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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對於《易經》「家人」卦，歷來詮釋者依循宗法社會的家結構，強

調婦女要有柔順的謙卑美德，講述齊家的端正家道之法。然而時至

今日，「家」觀念正面臨各種形式的挑戰，父系宗法價值的崩解，

雙性夫妻制的鬆脫，及婚姻形式也逐漸式微。家人卦如何跳脫傳統

把「性別」與「尊卑」這樣的鍊條解開，使「家」結構於不同向度

開展，及調遂家人關係能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本文對「家人」卦的

闡述，就卦象「風火」的空間域，對應於《西遊記》「風火」關係

的「鍊丹之域」。就《易經》與《西遊記》，其皆用天地元素演繹

宇宙的萬象變化，它們運用共通的文化元素，背後也承溯共同的宇

宙模式。將二者的跨域連結，使思想義理在文學故事域有具體的情

境呼應，文學故事域透過思想義理也能展開縱深的厚蘊。疏理《易

經》對「家人」卦的詮釋，並接繫上《西遊記》。就故事提供角

色、情節、與寓意，使抽象的天地元素能於具體的故事場景來演繹

卦象意義，並循著所分析故事模型提供的解釋要軸來詮釋整個卦爻

辭，由此探索「家」意義及新家人關係。 

 

中文關鍵詞： 家、陰陽、煉丹、五行、天地大爐 

 

 

 

英文摘要： The Jia Ren hexagram of I Ching, which is based on thefamily structure 

in patriarchal society, emphasizes thatwomen must be submissive and 

humble and provide methods formanaging a family and establishing 

family rules. Whenpeople deviate from traditional social values in 

thepresent, the concept of family is challenged. A critical concern in this 

paper was how to free the Jia Ren hexagram from the limitation of gender 

and break the chain of “ yinand yang”, “gender”, and “family”to develop a 

new dimension of family and to comb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In this study, the spatial domain “fire below and wind above” 

was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medicine-manufacturing domai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and fire in the book Journey to the West to 

interpret the Jia Ren hexagram. This study used the characters, plots, and 

metaphor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applied abstract elements to 

concrete scenarios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hexagram. This study 

also analyzed the plo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to explain the gua yao ci 

(divination records of hexagrams and lines) and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family and th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英文關鍵詞： home, yin and yang, medicine manufacturing,the five elements 

(wuxing) , the blast furnace in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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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義理到文學故事域：就《易經》與《西遊記》以天

地元素演繹的「家」域空間與「家人」關係的探討 
 

研究結案報告 

報告內容 

 

一、前言 

 

    歷來以儒家義理的解說《易經》，易學建構出龐大的注疏系統，這套解說系

統的背後，直接深扣的是，傳統宗法社會結構的體制。儒家義理深鍊於其中，

闡述的精華使更深化穩定這個體制。整個的價值系統，從「修身之道」到「家

道」到「邦國之道」一脈相承的推展，就道德、宗法、與政道，這之間密合無

間。1 《易》卦爻辭的解釋體系，於傳統宗法社會的闡發，而可以反省的是，

《易》解釋系統的當代適用性，當傳統宗法制已然鬆解，君國朝政已遠遠被抛

擲，面對這樣的當代現況，《易》解釋系統能否仍承接傳統，並也可開發出詮釋

途徑的新可能。 

 

本文試擬的研究途徑，從文學故事域提供的情境，尋找文學與思想間，共

構出連接的橋樑。使《易》解釋系統的思想性，與文學故事相互對話，就共同

文化背景，尋找相互交流的互相闡發。對於易學的思維義理，若不只於思想層

作論述，而可以將易學義理結合到文學故事域，使哲思與文藝結合，從文藝情

境闡述哲思義理，藉由故事情景使哲思穿透於其間，剖析自身的思辯特性也剖

析故事情境；故事也能探發自身並同時思辯哲思。促使雙方跨域的結合，開發

接引的新可能，使活化義理釋出新的交流管道。 

 

