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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以符号逻辑为方法论，系统阐释清代学者焦循易学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哲学对原有易学范式的突破。

研究聚焦焦循在《雕菰楼易学三书》中提出的“旁通”“相错”“时行”三大法则，通过符号逻辑模型

显现其动态辩证特质。旁通法则以阴阳爻位升降构建六十四卦的关联网络，突破传统卦象孤立阐释的局

限。相错原理通过卦爻全称倒置形成辩证逻辑组，实现符号系统与自然法则的同构。时行理论则将卦变

升华为时空语境中的模态逻辑体系，赋予“变易”以伦理实践智慧。焦循易学通过“象数即理”的本体

论重构，将卦爻系统转化为兼具数理逻辑与道德形上学的动态生成模型。既超越乾嘉考据学的实证主义

窠臼，又为传统易学注入现代符号学阐释的可能。不仅印证了《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论本

质，更在中西哲学对话中彰显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性，为易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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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symbolic logic as its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the-
oretical architecture of Jiao Xun’s Yi Jing philosoph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philosophical tran-
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hermeneutic paradigms. Focusing o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angtong (inter-
connectedness), xiangcuo (dialectical inversion), and shixing (temporal actualization) articulated in 
Jiao’s Three Treatises on Yi Studies from the Diaogoulou,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ir dynamic-diale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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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through symbolic-logical modeling. The pangtong principle constructs a relational net-
work of the 64 hexagrams via the ascendant-descendant transformation of yin-yang line positions, 
thereby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isolated hexagram interpretations in classical exegesis. The 
xiangcuo mechanism generates dialectical logical clusters through the universal inversion of hexagram 
lines, achieving structural isomorphism between symbolic systems and natural laws. The shixing the-
ory elevates hexagram mutations into a modal-logical framework within spatiotemporal contexts, im-
buing the concept of bianyi (metamorphosis) with ethical-practical wisdom. By ontologically reconcep-
tualizing “image-number as principle” (xiangshu ji li), Jiao’s system transforms the hexagram-line 
structure into a dynamically generative model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logic and moral metaphysic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positivist constraints of Qian-Jia textual scholarship but also 
injects possibilities for modern semiotic reinterpretation into traditional Yi studies. The framework 
not only corroborates the cosmological essence of the Yi Jing’s dictum “the alternation of yin and yang 
constitutes the Dao” (yiyin yiyang zhi wei dao), but also foreground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inese di-
alectical thinking in Sino-Western philosophical dialogue, offering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the cre-
ative transformation of Yi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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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周易》作为华夏文明(本原文化)的本体论根基，其符号逻辑体系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

生成范式构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发生模型。阴阳范畴的动态互渗不仅演绎出“三才”结构的天

地人和谐论，而且通过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形成“数理哲学”与“人文隐喻”的双重诠释维度。卦爻系统

以“象数同构”为方法论内核，在“两仪分判”的二元编码基础上——通过六爻位序的变易组合形成“穷

变通久”的认知图式。“乾卦九三”的“终日乾乾”与“谦卦初六”的“谦谦君子”等爻辞，其实质是阴

阳消息在伦理实践中的具象投射。数术应用层面，纳甲筮法通过“干支纳配”实现时空维度的符号化建

模，而梅花易数则以“体用生克”的运算逻辑构建了“心物同源”的占验体系，二者均植根于《周易》

“极数知来”的原始“数理哲学”。朱熹提出的“象数即理”命题，揭示卦爻系统作为“宇宙代数”的本

质特征——其六十四卦的非线性排列。既遵循“卦气周流”的周期性规律，又暗合“忧患九卦”的生命运

程隐喻，最终在清华简《筮法》的出土文献中印证了象数思维从占筮操作向义理阐释的范式转换。 
焦循深谙乾嘉朴学“训诂明而后经义明”精要，却未囿于汉学考据的“实证主义”窠臼。其“性灵”

经学通过“假借”方法的哲学化提升，在“后戴震时代”实现了经典诠释范式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

本体论转向。面对传统易学固守经传互释的静态符号系统，焦循在《雕菰楼易学三书》中构建起“旁通

–相错–时行”的三维阐释架构，以爻位流转的拓扑运动解构了孤立封闭的卦象阐释体系。其中“旁通”

法则突破阴阳对待的机械二分，通过应位升降机制实现符号系统的动态平衡。“相错”原理揭示卦爻交

变的组合规律，建立六十四卦的生成演绎模型。“时行”概念则将变易哲学升华为“通权达变”的实践智

慧，使符号逻辑与道德哲学形成诠释学循环。这种以“实测贯通”为方法、以“情欲旁通”为伦理的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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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不仅颠覆了传统象数易学的机械类比，而且通过“性灵”主体的介入，在经学诠释中实现了考据

实证与义理创发的辩证统一，标志着乾嘉学术由文献考据向哲学建构的范式转型。 
将符号逻辑作为一种解读视角引入对焦循易学的探究，无疑是一种新视角。回溯传统易学研究的历

