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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氣在與陰陽、五行的縱橫聯結中，構成了「氣—陰陽—五行」的結

構模式，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認識世界的方法，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

智慧。

有了「氣—陰陽—五行」的認識框架，「天」就可能得到比較具體的刻畫

了。也就是說，宇宙生生不息的運動過程，可以表現為具體的氣的運動。而氣的

運動狀態又可以通過陰陽的消長、五行的流行來予以認識和描寫。

命理學：命與運

接着，要談到「人」。

《黃帝內經》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

氣，命之曰人。」4又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5顯然，在我

們先哲的眼裏，人，作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實體，存在於天地之間，跟天地是息息

相通的。天地是個大宇宙，人是一個小宇宙。

金水

木

火

土

圖 1.2　五行生、剋關係圖

（實線表示「相生」關係；虛線表示「相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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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是宇宙的產物，生存在宇宙中，他必然要受到自然運行規律的影響和

制約。那麼，是否可以設想：從人出生時候的宇宙狀態出發，去揭示它對人的生

命以及生命過程的影響呢？或者說，在人出生的時刻，當時的宇宙狀態是否就給

他留下了一個獨特的「印記」呢？

經過千年時間的觀察和驗證，古代的命理探索者對此終於做出了肯定的

回答。

具體來說，命理學把跟人出生時對應的宇宙狀態的片刻看作是人的先天稟

賦，把它稱之為「命」。換言之，人的「命」，就是他出生當時的特定的宇宙狀態。

既然出生時的宇宙狀態固結為「命」，命理學就有了十分具體的研究對象和

探求的起點，它嘗試根據這個固結狀態所透露的「信息」，去揭示人先天所具有

的生命特徵。

當然，宇宙的運動是永不停息的。它不會因為某人的出生而停止運動。它是

按照本身固有的法則不間斷地朝前運動著的。於是，相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固結

狀態的「命」，那個仍在不斷流變的宇宙狀態，就成了這個「命」的外部環境或

後天環境。命理學把這個流變的外部環境稱之為「運」。

這樣，從傳統命理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命運」，究其根本，就是一個固結

了的特定宇宙狀態，在不斷變化的宇宙狀態中的遭遇。

八字命理學就是應用陰陽五行原理來描寫、並進而預測這樣的遭遇。

打個比喻，命，好比是一輛新車，它的品質規格在它出廠時已經被確定了。

它出廠時的合格證書和使用手冊已經注明了它的性質和功能。運，好比是這輛車

所要行駛的道路。我們觀察到的人生過程，就好比是這車行駛在路途上所遇到的

各種遭遇。

可見「命」和「運」都很重要。命是根據，運是環境；命是內因，運是外部

條件和過程。命理學就是通過探討「命」和「運」的相互作用，來揭示和展現一

個人豐富多彩的人生起伏軌跡。

談到「命」，表現出我們古人對人的初始狀態的關注。這跟現代混沌理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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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是一致的。所謂「蝴蝶效應」正是對初始條件作用的形象性描

述。6

八字：時空結構

既然說「命」是人出生時所對應的宇宙狀態，那麼，如何來標記這個狀態

呢？如何來具體刻畫這個特定的氣運動片段的陰陽五行內涵呢？這是具體推演的

起點。

八字命理學採用的是干支符號系統。

干支符號系統是由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組成：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在遠古時期，天干用來紀日，地支用來紀月。然而，單憑十個天干來紀日，

則每個月可能有三個天干相同的日子，這就不易辨別了。於是，就用一個天干和

一個地支，按次序搭配起來的辦法來紀日期。這就產生了「干支紀日法」。十天

干和十二地支的最小公倍數是六十，於是有了六十干支的組合，稱為「六十甲

子」或「花甲子」：

表 1.1  六十甲子表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在長期的歷史文化浸淫中，干支符號逐漸具有了陰陽五行的內涵，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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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符號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內容可以表述為（以下「＋」表示陽；「－」表

示陰）：

表 1.2  干支符號模型

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陰陽 + － + － + － + － + －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方位 東 南 中 西 北

地支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陰陽 + － + － + － + － + － + －

五行 木 土 火 土 金 土 水 土

方位 東 南 西 北

四時 春 夏 秋 冬

月份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有了干支符號系統，命理學就有了描寫和推演的工具。它用四組天干地支符

