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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简在“以经解心”过程中认为经学即心学，心学即经学，经学与心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他将经书训

释化为其展示心学思想的平台。《杨氏易传》是他对《周易》经文的逐字训诂以阐发心学义理的重要成

果之一。他以“一”统合《周易》诸卦象，虚化卦象的表象，注重引导人们透过表象能够体悟到其背后

所要表达的“人心即道”的深层内涵。他以“一”统合《周易》诸卦象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在体认“人

心即道”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差别，更进一步认识易、己、人心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注解的过程中秉持

着吾心“常一”的原则，在起伏变化的卦象之中，不变地是带领人们体悟“人心即道”的奥妙，更是一

反前人对《周易》的定性解读，以“己意”去解读经典，为其心学理论寻找经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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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the mind through the classics”, Yang Jian held tha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ind studies were one and the same, and that they we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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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into a platform for presenting his mind studies. Yang’s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is one of hi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explaining the tex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ord by word to expound the principles of mind studies. He unified all the 
hexa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ith the concept of “one”, de-emphasizing the superficial appear-
ance of the hexagrams and focusing on guidi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human heart is the Dao” beyond the surface. His unification of the hexagrams with “one” was mainly 
to avoid the differences caused b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heart is the Dao” and to 
further recognize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self, and the human 
heart. During the annotation process, he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mind is always “one”, and 
in the ever-changing hexagrams,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leadi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mys-
tery of “the human heart is the Dao”. Moreover, he went against the previous fix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nterpreted the classics with his own understanding to find classical evi-
dence for his mind studie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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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经解心”即通过注解经典文本为心学思想找到原典依据。杨简的心学思想依靠“八次觉悟”而

渐渐形成和完善，但这些理论只是他个人体悟到的真理，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设定而不能成其为真正意义

上的哲学真理。何俊[1]认为，个人体悟到的真理需要经过对“五经”与“四书”这些经典文本的流畅诠

释而得到论证后，才能成为哲学真理。“以经解心”为人们解读经典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更好激发经

典的生命力。陈碧强[2]指出，经典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人人皆可创造性解读经典来诠

释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以经解心”为经典的诠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注解经书阐发心学思想，能够进

一步激发经典文本的生命力。 
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乃是心学建构的基础。杨简与其师陆九渊不同，他对经典的诠释极为重视，

因而留下了《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和《慈湖遗书》等一系列注解经典文本的著作。他通过注解经典文

本，让其心学思想获得了经典上的支撑，而心学思想也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之中得到建构，成为有本之木、

有源之水。他以“六经皆我校注”的态度对待经典，强调经典为心学思想的服务性。杨简诠释经典文本，

就是为了发明心学思想和验证心学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为了更好地让经典为心学思想服务，他在注解

过程中并非都是对经典进行逐句训诂，而是有选择性的对经文进行解释，以此阐发和论证心学思想。更

是带有一定的批判眼光去注解经典，批判经典中有碍于阐发心学思想的地方。深入对经典的诠释，才能

真正意义上去理解心学。经典与心学之间需要借助两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微妙的对照关系中才能更好理

解自身。 
笔者对杨简解《易》的文章进行搜集和整理，发现学界对杨简解《易》的研究较多，但远未达到丰富

的状态，而且都离不开对“心”“一”“己”“易”这四个主题的探讨，大多数学者都只关注到“以心解

经”的视角。本文从杨简注解《周易》出发，去探讨他的“以经解心”的思想和具体过程，注重总结杨简

“以经解心”思想在方法与特征上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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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一”释《周易》开明人心 

以“一”释《周易》，避免人们体认“本心”过程中产生的支离。《周易》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象数体

系，例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等。杨简注解《周易》时，以“一”统合《周易》，消

解了象数体系。他说： 

《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也[3]。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万物一，万事一，万理一[3]。 