程，往昔的阐释模式多深陷玄虚臆测、定性分析笼统宽泛，难以触及《周易》文本底层的逻辑架构与数

理规则。符号逻辑长期在数理科学、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诸多前沿阵地发挥主导作用[1]。符号逻辑的

引入，借助现代数理分析的精准量化手段，清晰呈现那些潜藏于古老卦象、晦涩爻辞背后错综复杂的逻

辑关联和演变规律。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易学研究的视域拓展中，西方学界对《周易》的诠释学理路呈现出历时性衍变与共时性张力

交织的复合形态。其学术路径历经宗教附会、比较融合、文化传播至现代理性化汲取的四重范式嬗变，

这种认知深化过程映射着跨文化诠释学中“视域融合”的动态调适。早期传教士将《周易》比附为“东方

圣经”，试图以神学框架统摄卦爻符码系统，直至分析心理学派如荣格引入“共时性”原理，方突破机械

对应思维，揭示《周易》占卜功能所蕴含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激活机制。然而，西方学者惯以“主客二

分”的理性主义传统解构《周易》“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导致其虽能通过文化比较维度发掘《周

易》与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督教神学目的论的异质世界观，却在表象对比中难以统摄阴阳辩证思

维所承载的“体用不二”哲学本质。这种思维范式冲突在符号学层面尤为显著：西方译介常将“阴阳”简

化为二元对立符号，剥离其“冲气以为和”的动态平衡意涵，更忽视卦爻符码作为“象数互诠”系统所具

有的弱编码特性与元语言规则。即便如夏含夷运用历史考证法还原《周易》西周语境，仍因割裂“观象

系辞”的取象思维传统，陷入文本碎片化解读的困境。当代西方研究虽融合分析心理学、诠释学等多维

方法论，但其逻辑分析框架与《周易》“三才之道”的浑融思维仍存在本体论层面的不可通约性，恰如

莱布尼茨二进制解《易》虽具数理启发性，却未能参透“太极生两仪”的生生之道。这种文化认知的深

层隔阂，本质上源于西方理性主义难以超越“能指–所指”的符号学二分法，而《周易》符号系统恰恰

通过“立象尽意”的象征机制，在“言–象–意”的多重指涉中实现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辩证统

一。 
国内学界在《周易》研究领域秉持“返本开新”之学术理路，既注重传统经学框架下的版本校勘与

考据训诂，又致力于多维度诠释体系的建构。学者们通过“象数义理”二元互动的诠释范式，系统梳理

了《周易》文本的生成谱系与思想流变——儒家以“三才之道”为枢轴，将“穷理尽性”的伦理智慧融入

经世致用之学；道家则以“阴阳变易”为核心，开显自然哲学的本体论维度；释家更侧重“心性即易”的

修证实践，形成独特的禅易互释传统。至二十世纪，研究范式发生“范式转换”，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诠

释、新儒家本体论重构及“科学易”数理逻辑分析三大进路：郭沫若以唯物史观解构《周易》的社会历史

语境，开创“经世致用”新视角；熊十力、牟宗三通过“体用不二”的哲学架构，以“乾元性海”重释易

学本体论，实现“道德形上学”的创造性转化；“科学易”学派则运用“关联式逻辑”解析卦爻系统，将

阴阳交感机制转化为协整性、相对性数理模型，推动易学与系统科学的跨学科对话。晚清以降，杭辛斋

等人尝试以进化论解构“易象”的宇宙论内涵，虽存“格义附会”之弊，却为传统易学注入“世界性视

野”。当代研究更强调“古今贯通”的诠释策略：王氏“变数”概念通过符号化编码重构太极演化模型，

使“两仪四象”获得数字化表征；余敦康《易学今昔》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揭示易学思想史

的内在张力与当代价值；杨庆中则提出“阴阳互补思维”的现代性重构，主张在“天人关系”与“形上之

道”层面实现范式突破。然当前研究仍受制于传统经学思维定式，对符号逻辑、数理模型等前沿工具运

用不足，亟待突破“象数–义理”二元对立，实现“解释循环”的创造性转化。焦循易学作为清代中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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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其“旁通时行”理论通过符号逻辑整合“象数推衍”与“义理阐发”，为当代研究提供“迈出旧轨”

的方法论启示——唯有在“返本”中激活传统易学的逻辑潜能，于“开新”中构建贯通中西的诠释体系，

方能真正实现易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2. 焦循易学思想概览 

2.1. 焦循生平及学术背景 

焦循植根于乾嘉汉学——考据范式占据主流地位，然其治学路径已显现出对汉学范式内在张力的辩

证超越。作为家学承祧的经术通儒，焦循早年即展露出对声韵训诂与文献考据的精微体察，这种实证性

学术根基既得阮元等朴学宗匠之推崇，亦为其后期建构象数符号逻辑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支撑。[2] 

