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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年前古埃及第一王朝的「納梅爾砧板」浮雕現藏於埃及開羅博物館
內，在這塊盾形石板上，正反二面都刻著浮雕形象，在盾形石板的最上端，
是兩個人面牛首相，這個形象是上下埃及都信奉的圖騰---人面牛身，即埃
及天神荷托爾。這塊石板浮雕上的畫面，都是橫向式處理，這種成平面的
綫刻手法，被當今學者認為是當時流行的一種藝術方法，而且還是埃及紀
念碑雕刻上象形文字的最初圖式，它在後來逐漸形成為基本法式，這種方
法以後一直貫穿在整個埃及的建築浮雕之中，它是古王國第一王朝時的浮
雕藝術的特徵。

「易經」則是中國五千年最古老的文獻，被後來的儒家尊為五經之首。
至漢代，儒家思想成為主流，五經自然便成為中國學術的正宗。「周易」
所包含的哲理，在思想界佔領導地位，從漢代開始，易經就確立為儒家經
典之首。在中國學術史上，「周易」是唯一將符號系統與文字系統結合為
一的古籍;在後來的發展中，儒、道二家都將此書奉為經典。「周易」的影
響不僅對中國影響深遠，甚至在國外被廣泛傳播，周易伝到歐洲後，也在
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

序 文
文/林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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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經全經內文的總體架構

易經全經內文的總體架構，分述如下:
吾人頭神的著乾入卦心的乾元」，接合卦中的「甕身」質地後，依其「胎元ꞏ先天」法藏，
來陳述「後天」的眾生「命底、根器」演化、渡往之必然。
「易經」總體架構的五大部份：
1.卦名.卦辭:
卦名:詮釋眾生入六十四個卦的時輪特徴。
卦辭:本生論(食、息所生的眾生)。

2.彖曰:(起心，形成心相、心思)
宛若「蛋」破殼前的一切「因」。
包括:甕地(質位)、壺蘆身(六爻)、甕底(萬物，地、水、風、火四大元素)。
3.象曰(動念，形成一卦位的念頸、卦象)
一卦的象曰，是指上、下二掛〈八純掛)井字界面，各取其一來配置成「卦位」，而 冒

出念頭之際，此兩大皿器相容下的眾生與其所攜義理，應由「卦心」中的君子來覺引而思
辨。
4.爻位:
六爻的內文分述是指:上卦、下卦配置成一卦位時，彼此是否依陰陽五形來當位、相應。

5.(爻位)象曰:
各爻位冒出卦象念頭時，頭神的志向、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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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經全經內文的總體架構

内文的【卦名】與【卦辭】敘述――
「卦名」，是依此「胎元→先天→後天」的
時輪，從卦心中來轉動「下卦、上卦」兩個
八純卦界面，而有「乾卦、坤卦....到未濟卦」
的64卦配置。

這64卦是宛若一條時輪的命盤鎖鏈，他是敘
述「頭、身」的「意志中樞與交感神經」兩
大系統在卦心相接後，下界眾生的「物種創
生→形質變化→爻中渡往→
入胎元→返入胎元的上界、羽藏」的過程。

例如：
【乾】卦，有「陽剛、圈住」之意。
【坤】卦，有「陰柔、握住」之意。
【屯】卦，有「混沌、物種創生」之意。
【蒙】卦，有「初開、人種啟蒙」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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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經在講：生命之甬的演化

1、當頭神的蓍韱旨令，能插入卦心轉
動六爻成一卦位時，日子才有天演的存
在意義。

2、甬中因為「食、息」所生的眾生、
人民，與其所攜的身孚（木乃伊，信息
信物)依六爻在渡往入卦心形成「子民」
時，其起心動念是每一日在8字型的葫
蘆身中走一爻。第七日為星期日，入卦
心的本命星中化甬羽化登天。

3丶易經內文「彖曰、象曰、爻位、爻
位象曰」，在敘述此化甬、冒出念頭用
事、回首渡彼岸智藏，完成天演的「大
智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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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第一王朝的納梅爾砧板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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