人之本心，至神至明，与天地为一[3]。 

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贞，虽四而实一[3]。 

天地一气，乾坤一道[3]…… 

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则一也[3]。 

以上，杨简对《周易》卦象的注解过程中他用“一”将人们对易、乾坤、天、地、人、天道与人德之

不同的称呼连贯起来，认为《周易》的核心就是“一”，即宇宙间万物的根源。并不存在乾坤有乾坤之

道，天地人有天地人之道，天道与人德间又有另外的道，这样有多个“道”的不同情形。他以“一”统合

之，无非是想让人们能够明白“日用庸常”间均受此“一”道的支配。他将“一”解析为四象、八卦、六

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通过解读不断变化的卦象和爻辞，揭示出“人心”与“道”是相通的。无论是乾

坤、天地人，还是天道、人德，都不过是一物殊称。世间只有一个“道”，而世间万事万物都贯穿着同一

个“道”即“一”。他的解读意在告诉人们世界的万变中，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一”即“道”。人们

体认“本心”之时，不会因名殊而造成理解上的差异，起到了开拓人之心智，明晰己之心境的作用。 
利用卜筮形成的卦爻，在其后附上解释性话语，以此来开明人心。他说： 

卜筮者，民之利用，圣人系之辞，因明人之道心，是谓正德[3]。 

以“一”统合《周易》诸卦象，避免了人们体认上造成的差别。从卜筮所得之卦象而言，无论是八卦

和六十四卦还是三百八十四爻，都不过是卜筮时所卜得的阳阴二爻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故杨简又将其

称之为易道之变或变中之变，因为他们会根据卜筮次数之别而处于变化之中。他通过详细解读每个卦象，

分析其中的爻辞，进一步揭示出“人心”的纷繁曲折。不同的卦象的变化、吉凶不同，解释性话语也有所

不同，但是指向的“道”则是相同的。让人们都能够深刻体会到卦象变化其实就是己心之变化，一切变

化均是“人心”之变化。他以“一”将乾坤、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周易》特有的象数

组合在细微之处予以全新的建构，将“易”之道变得具体化和细微化，帮助人们认识自身与世界的联系，

借助两者之间形成的对照关系来理解自身的变化，从而使人明心达道。 
杨简通过注解《周易》开明“人心”，而后人们才能体悟到“易”道之广大的呈现。他说：“天之所

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三才中万变万化……所以事亲者此，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长者此，

所以临下，所以使民，所以应酬万端，皆此。”[3]杨简在注解《周易》过程中，以“一”统合后不仅避

免人们体认上的差异，还可以将“易”道之广大简洁明了呈现给人们。天、地、人，这“三才”之“一”

道，就可千变万化，更何况乎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他诠释之下的“一”所包含之物大到天地

间的高明博厚，小到事亲、事君、事长的递进，再到临下御民、应酬交错，更进一步说明了“道”的日用

性。“易”之道无所不包，也正因为此，“易”之道三言两语间无法准确明了将其表达于人，与包牺氏三

画成卦相比较，杨简以“一”指代“易”之道，更为简易，更能够促进人的内在觉醒“一”即“易”。 
杨简以“一”统合《周易》诸卦，利用卜筮之卦爻，对其添加解释性的话语，引导人们能够透过《周

易》中的卦象和爻辞之变化不同，从他的注解中得到启发，有所觉悟，从而找到自己与宇宙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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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人心即道”的智慧之门。 

