
“

唉唉 ”
声

,

今年会有 困难
,

要吃稀饭 其

声急促
,

会死人
。

⑤在早地上 劳动 时
,

听见 」鸟或者 」鸟叫
,

吉
,

今年这块地要丰收

⑥听见〔 〕鸟叫
,

大 吉大利

⑦听见 」鸟在 自家房屋 四周叫
,

不 吉利
,

家中有人要得病
。

景颇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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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据偶然听到的鸟叫声而进行吉凶判断
,

也有刻意为之者

例 如泰稚人 出猎前 夕
,

首先委派三人到 山林鸟占
。

占 卜者一身出猎的装束
,

身上背着精 良的 弓

箭
,

手里提着检猎犬的藤条
。

他们 面 向栖 于繁技密叶之间的西 勒克鸟
,

喃喃祷告
“ 西 勒 克鸟啊

,

给

我唱 支悦耳动 听 的歌吧 哪里有野兽 出没
,

前途 又将如何 请您 降兆 示 知
,

我们 洗耳恭听 ”祷告

毕
,

三人静观双察
,

凝神谛听
。

倘若娇 美端 庄 的 西 勒克鸟拍 动 几 下 翅膀
,

扬起脖子
,

几 声叫唤
“

得

哩
,

得哩
,

得哩
”

声调短促急迫
,

表示此行不 利
,

猎手们 当即折 身返 回
。

临走 时
,

占 卜者祷告说
“

承

蒙指示
,

我们 明辰再来恭候佳音
” 翌 日晨

,

金 色的 阳 光从挂 满 露珠的绿叶 间洒 落下 来
,

烟 雾燎绕的

林间既安谧又明亮
。

占 卜者又 来到昨天那裸树下 乞求降兆赐 知
,

西 勒 克鸟仿佛被猎人的虔诚打动

似的
,

从右边树林里
,

耸身向左边方 向腾飞
,

然后 又轻轻地落在右边一裸挺拔的大树上
,

发 出 了悠扬

婉转的鸣唱
“

沙依 —
,

沙依 —
”

啊
,

这是大吉大利 的信 息 占 卜者喜不 自禁
,

立 即却下 弓箭和

②

参见 刘保贞《从今
、

帛
、

竹书对 比解 易经 》“ 亨
”

字 》
,
《周易研究 》。。 年第 期

我在《从卦艾辞的内容看其性质 》《周易研究 》 年第 期 一 文 中曾提出一种猜测
,

认为前面没有某种
“

物象
” ,

而是直接说

出结果的卦交辞
“
表述的是时 日占候 所谓

‘

时 日占候
’ ,

是说某 日某时利不利于干某事的时 日禁忌
” 。



藤皮绳
,

一一放在大树下
,

转身返回
,

率领猎队进驻 占 卜处
,

大规模 的 围猎活动 即告开始
。

占 卜时
,

三人分别进行
,

如果三人都得吉兆
,

三人回去带队进山狩猎
,

如果二人吉兆
,

一人凶 兆
,

得 凶 兆者告退
,

由得 兆 吉者继 续 占 卜
,

直到西勒 克鸟给予满意的 兆 示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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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卦辞意为 盆得《小过 》这一卦时 或者说在《小过 》这一卦所当时 日内
,

可举行宴飨活动
,

利于进

行 占 卜
。

可做小事
,

不可做大事
。

如果飞鸟传下来声音
,

好像是说
“ 不宜上

,

宜下 ” ,

这预示着大吉大利
。

三
、

出没行动类鸟占

《明夷 》六二 明夷
,

夷于左股 用拯马 壮吉
。

“

夷于左股 ” ,

夷
,

伤也
。 “

用拯马
,

壮吉
” ,

拯
,

帛书作橙
,
《说文 》“

拼
,

上举也
,

从手升声
。

《易 》曰
‘

扮

马壮吉
。 ’橙

,

拼或从登
。 ”拯拚橙读音相同

,

可通假
。

但
“

拯马 ”解作
“

上举 马 ” ,

意不可通
。

高亨先生云
“

拯疑借为嵘
,

割去牡马之阳具
,

今谓之骗马
。 ” 〕可从

。

壮
,

强壮
。

全交意为 打猎时射伤了明夷鸟的左

大腿
,

这预示着如果骗马
,

马强壮则吉利
,

马瘦弱则不吉
。

《明夷 》九三 明夷于南狩 得其大首
,

不可疾贞
。

此交帛书作 九三 明夷
,

夷于南守
,

得元大首
,

不可疾贞
。 ”