在乾嘉学者普遍沉潜于文献校雠之际，焦循独能以“实测而知”的理性精神，洞察汉学考据“支离

牵合”之弊，进而通过“旁通”、“相错”、“时行”三大学理法则，重构《周易》符号系统的动态衍化

模型。其《雕菰楼易学三书》以“旁通”为枢机，通过阴阳爻位之升降互摄揭示卦象间的互文性关联；

“相错”法则则运用六爻结构的拓扑变换，展现卦象系统的对称耦合关系；而“时行”理论更将卦变机

制升华为“变而通之以尽利”的实践哲学，使符号逻辑与道德形上学在“迁善改过”的伦理维度达成圆

融。此种学术创见既承继了惠栋“重汉易而弃宋易”的范式转向，又突破了乾嘉考据学“知性分解”的局

限，通过“道赅理气”的本体论重构，使《周易》研究从笺注训诂转向“弥纶天地之道”的符号哲学体

系，标志着乾嘉易学从文献实证向义理创发的范式跃迁。 

2.2. 旁通、相错、时行及对“象”的理解 

2.2.1. 旁通 
焦循易学体系中的“旁通”法则作为象数诠释的核心方法论，突破了传统易学对卦爻辞的离散化诠

释范式。传统易学往往将六十四卦视为孤立的符号单元，采取静态的、形而上学的解读路径，导致卦象

间的生成逻辑陷入机械决定论困境。焦循以动态符号学视角重构了《周易》的认知框架，提出“旁通”作

为卦爻运动的根本律则，通过初四、二五、三上爻位的“应位”机制与阴阳“升降”之正程序，构建起六

十四卦互为表里的符号矩阵动态耦合机制。这种“生生不息”的诠释范式不仅消解了卦象系统的固态结

构，也通过爻位互易的符号拓扑学操作，使阴阳二气在“时行”维度上实现周流六虚的有机循环，从而

将易学体系提升至宇宙生成论的高度。[3] 
乾坤二卦作为“父母卦”在焦循体系中具有元符号的哲学意蕴，其纯阳纯阴的极致属性恰构成旁通

法则的原型范式。乾卦初九之阳与坤卦初六之阴通过“应位升降”实现符号置换，这种元初的阴阳交感

在爻位递变中呈现出“时行”衍生的拓扑序列——初爻之动触发二爻之变，逐层推进直至上爻，形成六

十二卦的动态生成网络。尤值瞩目的是，焦循将旁通划分为“本卦爻位互易”与“两卦阴阳对转”双重模

态：前者强调单卦内部初四、二五、三上爻位的“当位”互变机制；后者则要求旁通卦组必须满足六爻阴

阳全反的对称关系，如《乾》《坤》组通过全阳全阴的极致对立达成符号学意义上的“负阴抱阳”平衡。

这种双重模态既遵循“穷则变，变则通”的易学原理，又暗合《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承

诺。 
旁通法则的哲学突破在于其实现了易学诠释范式从占筮术数向道德形上学的范式转换。在宇宙论层

面，该法则通过三十二组旁通卦系的符号运动，映射出阴阳二气“絪缊化生”的宇宙图景，使卦爻系统

成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动态模型。在伦理学维度，焦循创造性将旁通与儒家仁学相贯通，揭示出

“旁通情欲”的双重向度：既要求个体在符号互易中达成“忠恕之道”的道德自觉，又强调通过爻位变

通实现“修齐治平”的价值实践。这种“即象明理”的诠释路径不仅革新了易学研究的认识论框架，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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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通变神化”的处世智慧，为当代诠释学提供了“观其会通”的方法论启示。正如牟宗三所言，焦循易

学通过旁通时行的符号运动，建构起“价值世界的动态生成论”，使《周易》真正成为贯通天道性命的精

神现象学体系。 

2.2.2. 相错 
焦循在《雕菰楼易学三书》中构建的“二五变通”理论，以乾坤象数关系为形上根基，通过旁通、相

错、时行三大义例的符号逻辑机制，实现了卦爻系统与道德哲学的互摄。其核心“相错法则”突破了传

统卦序的线性排列，借助爻位对应关系的重组，揭示了《屯》《蒙》《鼎》《革》等卦象的深层关联。屯

卦象征天地氤氲而万物化生的初始状态，蒙卦演绎启蒙发智的认知觉醒，鼎卦彰显鼎新革故的文明创制，

革卦蕴含破立相生的变革动力——四者虽表象殊异，却在相错法则的符号转换中形成了辩证逻辑组。这

种卦象重组机制通过阴阳爻位的辩证运动，将卦爻符号的静态结构转化为动态的辩证系统，为易学象数

体系注入了动态生成论的特质。 
相错法则的符号逻辑运作具体表现为阴阳爻位的全称倒置与辩证转换。当《屯》与《蒙》相错时，下

卦坎水之阴柔与上卦艮山之阳刚形成爻位颠倒；《鼎》与《革》相错时，下卦巽木之阴伏与上卦离火之阳

显产生阴阳互易。这种“阴下阳上”与“阳下阴上”的对应关系，本质上是太极生两仪过程中“一阴一阳

之谓道”的具象化呈现。爻位倒置不仅构成卦象结构的镜像对称，更通过“当位”与“失道”的价值判

断，将符号逻辑转化为道德实践法则：屯蒙之象喻示“潜龙勿用”的蓄势待发，鼎革之象彰显“飞龙在

天”的时中变通，二者共同构建了“穷则变，变则通”的易学方法论。这种符号重组机制超越了单纯的形

式推演，实现了卦爻系统与自然法则、人文理则的三维同构。 
相错法则将《周易》固有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提升至符号逻辑层面，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辩证理性。