3. 《杨氏易传》中“人心即道”的显示 

杨简以“一”释《周易》，使人们在体认上形成一致的共识，不会因名殊而有所差别。他注解《周

易》的字里行间反复阐发“人心即道心”这一重要心学话语。他在注解过程中，通过对不同的卦爻进行

解释时，认为“人心”与“道心”实为一物。通过对《杨氏易传》中的注解和疏解的解读，他深入探讨了

“人心”与“道”之间的关系。 

3.1. 人心即道 

杨简解《周易》时，从其对不同卦爻的注解中，将“人心”“道”进行说明，进而引导人们明白“人

心即道”。他在注解不同卦爻时是这样说的： 

人之本心，是谓道心。道心无体，非血气[3]。 

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万物，即万物，即万理[3]。 

吾之血气形骸……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实一体也[3]。 

据笔者统计，“人心即道”这一话语，在杨简解《周易》过程中出现不下十次，在诠释不同的卦爻间

反复阐明此意，可知他在注解过程中尤其重视“人心”，以阐发“人心”为首要任务，极具人文性。他在

不断变化的卦爻间反复阐明，“本心”“道”“易之道”“性”等其名虽殊，但其义具有同一的指向性—

—“道”一，实为“人心”。在他看来“人心即道”的反复阐明就是将大道简化示人。他指出，“人心”

作为“道”一之投射，无论是叫“人心”“本心”，还是叫易之道、天地之心、性，都不过是“人心”和

“道心”的不同殊名。无论称呼变化如何，他们都具有“道心”无实质性形体、非人之血气等本质特征。

他在注解《周易》不同卦爻变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展示“人心”的不同称呼，在起伏变化的卦象间为人们

阐明“人心”与“道”存在的内在关联，拨开“人心即道”的层层神秘面纱。 
杨简对《周易》的诠释过程中所呈现的“人心即道”的思想，主要通过《周易》中的象数符号语言，

将“人心”与道进行了对应。在他看来，“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还是主导一切存在运行的法则。“人

心”是“道”在人世间的具体表现，将“人心”视作“道”的投射，是对“道”的一种纵横延伸。 

3.2. 己易实为心易 

“己易”实为“心易”。杨简解《周易》的过程中，对于卜筮所形成的不同卦爻进行有选择性地注

解，以此来反复阐明“人心即道”。基于此，他在《己易》中进一步论述了“己”与“心”之间的内在联

系。他说：“《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以《易》为天地之

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

也……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

不自知其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为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

[3]由此可知，他在具体注解过程中批判人们将“易”“己”二分看待的行为，将“性”“道”“心”“己”

“易”视为同一范畴，彼此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无外乎一物殊名，也就是说“己易”实际上说的就

是“心易”。这是进一步深化了对《杨氏易传》中“人心即道”概念的理解。他通过详细注解和疏解《周

易》的卦爻，分析其中蕴含的内涵和背后存在的逻辑，揭示了《周易》卦爻之间的变化实际蕴藏着“人

心”的变化。也就是说，杨简的话语里凸显了“人心”之主体性。他注解之下“己”并非指向那些拥有血

肉之躯的狭隘之“己”，而是“己”之“本心”即广阔空间。一切变化均是“心”之变化即是“己”之变

化。何俊[1]指出《易》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人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以阳、阴二爻之变，让人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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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之存在，进而认识到自我之变化。他对于《周易》的注解，意在引导人们应以整体性视角去品味《周

易》不同卦爻背后蕴藏着的“人心即道”的深刻内涵，明白易之变化实为“人心”之变化。这样的解读将

“己”与宇宙放在同等高度，提供了一种深入探索“人心”与“道心”关系的路径。 
“己易”实为“心易”共识的达成，有利于个体间的道德修养的提升。他说：“天者，吾性中之象；

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天即己，天即易也。地者，天中

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气形骸，乃清浊阴阳之气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见夫天与地与人之有三也。三者，形

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之不同，而其实一体也。”[3]由此可知，杨简解《周易》过

程中，给人们呈现出注重实践性和情感性的特征。他在注解过程中反复强调人们不可将“己”“天地”

“性”等的变化进行割裂性理解，而应该将它们的变化本质上视为同一的，只是人们不自知而已。他解

《周易》将人们的不自知坦诚布公，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们付诸实践，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和谐。这一