號來標記人的出生時間。

比如，現在是 2019 年 12 月 10 日晚上 7 點多，這個時空結構是怎麼樣

的呢？

圖 1.3  2019 年 12 月 10日戌時的干支結構

陰陽五行結構

－土 + 火 －金 + 土

+ 水 －水 + 火 + 土

+ 木 + 金 －金

+ 土 －火

年 月 日 時

己 丙 辛 戊

亥 子 巳 戌

年 月 日 時

己 丙 辛 戊

亥 子 巳 戌

壬 癸 丙 戊

甲 庚 辛

戊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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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左側是這個時段的干支結構，最右側是它具有的陰陽五行內涵。通過干

支符號的組合，我們可以表述一個特定時間段的氣的運動狀態。如果現在有個嬰

兒出生，這就是他的八字，或他出生時的「時空結構」。

為甚麼圖中間的八字地支下面又有了天干的標記？這牽涉到八字命理學中的

「地支藏遁」的概念。

就天干、地支而言，天干象徵天，地支象徵地。天干為陽、為清，地支為

陰、為濁；清者單純，濁者混雜。因此每一個天干僅具有一種五行內容；而大地

包藏着萬物，地支則可以藏有多種五行內涵。它的內涵也可以直接用天干來表

述，命理學稱之為「地支藏遁」，即地支中包藏着天干。下面是十二地支藏遁表：

表 1.3  地支藏遁表 7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癸水 己土

癸水

辛金

甲木

丙火

戊土

乙木 戊土

乙木

癸水

丙火

庚金

戊土

丁火

己土

己土

丁火

乙木

庚金

壬水

戊土

辛金 戊土

辛金

丁火

壬水

甲木

我們把地支所藏的天干標記出來。這樣，它們所具有的陰陽五行內涵也就充

分顯露出來了。8

由於時間的流逝具有週期性（圖 1.4）和層級性（圖 1.5），我們很容易用

干支系統這 22 個符號來刻畫每個時段的氣運動的狀態。一個時間序列上較大的

週期是 60 年（圖 1.6），那麼共有多少個這樣的時空結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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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時間序列的週期性表述

b.

a.

c.

圖 1.5  時間序列的層級性：日（a）和年（b）

早晨 黃昏

中午
（a）

半夜

秋

夏

冬

春

（b）

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圖 1.6  時間序列的週期性和層級性：60年週期循環

60 年

60 月

60 日

60 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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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淵海》和《淵源》重複的內容較多，明代編纂者便將《淵海》和《淵源》

合併成一本書，並加入了當時流行的一些命學詩賦，定名為《淵海子平》。u

那麼，徐大升原著的面貌究竟如何呢？可惜在國內已無《淵海》或《淵源》

的原來版本。董向慧在韓國漢文古籍微縮圖書中找到了徐大升所著的《淵源》。i

《淵源》一書全名《子平淵源》，序文名為「子平三命通變淵源序」。這為我們研

究南宋後期命理發展提供了較為可信的資料。

徐大升在《淵源》序文中寫道：

子平之法，易學難精。有抽不抽之緒，有見不見之形。以日為主，搜用

八字。先觀提綱之輕重，次詳時日之淺深。專論財官元有元無，日下支神財

官有者，最要純一。……更看運神相背，自然蘊奧分明。

這裏，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淵源》在論命方面的一些要點。《淵源》共上、

下兩卷，上卷包括了《定真論》、《喜忌篇》、《繼善篇》以及「看命入式」等內容；

下卷是「十八格局」。

從《淵源》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徐大升在命理學史上的重要貢獻、以及命

理分析的一些特點：

首先，他繼承並完善了徐子平的今法模型的論命框架。《定真論》說：

釋日之法有三要：以干為天，以支為地，以支中所藏者為人元。分四柱

者，年為根，月為苗，日為花，時為實。又釋四柱之中，以年為祖上，則知

世代宗派盛衰之理；以月為父母，則知親蔭名利有無之類；以日為己身，當

推其干，搜用八字，為內外取捨之源：干弱則求氣旺之籍，有餘則欲不足之

營。……月為兄弟，……或日為妻，……或時為子息。

配合前面的序文，勾勒出一個更加完整的今法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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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明確了以日為主，同時也強調「提綱」—月令地支的重要作用。因為