爻位倒置所展现的“反者道之动”，既是对《系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符号化诠释，也是对《说

卦》“参天两地而倚数”的数理演绎。屯蒙鼎革四卦的相错关系，本质上是阴阳二气“消息盈虚”的时空

呈现：屯蒙之阴柔在下象征“元亨利贞”的创生潜能，鼎革之阳刚在下表征“革故鼎新”的实践动能，二

者通过相错法则实现了“形而上者谓之道”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贯通。这种辩证逻辑不仅印证了“一

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预设，更通过卦爻符号的自我否定与扬弃，构建了动态平衡的宇宙生成模型，

为传统阴阳哲学提供了具象化的符号逻辑支撑。 

2.2.3. 时行 
焦循在《雕菰楼易学三书》中建构的“时行则变，变则通”学说，突破了传统易学象数与义理二分的

诠释框架，通过“旁通”“时行”“相错”三体例的动态耦合，将卦爻符号系统转化为兼具道德实践指向

的符号逻辑系统。这一体系以“时行”法则为核心，揭示了《周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宇宙生成

论本质——阴阳二气在时空维度中的消息往来并非机械循环，而是依托卦爻位序的“当位失道”机制，

实现“大中而上下应”的动态均衡。[4]相较于西方形而上学追求静态本体的思维范式，焦循的时行哲学

强调“元亨利贞”的创化逻辑，将卦变系统转化为“迁善改过”的道德实践路径，使象数推演与儒家“仁”

学形成本体论层面的互文。 
《周易》的时行法则在符号逻辑层面表现为“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拓扑映射，其核心在于通

过爻位运动模拟时空语境中“几微之动”的辩证转化。十二消息卦作为该法则的具象载体，以“复临泰

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的卦序展开，不仅符示着阴阳二气在黄道十二宫的消长节律，也通过“卦气”

与“爻辰”的时空编码，建构了“天人同构”的宇宙论模型。这种“趣时以和”的动态机制，既包含冬至

一阳初生的“贞下起元”之机，又蕴含“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的主体能动性，使得卦爻系统超越占筮工

具性，升华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存在论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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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消息卦的时空模型本质上是一种“位–时–义”三位一体的解释学循环。每卦六爻的“乘承比

应”关系构成微观时空场域，而卦序流转则映射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宏观宇宙节律。焦循通过

“比例”“齐同”等数学化思维，将卦变系统转化为可操作的道德实践程序：当位之爻象征“絜矩之知”

的伦理自觉，失道之爻则需通过“悔吝”机制实现“旁通改过”，最终达成“情欲旁通而民志大同”的治

世理想。这种将象数逻辑与道德哲学熔铸一体的诠释路径，不仅重构了易学“假卜筮而行教”的经世传

统，更在符号学层面实现了卡西尔所谓“文化形式即符号形式”的哲学突破。 

2.2.4. 象 
在“象思维”的符号逻辑阐释层面，焦循创造性地解构了传统“观物取象”的静态象征观，揭示出

《周易》卦爻系统蕴含的“互体变爻–动态取象–隐喻衍义”三维诠释机制。“象”并非固着于特定物象

的能指符号，而是通过卦爻互渗形成多层级意义生成的结构。这种动态象数观在乾卦“龙”象的诠释中

得到典型体现：初九至九五的爻位递进，既表征阳气运行的时空节律，又暗喻君子“穷理尽性”的修身

次第，更折射出“天道显隐–人事兴替”的同构关系。焦循特别强调卦爻辞中动物符号的“互文性指涉”，

如“龙”与“马”在乾坤二卦中的象征互渗，实为阴阳消息法则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结构映射。 
这种动态互渗的诠释学范式，使焦循建立起“符号逻辑–道德哲学–社会实践”的三维解释体系。

他通过“旁通情欲”的象数推演，将卦爻变易法则转化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实践智慧，使“时行”原则既是

卦爻运行的数理规律，又是“通权达变”的处世准则。在乾卦九五“飞龙在天”的诠释中，焦循既揭示其

天文历法维度的“苍龙七宿”星象周期，又赋予其“圣王时中”的政治哲学意涵，更引申出“知进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的性命之学。这种多维互释的学术理路，使《周易》诠释学突破经学注疏传统，升华为贯通

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符号哲学体系。[5] 

3. 符号逻辑基础与《周易》初步关联 

3.1. 符号逻辑简述 

符号逻辑的学理溯源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构建的范畴三段论奠定

了古典形式逻辑的根基，其通过主谓结构的命题推演机制确立了思维的规范性与论证的严密性。这一体

系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与神学辩证深度交织，形成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逻辑神学体系，使逻辑学

在超验领域获得方法论拓展。至十九世纪布尔代数突破传统逻辑的言说框架，以代数符号系统重构逻辑

推演规则，标志着数理符号逻辑的范式转型，而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创的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体系，更