从上下交及文意看
,

当从帛书
。 “

夷于南

守
” ,

在南部狩猎时射伤了明夷鸟
,

守通狩
,

狩猎
。

介通其
,

它的
。 “

大首
” ,

高亨先生 以为
“

首
”
通

“
道 ” ,

大

首即大道
, “ 得其大首

”是打猎迷路
,

又重新找到了大道的意思
。

张立文先生以为
“

首
”

是剑把顶端的剑环

扮
, “
得其大首

”

是指获得了一个剑环扮
。

这两种说法与前后文意似乎都不协
。 “

大首
”

应是指这群明夷

鸟中的头领
,

一般来说它应个头 比较大
,

羽毛比较美丽
。

全交的意思是说 在南部打猎时射伤 了一只 明

夷鸟
,

并捕获了这群鸟的头领
,

这预示着不可 占问与疾病有关的事
。

《明夷 》六四 入于左腹 获明夷之心
,

于 出门庭
。

这条交辞 帛书作
“
六 四 明夷

,

夷于左腹
,

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廷
。 ”

亦当以帛书为是
。

本交意思是说

打猎时射伤了明夷鸟的左腹
,

这预示着将会在出大门时获得一颗明夷鸟的心脏
。

以上三条艾辞
,

是根据猎物的情况来进行 占 卜的
,

这类习俗在我国当今的一些少数民族民族中仍可

看到
,

比如纳西族就认为

上 山打猎时
,

猎着断腿的野兽
,

有灾 拾着无头 的死野兽
,

有灾
。

老 熊死法有两种 一种是 旬句着死 一种 四肢朝 天死
。

但有人上 山 狩猎 时
,

猎到像人一样

坐 着
,

且用一只 手托着下 巴 ,

或仰天后 靠而 死 的老熊
,

说 明猎者将有灾
,

或会死亡
。

到山 中狩猎猎着黄鹿子
,

鹿子 死 时叫声似哭 声
,

说 明猎 者家中将 有丧事
。

纳 西 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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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也认为

出山 狩猎
,

猎到鹿子
,

鹿子死时
,

牙齿咬着舌 头
,

说明第二天仍 可继续狩猎
,

而 且会有收获
。

哈

尼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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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 》初六 鸿渐于干
,

小子厉
。

有言
,

无咎
。

鸿
,

鸿雁
。

渐
,

《象传 》说
“

渐之进也
” ,

所 以古今注疏家大都释
“

渐
”

为
“

进 ” 。

实际上
, “
渐

”
有

“

次序
”之

意
。

《史记
·

吴太伯世家 》 兄弟皆欲致国
,

令 以渐至焉
。 ”
渐在本卦中

,

是描述的鸿雁降落时的动作
。

鸿

雁这类群居性的大型鸟类
,

不像麻雀类的小鸟那样灵活
,

可以唆地一下起飞
,

也可唆地一下降落
,

它们需

要徐徐滑翔着落下
,

而且为了避免降落时互相碰撞
,

一般都是有秩序地一个跟一个地落下
。

干
,

帛书作

渊
,

竹书作的
。

《说文 》 渊
,

回水也
,

从 朋
,

象形
,

左右岸也
,

中象水完
。 ”

竹书作能
,

正像 照形
,

指两 山之间

的水
,

今或称为涧
。

《诗
·

斯干 》 秩秩斯干
。 ”毛传

“

干
,

涧也
。 ”是干

、

渊均可指 山间之水
。

小子
,

小孩

子
,

与
“

丈人
”

相对
。

厉
,

恶鬼
。

《左传
·

成公十年 》 晋侯梦大厉
。 ”