選從《西遊記》入手。在所有的經典小說中，《西遊記》提供天地結構的另

一種倫理關係，可對應檢討《易》系統背後所深繫的傳統宗法社會體制，及思

考如何鬆綁的可能性。與其他經典小說相較，《西遊記》反映「人間元素」即

「天地元素」，就《易》由基本元素的八卦組合成六十四卦演繹著天地間的人生

世情。《西遊記》故事，「人物」即「自然的元素」，唐僧團隊的互動，是五行屬

性的互動，這裡的世間情愫，即也是天地情愫。使《易經》與《西遊記》展開

對話，探索彼此交流的可能性，就《易經》解釋系統的思想義理，使導入故事

 
1 儒家思想所提立「父剛嚴母柔順子孝從」的倫理規範，把修身齊家推展到平天下之道，貫穿

在「身」、「家」、「天下」之間的一條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線索。在這整套的價值系統，可看到

儒家思維植根於傳統宗法社會的建構。林聰舜提到儒家這套秩序觀，從家庭一直貫徹到全國，

其影響甚為久遠，為帝國統治下的倫理規範。林聰舜之說，可見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

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4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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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情境的解說，期許所發揮的效應，思想需要故事的活化，故事需要思想的

昇華。從經典小說切入，從大眾所熟悉的情節入手，就共同文化資料的熱點，

建置交流的平台，新的詮釋進路試擬從這裡展開。 

 

二、研究目的 

 

歷來對《易經》的注疏，背後於傳統宗族社會，發展出整套解釋系統，講

述齊家端正的家道要法，以「夫為妻綱」2為基底貫穿全卦，強調婦女要有柔順

的謙卑美德，這套社會價值觀，強調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男女各居其

位，此背後整個社會體制，就齊家與治國採取相同的模式，家道觀與天下觀連

成一線。3「貫穿在『身』、『家』、『天下』之間的一條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線

索。《家人》的大旨與《禮記．大學》宣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

治思想密合無間」。4 這個脈絡可看到家道與治國相通貫的釋義理路。劉廣明提

到：「家族就是國家，……宗法家族和宗法國家幾乎是一個密不可分的關聯

體。」5 由家、家族、到宗族，以血緣關係建立的家國複合體，整個《易》傳

統的注疏，是在這樣基礎發展出的思路。 

 

對於當代社會的「家」觀念，正面臨各種挑戰，傳統的「家」結構漸被拆

解，父系宗法價值的崩解，雙性夫妻制的鬆脫，及婚姻形式漸式微，更多元價

值的家觀念形成，例如同居而不結婚，或者同性婚姻的爭取合法，或者結婚未

必要生孩子，或者以寵物為「毛小孩」代替孩子。傳統以男性為主的「家」結

構，對應到目前全球大市場時代，正遭逢著重大的變革，男女平權的呼聲漸進

到各個領域，新時代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走向全球，爭取更多的發言權

及工作機會。在如此的新舊模式接替之際，應守護怎樣的「家」概念，及因應

 
2 「三綱」的提出，可見於《禮緯．含文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漢﹞班固《白虎通》闡述「三綱」之說，﹝漢﹞董仲舒以「尊卑」深化此倫理關係為絕對化

的合理性。董仲舒在〈天辨在人〉曰：「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基義〉曰：「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

三綱可求於天。」董仲舒以陽為貴，陰為賤；就夫為陽為貴，妻為陰為賤；提立夫妻間為絕對

化尊卑貴賤的關係。上引的資料來源：《禮緯．含文嘉》收入於﹝清﹞黃奭輯：《黃氏逸書考》，

《叢書集成三編》第十六輯，1997﹚，頁 475。﹝漢﹞班固撰集，﹝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

證．三綱六紀》，(台北：廣文書局，1987)，頁 442-446。﹝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天辨在人〉第四十六，〈基義〉第五十三，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660、665。 
3 林聰舜說：「董仲舒提出的『三綱』的行動綱領，配合專制帝國統治的強化，成為非常具有滲

透力的倫理法則，符合帝國意識形態『深入各生活領域，作為行動的指導原則』的要求，亦即

『三綱』的倫理原則可以滲透到社會的最底層，不再只是士大夫的文化。……『三綱』等行動

指導原則在內的儒學主導的帝國意識形態，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的，也正因為此一社會結