将符号逻辑的现代化进程推至新境。周易象数系统以阴阳爻符建构的六十四卦推演体系，同样展现出符

号逻辑的思维特质，其通过“观物取象”的直观类比与“太极生两仪”的生成逻辑，构建了独特的“象数

逻辑”系统，这种以符号追摹自然之序的思维范式与西方形式逻辑形成深刻的跨文明对话。 
命题逻辑作为符号逻辑的基础构成，其以真值函项联结词构建复合命题的推演网络，通过合取(∧)、

析取(∨)、否定(¬)等算子揭示命题间的逻辑蕴涵关系。德摩根法则作为该体系的核心规律，不仅规范了

命题否定形式的转换法则，更暗合周易卦爻系统中的阴阳对待关系——如同乾卦与坤卦的爻符全反现象，

其本质皆为符号系统内否定关系的结构性呈现。周易卦爻辞的推演系统虽未采用形式化算符，却通过爻

位变动与卦象转换实现类命题逻辑的推演功能，如《系辞》所言“爻者，言乎变者也”，六爻之位的变化

恰似命题变量的真值赋值过程，而卦象的整体转换则对应复合命题的真伪判定。这种以象数符号承载逻

辑关系的思维模式，展现出与西方命题逻辑迥异的认知路径。 
谓词逻辑通过引入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突破命题逻辑的表述局限，其以个体域量化与谓词函项

建构的表述系统，完美对应周易哲学中“三才之道”的宇宙论框架。全称量词对“万物”范畴的统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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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周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的宏观统御；存在量词对特殊个体的指涉，则暗合“观其会通以行典

礼”的具体认知。在理气关系的哲学映射中，朱熹“理一分殊”说揭示的普遍规律(理)与具体事物(气)之
辩证，正可通过谓词逻辑的量化系统进行形式化表述：全称命题对应“理”的普遍性，存在命题则对应

“气”的特殊性，而量词嵌套结构恰能诠释“理在气中”的体用关系。这种逻辑学与易学思维的深度互

鉴，不仅拓展了符号逻辑的哲学意涵，该学理突破创辟了中西哲学互鉴的崭新范式，重构了比较哲学研

究的元理论框架。 

3.2. 《周易》卦爻符号的逻辑特质 

在《周易》的卦序逻辑中，六十四卦由六个位爻组合而成，每个位爻的阴阳属性及其位置通过量化

手段进行数值分析，进而计算出每个卦的爻值数[6]。 
在《周易》哲学体系中，“象”概念呈现出多层级诠释学特征，其狭义指涉卦爻符号系统所承载的象

征功能，广义则拓展至万物存在之表象与本质的符号化映射。据《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

其形容”之论，卦爻作为“空套子”式的符号装置，通过阴阳二元的拓扑排列(☰乾、☷坤等)，既构成具

象的“天/地”等物象指涉，又抽象为“刚健/柔顺”等属性范畴，形成“能指–所指”的符号表意结构。

这种双重诠释维度与符号逻辑的命题建构具有形式同构性：如同命题符号通过合取(∧)、析取(∨)等逻辑

连词生成复合命题，《周易》以阴(--)阳(—)爻位之“当位”“乘承”等关系，构建出六十四卦的“语义矩

阵”，使有限符号系统具备解释无限现象的认知潜能。 
阴阳爻的排列组合机制与命题逻辑的演算规则展现出深层方法论对应。乾卦三阳爻之叠加形成“自

强不息”的元命题，恰似原子命题通过真值函项构建复杂判断；而泰卦初爻变引发的卦象转换，则对应

动态认知逻辑中的“行动模型更新”过程。在逻辑表意层面，爻位变动引发的“卦变”(如泰→升)不仅是

吉凶判定的操作依据，更构成类似模态逻辑中可能性世界迁移的认知模型。这种“变易”与“不易”的辩

证统一，使卦爻系统既保持符号逻辑的演绎严谨性，又具备应对现实复杂性的解释弹性，实现“范围天

地之化而不过”的认知功能。 
《周易》符号系统的多义性特征，在“立象以尽意”的诠释学传统中达到认识论升华。坎卦(☵)既可

指涉水文现象，亦可隐喻人生境遇，其语义延展性恰如逻辑符号“→”在不同系统(命题逻辑/集合论)中
的歧义性。这种语境依赖性要求解读者遵循“观象系辞”的释义规则，通过互体、卦变等解《易》体例，

