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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命随谈一 

   每一个人都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命运问题，应该是最为好奇的事

情了。“我的未来是什么？”，“我的一生将如何度过？”，这都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问

题。但是，我学命理的原因并不是为探究自己的命运，而是想了解到底有没有命运？命理是

否真的能算准命运？那个时候还不是十分的相信它的存在。 

    九 0 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老家正好有一位先生在研习八字，闲下的时候就去找他。

虽然他的推命本事很是平平，但却从他那里了解到推命所应用工具是什么，干支、五行、十

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那段时间就已初步掌握了。 

   大概也是那个时间，邵伟华的《周易预测学》风靡全国，我们这里不得不提邵先生在易

学普及与影响方面的贡献是无人出其右的。我那时对六爻预测学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八字，可

是研究学习六爻，我并没有走很远，想想原因，可能还是出于自己对随机性的东西不算十分

认同（长年理学的训练更喜欢定式的推理，尽管六爻也是很准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管

是六爻还是八字，我的应用水平都常常错误百出，偶有奇准无比的时候，那一种兴奋感会让

自己信心大增。此时我便陷入一种怪圈之中：如果认可这套体系是真实的，却有很多的错误；

如果否认它的真实性，却有部分是非常准确的，自己一时找不到答案。 

    那时的命理研究，还是注重用神的提取。我主要学习的书是《滴天髓》，但这本书能教

给我们命理的实断太少了，理论上的东西也是中看不中用，至于其他书籍与理论，更无法经

得起反复检验——因为我是要探究命理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所以一定要以一种科学严谨的

态度对待之。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想到放弃，因为那时还在一点点的进步着。经过一段时

间的总结，我萌生要写一部书的念头，自觉还是掌握了一些规律，于是第一本书《命理指要》

就在九八年写出了（这本书虽然是结识郝金阳之后完成的，但我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盲

派”）。 

    这是一本试图用自己的理解，来总结《滴天髓》理法的作品，写作过程的兴奋要比实际

的收益更让我充实，虽然说之后的作品要比这本《命理指要》强得多，但是之后我再没有找

到过那种兴奋的感觉了，甚至到后来我十分厌倦写作，我知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可恶

的盗版。当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尚未公开时被一次次被盗印时，那一种创作的心境早已被坏的

一干二净了！ 

    我十分佩服王虎应老师，他这几年中每年要出好几部作品，而且每本都是精品，我自叹

不如。常常有罢笔的想法，总想着有一天，远离这个污浊不堪的地方，找一份清静自养，有

一两知已，喝喝茶，谈谈命，天道、地道、人道轮转变化，无不在自己的一掌之中，直到成

了老朽，化作一把泥土，留下一个传奇…… 

    天命要为，人事要尽，是谁都躲不掉了。还是言归正传说我学命的故事。一个重要的历

史意义的转折，是在 1997 年，那一年记不清醒是几月份了，我有一次回老家，听我堂兄说，

有一个盲人郝金阳先生算命奇准，88 年的时候，去过我们村算过命，其中我家邻居徐某的

事全部应验。他老人家还活着，他已经去看过了，果真出奇的准。 

    于是，我顾不上别的事，赶紧跟他搭车，来到距我们家六七十公里的红表乡探头村。 

   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结识郝先生，不知我对命理的研究何时才能走到头…… 

 



学命随谈二 

    许多对易经、命理外行的朋友，希望我能讲一些他们听得懂的内容，以便对

传统哲学有所了解。我也一直试图这么做，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也

不知从何入手才能让外行人明白。因为命理学这门知识太专业了，很难通俗化。 

    中国的大多数数术学，都用到干支，但对干支应用最彻底最尽致的还是命理

学。因为命理学只借助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不再借助于其他的神煞，来达到取象

的目的。对于用如此少的二十二个符号，如何达到描述人生万象的目的，真是一

个神奇而趣味无穷的课题。 

    我还是从最基本的干支讲起。 

    大概我们的祖先发明干支的时候，其目的就是一个形象符号，而不是具体指

代一个特定的事物。因为干支的大多数都没有特别的含义，也无法同别的字组词。

要知道，汉字的造字思想是非常高明的，有象形、引伸、会意、表音等法，所以

汉字只用很少的字，通过组词的方式表达万事、万物、万情、万状，不象笨拙的

英文，发明一个新的东西一定要造一个新的词才可以表达。所以当我们发现干支

这二十二个字大多数居然没有含义，并很少跟别的字组词时，便要怀疑其中必有

缘由。我不清楚文字考古学家对它们有些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十天干十二地

支，在造字之时，便有其特定的含义。因为其身份高贵，是专门表示天地运行的

符号，当时可能只有专门的太卜与帝王掌握，所以才与众不同。 

    干支，一定与古代天文、历法、占筮、甚至宗教分不开的，因为时隔太久，

加之当时文字记载的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干支创立时的确切含义。后世人根

据文献记载说干支与八卦出现较早，而五行出现较晚，有的说法甚至认为五行思

想直到战国才出现。我们不去考证这些，我相信干支在其当时造字时，已经赋予

了阴阳五行的意义，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干支还能有别的什么意义来。 

    干支创立与奠定与之时，可以确定还没有算命之术，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居然是后来发明的算命之术，却不折不扣地应用了干支。从中，我们有理由相信，

干支时间运行模式并非仅仅一种人为的设定，而一定是很好地附合着天地的运行

规律。盲派算命术，能惊准无误可以推断出人的一生命运，我们从这一套命理体

系的干支象法中，可以窥视到多少有关干支的秘密呢？ 

    按我们的构想，古人应该先发明十二地支，后发明十天才才合乎常情，因为

十二地支合十二月，可以通过观测得到。事实却却相反，古人是先有十天干，然

后才有十二地支。究竟是谁？何时？为什么？有何依据？发明的这些，已无据可

考，但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它们确切无疑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形成，比较遗憾的是，

有关这一点，很少有学者去研究。 

    《黄帝内经》开篇讲的中医纲要，概括地说就是人与四时的对应，内经对于

人生命理的理解与西方医学对生命的理解有根本的不同，生命的运行是与天地四

季的运行相一致的，而生命的要素并不是西方解剖学的器官，而是“藏象”，

“象”这个词太重要了，你要不理解什么是“象”，你根本上不理解中医。 

    为什么中国人对待生命与自然会有“象”层面的理解呢，因为中国的圣人发

明了干支。所以要理解干支，首先明了什么是“象”，而要理解什么是“象”，

又不能离开干支去说，外行对“象”与干支都没有体会，我解说起来就有点困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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