構在清末以前未有大變。」林聰舜提到儒家這套秩序觀，從家庭一直貫徹到全國，其影響甚為

久遠，為帝國統治下的倫理規範。上引林聰舜之說，可見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

態的形成與發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44、171。 
4 黃壽祺、張善文撰：《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287-288。 
5 劉廣明，《宗法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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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間各種發展的關係。對於《易經》的「陰陽」系統，能否跳脫以「性別」

為立基，就尊卑貴賤關係的分立，這樣綁緊的死結可鬆開，就傳統的解釋進

路：「家」根繫於「性別」為基的「夫」與「婦」關係，由此責求女子的婦德，

以「順從」為大義，而如何鬆綁傳統「家」形式的規範，思構家人關係的調適

與更新。 

 

就《易經》與《西遊記》的對話，提以「家」概念為主軸的討論。《西遊

記》所提供「家」場域，這其中很特別的是，故事以整個「西天行程」為

「家」域。《西遊記》對「家」域的空間思維，對應於宗法血緣社會的家觀念，

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另個徑路。把《易經》對上《西遊記》，讓思想義理邂逅文學

故事，這二者看似完全不相關，然深究其底時，仍可以找到跨接的橋樑。《易

經》原是就天地元素的演繹宇宙萬象變化，《西遊記》也以主要角色象徵五行元

素的演繹天地變化。它們有共同的文化元素模型，背後有相同的宇宙圖式。《易

經》八卦互動間有著天地變化的世間情愫，《西遊記》角色將天地元素擬人化的

互動。本研究嘗試做跨域的連接，使思想義理在文學故事域有具體的情境呼

應，文學故事域透過思想義理也展開縱深的厚蘊。雙方的跨向彼此，也建構著

相互詮釋旳新途徑。 

 

三、縱貫的溯源與評述 

 

1、「家」的古文字義溯源及其後的發展 

     

    從「家」的古文字義溯源，循這樣的線索作為開展。就「家」的初義，《說

文》：「 ，凥也。从宀，豭省聲。凥，各本作居，今正。凥，處也。處，止

也。」6《甲骨文字典》收錄「家」的字體：7「家」的古字體造型，上面是

「 」，表示搭建有屋宇的處所，下面是「豕」(不同方向造型的豬)。這些古

文字體表達出共同特徵：屋宇裡飬養豬隻。從「家」的初義可以看到，從這些

古字體可追溯人類較早期的文明發展史，遠古時期生活歷程的發展：從大地上

尋覓找食，到逐水草而居，到固定地方安定居住。「家」字的屋宇構字造型，標

示出人類活動可以有了居止安立的處所。8「家」的古字體記錄著遠古時代的生

 
6 《說文》：「家，从宀，豭省聲。」(「豭」)字，《說文》：牡豕也。「家」字在《說文》裡，雖

然不直接說从豕，其提出豭省聲。其从的聲符，與豬義相關。)段玉裁對「家」字的注解，其

曰：「从宀，豭省聲。……按此字爲一大疑案，豭省聲讀家，學者但見从豕而已，从豕之字多

矣，安見其爲豭省耶？」段玉裁對豭省聲讀家的說法有疑義，而提出「家」字，應从宀从豕的

說法。有關上述引文可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台北：

洪葉文化，1998)，頁 341。 
7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頁 798。 
8 延慧提到「上古時期，人居住的地方不一定有『豕』(豬)，但養豬的地方必定有固定的居

所。」養豬使得居止定所，開啟可安居的家義。「家」字的古文字體，記錄著人類發展已進入農

業時期及蓄養牲畜豬的居止安定處所。延慧：〈淺談『家』的字形釋義及其文化闡釋〉，《延安大



8 

 

活樣貌，這個字體的誕生，特別從人和蓄養動物的關係來說。而此義的往後延

申，漸發展成抽象概念的家庭、家屋意義。9 就古文字型，「豬」與「家」義的

結合，指出家的興立，家業根立的初始，字的初義並不是直接對應於宗法家庭

的倫理社會，而是指向於大自然面向，建立起穩健安立的家之形式。 

 

2、就歷史的溯源來看宗族的發展 

 