在符号能指与经验所指间建立动态关联。正如动态认知逻辑需借助“完美回忆”“无奇迹”等认知协议

确保推理有效性，《周易》占筮实践亦需结合“时位”“中正”等爻位学说，使符号多义性在具体认知情

境中获得确定性指涉，最终实现“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的认知理想。 

4. 旁通法则的符号逻辑解构 

4.1. 旁通的符号形式转化 

在《周易》哲学与符号逻辑的交叉阐释中，卦象系统的多维结构呈现为基于阴阳变易的符号化认知

体系。六十四卦之生成可视为由阴阳爻位构成的动态模态系统，其中每一爻位之刚柔属性不仅表征事物

矛盾对立的二元维度，更通过“时位推移”的变易法则形成符号逻辑的演绎基础。焦循在《易通释》中揭

示的“卦象互通”原理，实则暗合现代符号逻辑的置换群理论，其以“旁通时行”的动态结构诠释了卦爻

系统内蕴的对称性与转换性——六爻之位通过阴阳反覆的“升降”机制，既保持卦体结构的守恒性，又

实现爻位状态的逻辑反转。这种“体用不二”的象数逻辑，本质上构建了具象符号与抽象义理的双重编

码系统，使卦象的时空序列转化为可被形式化推演的符号逻辑网络。 
焦循提出的“当位失道”原则可视为对卦爻系统状态转换规则的逻辑建模。在六爻构成的六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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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每一爻位的阴阳属性作为独立变量，其真值转换遵循“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易学根本法则。

将乾卦初九爻视为逻辑真值的初始赋值(阳≡True)，其“潜龙勿用”至“亢龙有悔”的爻位递嬗，实为变

量在时位约束下的真值演化过程；同理，坤卦初六爻的“履霜坚冰至”，则展现了阴性变量(阴≡False)在
特定逻辑条件下的反转规律。这种基于爻位变量的动态逻辑系统，通过“错综合一”的转换机制，实现

了从二进制逻辑向多值逻辑的哲学跃升，其“穷则变，变则通”的循环模式，恰与符号逻辑中的状态转

移图式形成深刻呼应。 
在易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层面，乾坤二卦的互变关系构成符号逻辑推演的元模型。乾卦“元亨利贞”

的四德运转与坤卦“直方大”的德性展开，共同构建了阴阳属性的元逻辑框架。以乾卦初九爻的阳动之

始对应逻辑命题的初始真值，其向坤卦初六爻的阴静之基转换时，不仅完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

学命题，更在符号逻辑层面实现了真值函数的非运算(¬P)。这种乾坤互藏的变易规律，通过“阴阳合德而

刚柔有体”的辩证结构，将卦爻系统的符号转换升华为宇宙论的逻辑表达式，其“形而上者谓之道”的

哲学境界，与符号逻辑追求形式化真理的终极目标形成跨时空的思想对话。正如“易之道，大抵器变而

道不变”，这种将具体卦变抽象为普适逻辑规则的思维范式，正是《周易》哲学对现代符号逻辑最具启

示性的贡献。 

4.2. 旁通蕴含的逻辑推理性质 

在《周易》哲学体系中，旁通关系并非简单的符号形式转换，而是深植于象数逻辑的推类系统之中，

其推理框架与演绎逻辑具有结构性同构特征。以咸恒二卦的爻位互涉为例，咸卦以艮下兑上之象演绎少

男少女初感之情，其爻辞“咸其拇”“咸其腓”等意象，隐喻情感萌发阶段的身心交感；恒卦则以震上巽

下之象表征夫妇恒久之道，通过“不恒其德”与“振恒”等爻辞揭示情感维系的动态平衡。此种旁通关联

本质上遵循“阴阳交感”的辩证法则，其推理过程暗合《系辞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象数逻

辑，通过卦爻符号的互文性诠释，展现情感关系从交感萌动到稳定持守的演进规律。 
从符号逻辑维度考察，咸卦六爻(X₁-X₆)与恒卦六爻(Y₁-Y₆)构成阴阳互补的象数映射体系，其中爻位

的逻辑非运算(¬)实现阴阳属性的辩证转化(∀i∈[1, 6], Yi=¬Xi)。这种爻变机制本质上契合《周易》“刚柔

相推而生变化”的生成论原理，咸卦初六“咸其拇”的阴爻经非运算转化为恒卦初六“浚恒”之阳爻，既

体现情感互动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又暗含《彖传》“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的认知范式。此

逻辑模型不仅验证《周易》“极数知来”的象数推演传统，更揭示出“阴阳互根”的哲学本体论如何通过

爻位关系获得符号化表征。 
深入其哲学意蕴，咸恒二卦的旁通关联彰显《周易》“三才之道”的时空统一性。咸卦上六“咸其辅

颊舌”与恒卦上六“振恒”形成爻位呼应，前者喻示言语交感的外显形态，后者昭示情感维系的动态平

衡，二者共同构成“穷则变，变则通”的辩证关系。象数逻辑的推类系统，既包含《说卦传》“数往者

顺，知来者逆”的认知方法论，又暗合“立象尽意”的符号阐释学原理。通过爻位系统的非运算转化，

《周易》成功将情感关系的演进规律升华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宇宙生成模式，为当代哲学研究

提供了“象数互证，义理相生”的经典范式。 

5. 相错原理的符号解析 

5.1. 相错的符号矩阵构建 

在《周易》卦象的数理诠释体系中，阴阳爻画所构建的符号系统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具有自相似性的

类比推理模型。以既济卦与未济卦的相错关系为研究对象，可依循焦循“旁通时行”的诠释原则，建构

二阶符号矩阵以呈现“阴阳互藏其宅”的动态演变。具体而言，将既济卦六爻之阴阳属性嵌入矩阵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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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济卦六爻之属性置于次行，通过行列交叉比对揭示二者在爻位空间中的“对待”与“流行”关系。运用