提綱反映了出生時外部環境總體的氣候條件，這是對「天人合一」觀的具體貫

徹。在這個框架中，六親的位置也進一步確定了。因為取消了古法模型的胎元一

柱，「祖上」就移到了年柱，父母、兄弟則在月柱，日干為己身，日支為妻，時

柱為子息。這裏，徐大升跟徐子平立說不同，分別取年、月、日、時為根、苗、

花、果，後人基本上採用了徐大升之說。

其次，完成了「十神系統」的建立。

在《淵源》上卷一開始，就羅列了「天干通變圖」，它顯示了十個天干符號

相互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把原來具體的陰陽和五行的生剋關係進一步抽象化

了。《淵源》使用比肩、敗財（劫財）、傷官、食神、正財、偏財、正官、七殺

（偏官）、正印、偏印等十個名稱來表述天干之間的生剋關係。

十神關係的確立，大大拓展了命理描寫的廣度和深度。它從原本五行「喻

象」的分析的層面，即直接用五行生剋關係的類象來討論各成分之間的關係，拓

進到了「關係」分析的層面，即通過反映五行生剋關係的代名詞—十神來予

以討論，這樣便具有了更大的概括性。

圖 2.3  今法模型的八字架構（徐大升）

年 月 日 時

根 苗 花 果

祖上 父母 己身 子息

兄弟 妻

天干

地支

日主

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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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比較完備的十神系統，就可以在關係層面定義六親的關係。《李虛中命

書》是以「身剋為妻，妻生為子」。它是用納音五行的生剋來談論的，事實上，

是以財為妻，以官殺為子。徐子平不用納音，以印為母，以財為父、又為妻，以

比劫為兄弟，以官鬼為子，又以傷官為子，都是用正五行來歸屬。

徐大升之法，跟徐子平大體相同。不同之處是：男命以正官、七殺為子；女

命用傷官、食神為子。如《定真論》所說的：「男取剋干為嗣，女取干生為子。」

這樣，用特定的十神來對應具體的六親內容，至此基本定型了。雖然徐大升繼承

了徐子平專重財官的傳統，但同時也提出了「中和」的原則。

再次，在《淵源》中也談到了「用神」。

用神，這個術語，是以後命理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最初出現在《李

虛中命書》注文中。o《淵源》的《繼善篇》中有兩次提到「用神」：

（1）用神不可損傷，日主最宜健旺。

（2）取用憑於生月，當推究其淺深；發覺在於日時，要消詳夫強弱。

事實上，前者（1）指有用之神 p；後者（2）則不同。這裏「取用」是指月

令中的用事之神。所以，用神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指「有用」，這是命理分析中

最常用的概念；另一個是指月令地支中具有「用事」作用的五行內容。

事實上，《繼善篇》所言的這兩條，都是十分經典的論述：前者強調在八字

結構中出現某個字，它具有「有用之神」的資格，則不可以受到損傷。這開啟了

以後對命局用神作深入探究的先河。後者要求注意月令「提綱」中的「用事」之

神，並進一步推究其當令的「淺深」狀況，這又為以後八字中諸成分的狀態研

究、尤其是後來的格局研究，提供了分析的着眼點。儘管講的是不同的「用」，

卻都給了以後探索者重大的啟示。

對於神煞，跟徐子平不同，《淵源》所用很少。可見，隨着命理學的發展，

早期眾多的神煞已逐漸失去了光彩。命理研究者已不滿於「對號入座」式的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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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組合的判斷，而漸漸習慣於八字結構整體的分析。這也是命理學進步和成熟

的表現。

作為命理學形成時期的集大成著作，是明朝中葉出現的《三命通會》。

作者萬民英（1523-1603），字汝豪，號育吾，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

進士。先後任河南道監察禦史、福建兵備參議等職。由於他性情耿直，因直言得

罪權貴，於是借扶送其母靈柩之機，歸回故里，從此遠離仕途，隱居三十多年。

他建鄉學，熱衷慈善與教育。《三命通會》是他編著的命理學巨著。此外，還著

有《星學大成》，是星命術的巨著。這兩部書都被收錄進了《四庫全書》。

《三命通會》卷帙浩繁，內容十分豐富。全書共十二卷。正如《四庫總目提

要》所指出的：

自明以來二百餘年，談星命者皆以此本為總匯，幾於家有其書。……

特以其闡發子平之遺法，於官印才祿食傷之名義，用神之輕重，諸神煞所系

吉凶，皆能採撮群言，得其精要，故為術家所恒用，還有未可遂廢者。

這裏道出了此書「總匯」的特點：選材精當，既博收廣引，又條理分明，內

容十分完備，堪稱是命理學的大百科書。這麼厚厚的書卷 [，能夠「幾於家有其

書」，可見其流傳之廣。由此推想，明代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傳統命理學研究和流

傳最深廣的時代。

深化時期

自明朝中葉以後、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為止的命理學發展的歷史進程是八字

命理學的「深化時期」。

作為這一時期的先鋒人物是明朝的張楠和明末清初的陳素庵。

張楠，字神峰，號逸叟，明代江西臨川西溪人。]出身於傳統的耕讀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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