從商周時期，形成父系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家族)組織，馮爾康提到：「在我

國商、西周時代，宗族組織作為主要的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

作用，這種宗族屬血緣性的父系親屬團體，有共同的、明確的父系祖先。」10 

錢杭：「宗族是歷史形成的結果。宗族的前提是父系世系；根據父系世系原則認

定的親屬，就是宗親；在宗親基礎上基於家庭又超越家庭的親屬『群體或團

體』，就是宗族。」11 徐揚杰把家族制的歷史分期：(1)、原始社會末期的父家長

制家族；(2)、殷周時期的宗法式家族；(3)、魏晉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

(4)、宋以後的近代封建家族組織。12 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以血緣關係為臍帶

的樞紐，宗族制度對社會有著重要關鍵的影響。 

 

3、就思想的溯源來看《易》體系的發展 

 

《易》原是占卜的書，
13
《易》的發展階段，從觀察天地山川取象到取法，

並選以八個物象作為總括的代表，再以符號標記成八卦，整個從取象到卦畫，

到卦爻辭，到十翼各篇，到各家的注疏思理，在漫長的時間逐漸擴衍成整個體

系，戴君仁與黃慶萱提到《易經》可視為一部叢書。14也就是說，時至今日就

《易》學的展現成果，可以看到《易》卦象、到卦爻辭、到後續注疏系統，已

融合匯為一整體。後續注疏家以儒家思想注解《易》卦爻辭，演述出整套的倫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4 期，2011.8，頁 102。 
9 高興誠提到：「漢字『家』是一個意蘊豐厚的文化意象，其『從宀從豕』的構形特徵，直觀地

再現了農業社會主體生存方式的歷史記憶。隨著私有制和個體家庭的出現，『家』即成為親情關

係的文化場。」這段話指出「家」概念，從安頓的處所，指有形的固定居所，轉成具有抽象的

概念，為親情關係文化場域的意蘊。上述引文可見，高興誠：〈「家」的文字構形特徵及文化意

蘊〉，《絲綢之路》，2010 年第 14 期，總第 183 期，頁 15。 
10 馮爾康，《中國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36。 
11 錢杭，《宗族的傳統建構與現代轉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111。 
12 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 18-20。 
13 《易》為占卜的書，就《易》三系，《連山》、《歸藏》，《周易》莫不都是如此。楊軍提到：

「《周禮‧春官》說：『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認為從

前的「易」書有三種。學者一般認為，這裡所說的《連山》是夏代的「易」書，《歸藏》是商代

的「易」書，《周易》是周代的「易」書。前兩者與《周易》一樣，都是古代的占卜用書。有的

學者根據這條記載提出，《易》是夏商周時代對占卜用書的通稱，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楊軍：

《周易文化大學講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 3。 
14 可見於戴君仁：《談易》，(台北：臺灣開明書局，1980)，頁 1-5。黃慶萱：《周易縱橫談》，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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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價值規範，闡述人生應世安身的思想義理。 

 

4、傳統易學注疏家人卦的相關釋義 

 

歷來詮釋《易經》「家人」卦，納在傳統宗法社會為著眼，就父系的家長

制，講述齊家的端正家道要法，整理這套解釋系統，以家人卦為例的相關釋

義：例如﹝漢﹞〈彖傳〉的解釋、﹝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宋﹞程頤《易

程傳》、﹝清﹞李光地纂《周易折中》、黃壽祺、張善文撰《周易譯注》、金景

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等。這些注解可以看到整個脈絡的發展，把家道

比合於邦國之道，比合於天地大道，並把天地大道，注入禮教的尊卑規範。這

樣的「家」結構，以「性別」分派夫妻地位的主從關係，並提立男主外女主內

的分工職屬，所定義的「家」，由父母及孩子組成，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結構。

所謂家道正，是指家庭內每個成員能奉守這套倫理規範的角色，父母與孩子關

係間，父母為「嚴君」地位，如同國之有嚴君，其關係是尊卑有序、上下不

失，如此家道端正，家道端正，則天下也就能安定有序。 

                                                                                                                                                                                                                                                                                                                                                                                                                                                                                                                                                                                                                                                                                                                                                                                                                                                                                                                                                                                                                                                                                                                                                                                                                                                                                                                                                                                                                                                                                                                                                                                                                                                                                                                                                                                                                                                                                                                                                                                                                                                                                                                                                                                                                                                                                                                                                                                                                                                                                                                                                                                                                                                                                                                                                                                                                                                                                                                                                                                                                                                                                                                                                                                                                                                                                                                                                                                                                                                                                                                                                                                                                                                                                                                                                     