矩阵转置运算可直观呈现《易图略》所述“爻位互易”的象数机理，而行变换操作则能模拟“阳升阴降”

的卦变规律，这种数学化重构不仅印证了“两卦相错，数理同源”的易学命题，更实现了象数思维与代

数逻辑的视域融合。 
从符号逻辑维度考察，卦象相错过程可转化为“象–数–理”三重结构的协同演化。当构建更高维

度的卦象矩阵模型时，六十四卦系统呈现出显著的递归嵌套特性，其层次化结构恰与“太极–两仪–四

象–八卦”的生成序列形成同构对应。通过求解特征多项式，将卦象中的阴阳爻视作为矩阵的基本元素，

对周易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进行探寻[7]。通过引入特征多项式这一分析工具，可将阴阳爻的二元属

性量化为矩阵本征值，进而解析卦象系统内在的对称破缺机制。在既济–未济矩阵模型中，主对角线元

素对应爻位的“当位”属性，而非对角元素则表征“乘承比应”的爻际关系，这种数学表征形式深刻揭示

了《周易》“时位中正”哲学命题的数理基础。焦循所谓“比例引申”的易学方法，在此可被诠释为通过

矩阵秩分析揭示卦象间的线性相关性。 
特征向量的哲学意涵则指向卦象系统的深层结构稳定性。当考察卦变过程中的守恒量时，矩阵迹对

应着阴阳消长的动态平衡，而行列式值则隐喻“保合太和”的终极理想。这种数理分析路径与《周易》

“极数知来”的认知范式高度契合，其特征多项式根系的分布形态恰可类比“大衍之数”的占筮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矩阵模型对卦象系统的离散化表征，既保留了“观物取象”的直观思维特质，又实现了

“穷理尽性的形而上追求”。 

5.2. 相错与逻辑等价、蕴含关系 

在《周易》符号系统的哲学建构中，相错卦象的辩证关系呈现为符号形式与语义结构的双重互动。

焦循“相错则相反而相成”的命题揭示，卦爻系统通过阴阳爻位的全称倒置(如既济与未济卦)实现符号层

面的等价性(A↔¬B)，而在义理层面则形成语义蕴含的辩证统一(A→¬B 且 B→¬A)。既济卦(坎上离下)作
为六爻当位的极致形态，表征事物发展的圆满状态；其相错卦未济卦(离上坎下)则以六爻失位之象，暗含

未竟之业的动态潜能。二者虽在卦象结构上互为否定，却在“穷则变，变则通”的易理中构成循环互摄

的生成关系，恰如《系辞》所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体现了阴阳消长中隐

含的“否定之否定”辩证逻辑。 
从符号逻辑视角考察，天地否卦(乾上坤下)与泰卦(坤上乾下)的错综关系构成典型的对偶关联范式。

错卦机制通过六爻阴阳属性的全称否定(¬Q→P)，实现“天地不交”至“天地交泰”的语义反转，其逻辑

结构可映射为命题逻辑中的矛盾关系(P∧¬Q)；而综卦机制则通过卦体空间方位的倒置(乾↔坤)，形成“内

阴外阳”与“内阳外阴”的体用转换，暗合形式逻辑中的逆命题转换规则(A→B 与 B→A)。方以智“体

用互余”思想进一步将这种关系升华为阴阳二气的动态流变，强调“先天即在后天中”的实践向度，使

得否泰二卦不仅呈现静态的对称美，更蕴含“物极必反”的转化动能，呼应了《周易》“一阖一辟谓之

变”的宇宙生成论。 
在卦爻系统的深层结构中，逻辑等价性与蕴含性共同构建了《周易》特有的辩证认知框架。既济未

济二卦通过“完成态”与“未完成态”的相互蕴含，演绎出“保合太和”与“日新盛德”的价值张力；否

泰二卦则以“闭塞”与“通达”的语义对立，揭示“否极泰来”所蕴含的模态算子(□¬P→◇P)。这种符

号逻辑的映射关系，既符合李建钊所论“卦爻符号系统的类比推理特性”，也与周山提出的“《周易》作

为中国古代类比推理系统”的论断相契合。焦循通过“时行”说将此类逻辑关系具象化为爻位运动的数

理规则，使得卦变系统既能保持形式逻辑的严谨性，又承载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意蕴，最终

实现符号逻辑与生命哲学的终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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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行理论的符号动态阐释 