古人认为恶鬼附身可致人疾病
。

由恶

鬼等邪气引起的疫病也称厉
,

或写作病
。

《诗
·

瞻印 》“ 瞻印昊天
,

则不我惠
。

孔填不宁
,

降此大厉
。

邦

靡有定
,

士民其潦
。

盂贼盂疾
,

靡有夷届
。

罪署不收
,

靡有夷廖
。 ”

此诗就是讲上天降下大的疫病的
。

本

交是说 鸿雁徐徐降落在山涧里
,

这预示着小孩子会得疫病
。

如果发生争吵
,

没什么危害
。



《渐 》六二 鸿渐于磐
,

饮食衍衍
,

吉
。

磐
,

帛书作坂
,

竹书作坚
,

三字音同
,

可通假
。

本字当为坂
,

山坡
。

饮食
,

帛书作酒食
,

显误
。

衍衍
,

安

然 自得的样子
。

帛书作
“ 衍衍

” ,

形近而讹
。

本交是说 鸿雁徐徐降落在山坡上
,

在那里安然 自得地觅食
,

这预示着吉利 ①
。

《渐 》九三 鸿渐于陆
。

夫征不复
,

妇孕不育
,

凶
。

利御寇
。

陆
,

高平之地
。 “

利御寇
” ,

帛书作
“

利所寇
” ,

与今本是正说反说
,

意思一致
。

鸿雁徐徐降落在高平的

陆地上
,

这预示着丈夫出征将一去不 回
,

媳妇虽怀孕
,

但孩子却养不活
,

凶险
。

但这种征兆却预示着利于

抵御贼寇
。

《渐 》六 四 鸿渐于木
,

或得其桶
,

无咎
。

本交意最难晓
。

鸿雁脚上有璞
,

如鸭鹅之类
,

很难栖息于树木之上
。

此艾概指鸿雁徐徐降落于树木

之下
。 “

或得其桶
” ,

帛书作
“

或直元寇敲
” ,

二者意义差别很大
。

竹书此交残缺
,

无以对 比
,

未详孰是
。

今

勉强据今本解之
。

桶
,

架在擦与模之间的椽子
。

鸿雁徐徐降落于树木之下
,

如果得以用这颗树的木料作

椽子
,

就可没有咎害
。

《渐 》九五 鸿渐于陵
,

妇三岁不孕
,

终莫之胜
,

吉
。

陵
,

山岭
。

胜
,

虞翻日 “

陵也
” ,

欺凌
。

鸿雁徐徐降落在山岭上
,

这预示着媳妇三年都不会怀孕
,

如果

自始至终都没人欺凌她
,

吉利
。

《渐 》上九 鸿渐于陆 其羽可用为仪
,

吉
。

仪
,

用羽毛编成的舞具
。

鸿雁徐徐降落在高平的陆地上
,

这本来是凶兆
,

但如果它的羽毛可用作

舞具
,

则吉利
。

以上 条艾辞都是讲根据大雁停落的地方来进行占 卜的
。

类似的信仰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也屡见不

鲜
,

只不过所用鸟类因地而异而已
。

藏族在旅行时据乌鸦鸣叫时的处所 占 卜

乌鸦 在堤坎
、

河岸
、

峡谷
、

十字路 口 的右侧 叫
,

就预示此行顺利 知果在背后 叫时
,

则预示将获成

就 如果乌鸦 拍翅大叫
,

则预示将发生意外事故 乌鸦味啄谁 的 头发
,

则谁就将 毙命 乌鸦 一边食腐

肉一边叫
,

则预示行者将获得食物
。

乌鸦在灌木丛 中叫时
,

应提防敌人攻击 乌鸦在宫殿上叫时
,

定

会有好处 乌鸦 对着门 叫时
,

主有危 险 乌鸦 站在胎楼上 叫 时
,

主有人死 亡 ’
·

⋯ 藏族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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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依动物异象断不祥之兆中
,