特征促使他将经书作为探索“人心”的材料，并从中挖掘出与“人心”相关的智慧。他对“己易”和“心

易”的解释和分析，强调了“人心”对于个体修养和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按照他的理解，当一个人的“心”

与“道”一致时，其言行举止将符合道德准则，从而实现个体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修养使人能够根据

“道”的意旨来思考和行动，体现了“人心”与“道”的共融和谐。他强调，经典诠释于心学重要性而

言，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我心性的修养，进而影响社会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杨简的论述中，“心”应该是指向人与生俱有的道德圆满、价值完满之“心”，是一种较

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心”融入人们的日用常间，指引着人们应事接物的过程。 

4. 《杨氏易传》中的求心之法 

杨简以“一”释《周易》开明人心，注解卦爻间挑明“人心”开明之可见空间广阔。而现实中的人却

因种种迹遇，无法维护“本心”澄明之状态，使得人们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广大世界。而他通过注解《周

易》，利用卦爻间的变化引导人们去感悟“本心”之变化。也就是说，人的“本心”和“本心”的澄明状

态，并非人们遥不可及之物。他注解《周易》过程中依据卦爻之变化而反复阐明“意”动对“本心”造成

的损害。而且对于人们来说，这种“意”动与不动甚是微妙，难以察觉与辨析。他在注解《周易》的过程

中对卦爻的不同解释性语言提出了“绝意”“反观”“克艰”的方式去让人们能够重拾“本心”之澄明状

态。 

4.1. “绝意”以明心 

杨简解《周易》引导人们通过他注释的话语去感受卦爻间展示出来的“人心”的变化。杨简指出，求

心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占卜或者预测，而是通过深入理解卦象和爻辞背后蕴藏的原理，以及与之

相关的思考和体悟来实现对“人心”的开拓和提升。杨简认为，只有深入理解和掌握卦象和爻辞的真正

含义，才能做到运用自如，从而达到“人心即道”的智慧。 
杨简认为，恢复人之“本心”的澄然状态不可以刻意而为，强势向往索取，而应“绝意”内求于己。

他注解《周易》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卦爻的解释来说明非“意”的状态之下“本心”才能很好呈现出来，

他解释时说： 

道不远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其私意，则道在我矣[3]…… 

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温然之容[3]。 

意起为过，不继为复。不继者，不再起也，是谓“不远复[3]。 

不言所利……言其本止而不动。意动则往矣，往则为妄矣。动则离无妄而之妄矣。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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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杨简认为“道”并非高深幽远之物，而在于人自身，私“意”尽除，“道”自显。他指出可以

通过去除私意、过错、取消意念，不过度索取，不外求，正确利用外物进行约束“私欲”等方法，以此来

使得“本心”恢复虚静状态之中，进而使得“本心”呈现出广阔的空间，或是个人道德修养上，或是社会

伦理上，或是国家治理上……杨简在注解过程中，高度赞扬孔子和颜回，认为他们都是能够立即取消过

度意念，恢复虚静的人，即他们知且改其不善处，践履“不远复”的功夫。他还认为孔子和颜回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榜样。《论语》中，孔子教导弟子的过程都展示出他具有平和的心态，践履“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平和之态处世，而颜子身处简陋的环境也不影响其自得其乐的心境，践履“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态度乐观生活。虽然两者给人展示出来行为举

止有所差别，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本心”的需求，不向外过度索取，以自得为乐。人们若是

能够在日用庸常之间，能够顺应“本心”自然的状态，不因刻意索取而促使“意”之产生，打破虚静，破

坏“本心”之状态，即面对变化万千的外物，内心不曾有丝毫变迁，那么人们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享受其

中的乐趣。 

4.2. “反观”明心 

所谓的“反观”——静思己过、力索于己。即通过自我反省，反思个体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达成“本