6.1. 时行的符号序列与时间模型 

在《周易》符号系统与时间哲学的交汇研究中，卦象的序列化编排呈现出独特的时序逻辑架构。以

孟京卦气说为典型范式，六十四卦的推演通过“爻位推移”与“阴阳消息”的辩证运动，构建出“元亨利

贞”的螺旋式时间序列模型。消息卦体系以复卦为少阳初萌之象，遵循“一阳来复”至“六阳乾元”的递

进规律，藉由临、泰、大壮、夬诸卦的爻变序列，完整映射出冬至到夏至的阴阳消长周期。这种“取象比

类”的符号逻辑并非简单的线性排列，而是通过错、综、互、变等卦变法则，在“显隐互摄”的动态结构

中实现时空维度的统合。卦气说的本质在于将“天地节而四时成”的自然法则，转化为阴阳爻符的位次

变换，使卦序成为“大化流行”的时间性隐喻。 
《周易》时序逻辑的深层机理体现为“生生之谓易”的动态生成论。卦象系统通过“旁通”与“反

覆”的爻位运动，突破静态符号的有限性，形成“周流六虚”的时空连续体。在“太极–两仪–四象–八

卦”的衍生过程中，每一爻位的阴阳属性皆非固化实体，而是处于“显隐流转”的变易状态，“位之时

中”的特性使六十四卦构成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开放系统。从“贞下起元”的循环逻辑观之，乾卦“亢龙有

悔”与坤卦“龙战于野”的爻辞警示，正昭示着物极必反的时序转折规律。此种动态符号系统不仅契合

“阴阳絪缊”的宇宙论图式，更通过“立象尽意”的叙述范式，将时间性内化为“穷神知化”的认知维

度，实现天道运行与人文理则的符码化同构。这种变化生动地刻画了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永无休止的发

展图景，同时深刻地反映了《周易》对时间流逝以及万物变迁的深刻哲学洞察[8]。 

6.2. 时行的模态逻辑解读 

在《周易》象数体系与模态逻辑的跨学科对话中，卦爻系统的动态变迁揭示了形而上维度中“时行”

与“常道”的辩证统一。焦循所论述的“变中寓常”，揭示了时行过程卦象变化的性质[9]。焦循所建构

的“时行”义例，通过旁通、相错之变易法则，诠释了“变中寓常”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卦象流转既受阴

阳消长的必然律令统摄，又因具体时位条件而呈现多元模态可能性。以泰卦向否卦的转化为例，其卦爻

推移虽遵循“阳升阴降”的先天秩序，但转化节点的实现形式却受制于卦象内部错综的爻位关系及外部

情境的耦合作用，呈现出“必然趋向”与“偶然触发”的交互性。这种辩证逻辑在《周易》符号系统中具

象化为“通变”思想，既强调“穷则变，变则通”的形上规律，又承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实践智

慧，从而在象数推演中实现了确定性法则与可能性空间的共生共存。 
模态逻辑的认知框架为解析《周易》的符号系统提供了精密的理论工具，其必然性模态算子(□)与可

能性模态算子(◇)恰可对应易学中“贞下起元”的恒常之道与“唯变所适”的权变之智。泰卦至极而否的

转化过程，既可表述为□(泰→否)的必然命题，印证“物极必反”的普遍法则；亦需借助◇(泰→否)的可

能性命题，揭示具体历史情境中阴阳势力消长的偶然性介入。这种双重模态的嵌套结构，本质上是《周

易》“观物取象”思维在逻辑学维度的延伸：卦象通过“立象以尽意”的表征机制，将动态宇宙观编码为

符号化的模态关系网络，其中既有“各正性命”的本体论承诺，亦包含“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的生成

论演绎。由此形成的“象–数–理”三维阐释体系，不仅超越了西方模态逻辑的单向度分析范式，更在

“体用一源”的哲学高度实现了逻辑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超融。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焦循易学体系中旁通、相错、时行三大义例的符号逻辑转化，揭示其内在的“象数互

诠”机制与“变易不居”的辩证思维结构。通过构建“爻位应动律”与“卦象推衍律”的逻辑表达式，不

仅实现了对《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置换运动的数理建模，更在“体用一源”的维度上贯通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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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深层关联。这种符号逻辑的范式转换，既突破了传统象数易学“执象忘理”的诠释

困境，又为“阴阳化生”的宇宙生成论提供了可操作的认知模型，从而在“即器明道”的层面上实现了易

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革新。 
焦循易学的认识论价值体现于“观象系辞”与“穷神知化”的双重认知路径。其以卦爻符号为“认知

图式”通过“取象比类”的思维操作，在具象的“物象世界”与抽象的“义理世界”间构建动态映射关

系。这种“象思维”模式成功消解了经验直观与理性思辨的二元对立。在实践理性层面，时行法则所蕴

含的“通变神化”智慧，不仅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执两用中”的策略矩阵，更通过“旁通情欲”的伦理建

构，将“穷理尽性”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可操作的“位序调整”程序，实现了“内圣外王”理想的符号化表

达。 
当前研究虽在符号逻辑建模上取得突破，但仍受制于“名实之辨”的诠释学循环——符号系统对易

学“弥纶天地”的整全性存在选择性遮蔽，尤其在处理“寂感通神”的超越维度时呈现解释力衰减。跨学

科对话的深度亦受制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固有困境，如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与易学“神无方而易无

体”的思维特质存在本体论冲突。未来研究需在“格义互鉴”的框架下，探索符号逻辑与悟性思维的协

同机制，同时加强易学数理模型在复杂系统科学中的验证性应用，以期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性话语的真

正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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