也有据红雀在不同的 日子进屋判断吉凶的

子 日听见野猫 叫
,

要死人
。

红雀到崖 内
,

一定有事
。

一
丑 日 ⋯ ⋯红雀到屋 内

,

要死人
。

⋯ ⋯

寅 日 ⋯ ⋯鸟粪战到身上来
,

要破财
,

须送菩萨才可免祸
。

红雀来屋 内
,

要找一个 白鸡于次 日

即送
,

若不送
,

必定有事发生
。

⋯⋯

辰 日 ⋯ ⋯红雀到崖 内
,

有人来向姑娘议婚
。

⋯ ⋯

已 日 ⋯ ⋯红雀到屋 内
,

小 孩要得病
。

⋯ ⋯鸡乱叫
,

有吵 闹发生
。

⋯⋯ 弃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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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先生 以 为磐是水涯堆的意思
, “
鸿飞渐于水涯堆上

,

有水可饮
,

有鱼可食
,

衍衍喜乐
,

自是吉利 ” 周易大传今注
·

渐 》鸿

雁主要吃植物的嫩叶
、

细根和种子
,

不吃鱼
。



幼儿之状
,

而同源词
“

保
”的形体义则是

“

孚
”所表现的父或母用手抱起幼儿这一动作的继续

,

即父或母将

幼儿置于 自己 的背上
。

值得一提的是
, “ 孚 ”的甲骨文形体除了上为一倒手状的简形之外

,

还有上为两倒手状的异体字
。

所

谓两手状
,

指的是父或母用 双手抱起幼儿之状
。

另外
“

孚
”

的 甲骨文形体还有在简形形体的基础上增
“

才
”形

。

部件
“

才
”
为

“

行
”

的字形的一半
,

在甲骨文形体里可用作表示运动的符号
。

也就是说
,

在
“ 孚 ”的

简形形体的基础上所增的“

才
”

形
,

其作用是为了增强父或母用手抱起幼儿这样的动作义
。

“

孚
”的形体为父或母用手抱起幼儿之义

,

而 卜辞里的
“

孚
”

用作
“
俘虏

”

义
,

当是父或母用手抱起幼儿

的本义的引申义用法
,

即本义中用手抱起的对象幼儿置换成所抱住的对象是俘虏
,

两者的相似点是抱住

的动作
。

而“
俘

”

字则是
“

孚
”

的“
俘虏

”

引申义的增形孽乳字
,

即所增的
“

人
”

强化了
“

孚
”

的
“

俘虏
”引 申义

。

此外《说文 》“ 卵孚
”

义亦为
“

孚
”

的用手抱起幼儿的本义 的引申义用法
,

即本义中父或母用手抱起了对象

幼儿置换成禽鸟抱住了对象卵
。

而
“

孵
”

字则是
“

孚 ”的
“

孵化
”

引申义 的增形擎乳字
,

即所增 的“ 卵 ”强化
“

孚 ”的
“

孵化
”

引申义
。

“

孚
”一词在早期典籍里的用法主要是

“

信
”
义

。

《说文 》 信
,

诚也
。 ”

又
“

诚
,

信也
。

,’说文 》“ 信
” 、“

诚 ”

两词互训
,

所 以《说文 》“ 孚
, · · · · ·

一 曰 信也
”
中的

“

信 ”就是
“

诚信
”义

。 “
孚

”

的
“

诚信
”
义为父或母用手抱起

幼儿的本义的引申义用法
。

父或母用手抱起幼儿完全 出于真诚而不虚伪的爱心
,

从这样 的慈爱之举 中

引申出
“

诚信
”义来

。 “ 孚
”

字在《周易 》卦艾辞中多次出现
,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的“ 孚 ” ,

即人与人之

间应
“

诚信
”相待

,

其观念的产生源 自于应像父母对待其幼儿那样真诚
,

那样充满爱
。

此外
,

和“ 诚信
”义的“ 孚

”

相关的概念为“
仁

” 。

孔子《论语 》大力 阐扬
“

仁
” ,

成为儒家文化的精髓所

在
。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
,

在
“

仁
”
的大旗高高飘扬之前

,

根植于血缘关系的养育之恩 的
“
孚 ”所呼唤的“

诚

信
”义

,

已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

为后来
“

仁
”
的弘扬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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