循著這樣的注解思路，所提立「父剛嚴母柔順子孝從」的家道規範，一直

到現代《易經》的注解，都可以看到如此一脈義理相承的價值體系。總體來

看，這個理路的要點：1、「家」結構，從傳統的宗法社會為立說。2、從家道推

及到政道，把居家的和諧之道與政治層面相關，把政治上尊卑的位階關係，對

應於家道成員間的關係。3、「家」結構與「國」結構，同樣採行父權制的威嚴

統御模式。15 

 

傳統易學的注疏脈絡對應於宗法社會結構的講述，然而這應不是唯一的解

釋思路。若回復到原初階段，就《易》本身的卦爻辭本身，新的詮釋進路可以

從這裡展開，對「家」結構的思索、對組成家庭成員間關係的反省、對適用於

家之倫理規範的重新檢討。 

 

四、研究方法 

 

(一)、設定命題： 

 

從思想義理到文學故事，以「家」為主軸的展開，就《易經》與《西遊

記》的對話，二者共同以天地元素演繹宇宙模式，架接二者可探發文化深層內

 
15 對家人卦爻的傳統注疏，從初爻辭的「閑」，特別強調「防範」、「戒律」、「規範」；從九三爻

辭的「嗃嗃」與「嘻嘻」，擇重從「嗃嗃」，特舉出「嚴厲」；從上九爻辭的「有孚」與「威

如」，特標出以「威嚴」作為家人之道的終結。將初爻的「閑」，三爻的「厲」，上爻的「威」，

都歸屬於男子之道。這樣的解釋取向，易使整個家人卦朝向於宗法家庭的父權制的威嚴統御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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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把天地元素導入文學故事的宇宙論模式探發其意義。 

 

傳統易學的注疏脈絡，是對應於宗法社會的講述，《易經》的注解背後，一

脈義理相承的價值體系。這個理路的要點：1、「家」結構，從傳統宗法社會的

立說。2、從家道推及到政道，把居家的和諧之道與政治層面相關連，把政治上

尊卑的位階關係對應於家道成員間的關係。3、「家」結構與「國」結構，同樣

採的是父權制的威嚴統御模式。16 

 

    《西遊記》提供的「家」域視角，《西遊記》反映「人間元素」即「天地元

素」，西行之途是為「家」域空間，故事角色組成「一家親」的整體關連。整個

故事的時空場域為「圓形的循環時間」與「定型化循環結構」，這樣的空間結構

具有宇宙特性。「西天之途」作為家域空間，也是個宇宙場域，可提供關於天地

結構裡倫理關係的思索。 

 

(二)、就《易經》與《西遊記》的對應 

 

本文試擬的研究途徑，從文學故事域提供的情境，尋找文學與思想間，共

構出連接的橋樑。以「家」概念為主軸的展開，在《易經》取卦，選以「家

人」卦為例的討論，把家人卦對應到《西遊記》故事域，就故事提供的角色、

具體場景、及故事情節來演繹卦象的喻意，並進而解釋卦爻辭。 

 

對「家人」卦的闡述，擬分從二條途徑的探討：1、從卦象解說；2、從卦

爻辭解說。對於前項的操作，嘗試把家人卦的卦象尋可對應的文學故事域的闡

述。再者，對於後項的操作，循著所分析故事模型提供的解釋要點，於整個卦

爻辭系統說明卦爻辭。 

 

(三)、主要問題的操作 

 

疏理《易經》對「家」域的詮釋，從溯自原始思維探討《易》天地元素性

格，並接繫上《西遊記》故事域，找著「家」域空間的宇宙性，以對應於當今

的全球化時代，思索安身立命的「家」定義，與家人的倫理關係。 

 