心”的净化与修养，即以自我反省方式去回复“本心”状态。杨简在注解《周易》时，告诉人们应该这样

进行“反观”。 
“本心”与万事万物间，杨简说：“《象》曰……履之极盛，居卦之外，扰扰万物，不胜其多，今也

能于极上扰扰之中，而自得旋反之妙。”[3]他意识到人们有向外求心的错误倾向，未曾想过通过“静思

己过”来认识“本心”。故而说，人们一但觉醒“反观”之心，便可明白“道”在于“己”而非在外。那

人们应是何时又应当如何进行“反观”？他在注解卦爻时谈到自己在三十二岁之时受到陆九渊关于“本

心”之清明、变化神妙，明白“人心即道”点拨时的感悟。高人点拨，重在返回自身去细细品会与践行，

方能领悟其中的真谛。他用“旋”之一字表明，人们应当将心从外在的事与物之间收回来，与“本心”形

成相应的回照，进而反观“本心”，才能产生“道在我矣”的觉悟。 
“本心”与个体行为间，杨简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己者，心也。”[3]他认为当人们

感知到自己在日用庸常间的个体行为经常得不到有利的回应时，就应该回归“本心”反省自身，从“本

心”的保持状态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因而，他提倡个体自我反省“本心”的状态，以此来理清“行有不

得”背后隐含的动机。在此过程中，人们要正视自身，直面己心，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发生时的真实想法

和动机毫不掩饰，认真反省，从而发现“本心”存有的偏执、执念等消极影响，及时调整自己“本心”的

状态，使之趋向平和。 
人们应当感悟善心，以此来反省自身，进而去接近“道”。杨简说：“善学《易》者求诸己，不求诸

书。古圣作《易》，凡以开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诸己而求诸书，其不明古圣之所指也甚矣！”[3]他认为

学《易》并非让人向外求索，而是开明“人心”。他注解《周易》就是为了提供一种“以经解心”的视

角，在注解经书的过程中渗入心学思想，为人们真正理解和掌握到《周易》卦爻变化背后的真正意蕴，

以圣贤之书所指向与自身的不足形成对照，以此来推进人们自我反省之路程，才是真正明白圣贤之书的

真正主旨。 
在此，杨简提出了“反观”的两条路径：一是向内觉己之善与不善之处，以此来反省自身；二是借物

“反观”，借助外力，如：教育、书籍等来反省自身。 

4.3. “克艰”以明心 

“克艰”源于《尚书·大禹谟》，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经文之意说的是君臣各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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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但在杨简注解之下的“克艰”引伸为“不放逸”“不昏”之谓。他说：“‘克艰’云者，不放逸之谓

也。不放逸则不昏，不昏则本善、本明、本神之心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简。”[3]
在他的注解下“克艰”这个词汇染上心学味道。杨简认为处于“克艰”状态之下的“本心”自具本善、本

澄明、本神圣、虚明广大、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等的心学特质。这种修养方式源自于杨简自己

在六十有六之年时读《大禹谟》后继续思考《曲礼》而体悟到的。他阅读过程中，意识到之前一直都是固

执于见解取于人是对经文原意的一种曲解。故而，他注解的过程中将“克艰”之意引申为“不放逸”“不

昏”，意在告诉人们“克艰”的行动主体是“我”。“我”若希望通过“克艰”的方式保持“本心”本善、

本明、本神，以至于能够鉴照万物，知是知非，就需要大胆采取这一种修养方式，进而集思广益，以此来

摒弃“我”之固执己见。 
杨简提出保持“克艰”，人们应当持续性保持戒谨恐惧。他说：“精一之论，始于钦谨，终于敬修……

而谆谆惟以戒谨恐惧为首语也？”[3]由此，杨简认为“克艰”以明心，需要“我”在日用庸常间，即使

是人之目力不可见之处，也应该时刻保持谨慎、敬畏、恐惧之心，时刻警惕“放逸”之意，以此来保持

“我”之心的澄然清明。他给予尧、舜、禹、皋、益，这几位贤王高度的赞誉，认为他们为治世安民上都

做到了这一点。由此，所谓“克艰”明心，就是要通过集思广益、谨慎、敬畏等方式去摈弃“我”之固执

己见，回复内心的平和之境。 
杨简认为人人若是能够做到“不放逸”，那么“本心”自善、自明、自无所不通，对于个人道德修

养、社会管理、国家治理而言都将变得简易高效。杨简在注解《周易》过程中是这样为人们阐明： 

大抵贤者之心，克艰克谨，不患违道……勿用致疑，朋来感应，如万发合总于簪，无一发一人之不顺[3]。 

以六律六吕和平中正之音，默感乎人之中正之心……比有长，闾有胥，族有师，党有正，书其孝弟睦姻，书其德

行道艺，以发其本有之道心；纠其过恶，刑罚其罪尤，又以约其放逸之私欲，复其本心之道心[3]。 

杨简通过卦爻的解析中，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将“克艰”视为自身的一种德行，用以相互规劝，

警醒懈怠之心，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一种追求。人若是能够真正做到“克艰”，便是根本上进入到真正

的“无欲”状态，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不会因为求而不得而使身心疲惫。但即便如此，并非人人都如尧

舜这类圣人一般，可以用“不放逸”严格要求自己。因此，这就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去激发人之“克艰”以

求得“本心”澄明状态。在杨简的注解之下，“克艰”主要是通过感应发生：一是希望人们能够感应身边

拥有这种“不放逸”的德行之人；二是通过中正之音的音乐进行熏陶。这两种方式均是运用“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之潜移默化的功能，让人们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接收到关于“不放逸”的积极暗示。杨简注解

之下，“克艰”还通过相互监督，利用人们的羞耻之心而展开。用文字记载那些乡里党里个人品行良好、

家庭和睦的真实事迹，也记载那些不好的事迹，两相比较，以此来教化民众，使其向“不放逸”看齐。 

5. 结语 

杨简“以经解心”思想的研究中，《周易》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他解《周易》，将六十四卦、三

百六十四爻之变化万端以“一心”统合，他认为阴阳爻之变化万端皆不过是“一心”之万状，他认为保持

吾心“常一”才能于卜筮所得卦爻之吉凶变化中，保持“本心”之清明。杨简解《周易》基于“己意”以

“一心”诠释周易，颠覆人们以往对于《周易》象数卦爻繁杂带来的体认不清，他认为自己的解释最为

“简易”，直达“人心”。 
杨简解《易》，主要是想以《易》之经文去更好阐明他的心学主张。他虚化四象、八卦、三百六十四

爻更迭变化的表象，以“人心即道”为引领，将《易》中的“人心”呈现给人们看，导引人们能够理解

“人心即道”的日用庸常性。由此，他将四象、八卦、三百六十四爻的种种更迭，作为导引人们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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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道”日用庸常性和保有澄明“本心”的重要性。杨简解《易》一反前人以义理、象数解《易》的固性

解读，以心学解读《易》，一方面为心学提供经典依据，使得他的心学思想拥有流传的依据；另一方面，

他在解《易》的过程中借助“感而遂通”说明“人心”普通人亦可修习，门槛并不高，重在人们体悟到

“人心”日用庸常性即百姓日用之道，更强调“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此心”使得心学渗透到民间，让人们

渐渐明白“人心即道”非高深幽远之物，而是能够提升个人体悟就能理解。杨简解《易》充实人们对“人

心即道”的认识，《易》中阴、阳二爻卜莁得到变化卦象，他用“一”统摄于其中，这样看来《易》中的

卦爻不再是单纯的象数符号，而是“人心”与外界的紧密联系，成为表达心学思想的重要载体，由此“人

心即道”为主的心学思想在《易》中得到更丰富、具体的呈现。他在解《易》过程中发掘出来的“绝意”

“反观”“克艰”使人们能够保有“本心”澄明的方法，充实了人们恢复“本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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