研究方法的進行： 

1、「家」定義及「家人」關係的重新思索 

 
16 對家人卦爻的傳統注疏，從初爻辭的「閑」，特別強調「防範」、「戒律」、「規範」；從九三爻

辭的「嗃嗃」與「嘻嘻」，擇重從「嗃嗃」，特舉出「嚴厲」；從上九爻辭的「有孚」與「威

如」，特標出以「威嚴」作為家人之道的終結。將初爻的「閑」，三爻的「厲」，上爻的「威」，

都歸屬於男子之道。這樣的解釋取向，易使整個家人卦朝向於宗法家庭的父權制的威嚴統御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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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舊時代變革對傳統宗法「家」結構的反省 

3、傳統易學注疏家人卦的相關釋義 

4、把家人卦對應到《西遊記》故事域的討論 

5、《西遊記》視角：「家」域空間及「家人」關係 

6、用《西遊記》故事模型解析「家人」卦的卦爻辭 

7、故事域闡述卦爻辭的「家」意義及新家人關係 

 

總述的探討：傳統的宗法社會，面臨時代的新舊交替，從市場、國家、社

會等環節的重大變革。在這些快速的變化中，我們迷惘也陷落於錯落關係共組

的「家」結構體。疏理《易經》對「家」域的詮釋，從溯自原始思維探討

《易》天地元素性格，並接繫上《西遊記》故事域，找著「家」域空間的宇宙

性，從宗法倫理跨到更大向度的天地結構，探討「家」定義及家人的倫理關

係。 

 

五、結果與討論 

 

    對《易經》研究，就歷來的解釋系統，背後關連整個傳統的宗法社會，然

而時代的更迭，當傳統社會結構漸崩解，思考詮釋《易》的新路徑，開發

《易》的解釋系統，構思舊傳統活化的更新。 

  

    對《西遊記》研究，就小說主要角色的五行屬性，此已有前人相關的研

究，運用這樣的基礎，思考天地元素的五行屬性，就五行屬性的宇宙模式，於

《西遊記》所提供「家」視角，思考天地元素的五行所共組宇宙模式的「家」

意義，與「家人」關係。 

 

就《易經》與《西遊記》的互文共構，探發同樣以天地元素演繹宇宙模

式。《西遊記》以具體角色活化天地元素，演繹宇宙成員間共同參與的西天行

徑，其所提供的「家」視角，把抽象的「五行」宇宙模式，以人物故事劇場的

形式展開。架接二者可探發文化深層結構，把天地元素導入文學故事域的宇宙

論模式探發其意義。 

 

以「家」為核心的討論，本文從「家」古文字義的溯源，尋找釋義的新進

路。「家」字的初義，並不是直接對應於倫理宗法社會，而是指向於大自然，循

著「家」義的發展，從具體結構的屋宇義，到身心安頓的居所，此可展開於大

自然，那是以自然天地為家。統整歸納其要點，「家」形成「共同大屋頂」義，

為共同居所的關係。如此的「家」義，對應於家人卦，這裡可以有個翻轉，對

「家人」卦的卦爻辭，說明不同物類間聚合的互動連結，此可鬆解傳統家形式

的規範，新家人關係是在這樣連結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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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家」為核心的把握，從傳統宗法的視域，擴大到以天地自然為家，當

不再依循傳統倫理規範為解說的要則，本文回到《易》的初始，就取象以喻意

的方式，從卦象上著手。以卦象為釋義的向度，並將之對應到文學故事域，《西

遊記》把整個西行途徑視為「家」域，此正可呼應「家」概念，闡述整個天地

萬物都是共同之一家。以如此的視域，思索「家」空間、思索家人間的互動關

係。在西天之行途上，是不同力量的各在其位，從柔順到剛健的發展，互屬關

係在圈限又可拆解，「家」的所在，並不是固定位址，而是隨著前進移動的不斷

調整，「家人」理序也因應各種挑戰的不斷調適。回歸於經典，《易經》與《西

遊記》看似說的人生世事，其同是以天地元素演述宇宙特性，在這裡可找到彼

此架接橋樑，將易學義理結合到文學情境，促使跨域的結合，開發接引的新可

能，使活化義理釋出新的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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