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與哲      第三十二期 
2018 年 6 月 頁 173~218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章潢《圖書編》先後天 

相關《易》學圖說之探述 

陳睿宏 

〔摘 要〕 

圖書易學專啟於北宋陳摶及系傳劉牧、邵雍等諸家，至此以降繩繩兮延續未

絕，以圖構模式詮解《易》說，或新制陰陽變化之宇宙圖式，融合易學知識系統，

巧運於於穆之中，宋元之際，隆盛未歇，明代亦若是，多有粲然可觀者。先後天

圖說，自邵雍提出思想理論以來，成為《易》學乃至學術思想所關注的命題。圖

說思想在承繼與擴延增創中，成為《易》學圖說中之重要範疇；此方面可藉由章

潢《圖書編》之圖說，得到具體的認識與理解。章潢輯釋前人圖說，自持己意，

發為立論。本文揀選章潢《圖書編》編收之先後天圖說為主體，以其先後天相關

《易》學圖說，作為探述之論題，考索與分析先後天相關衍化圖說之實質內涵，以

及有關圖說之重要思想意義。 

 

關鍵詞：章潢、圖書編、邵雍、先天、後天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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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章潢（斗津，1526-1608）江西南昌人，秀才布衣，為明代著名之《易》學家。

以孝為名，父喪之時，「哀毀血溢」。德行高雅，「應辟真儒」，名列「江右四君

子」之一，《明史》乃至《明儒學案》皆稱學屬王門，好言心性明善之道。熱衷

教育，聯合同道開授講學，於南昌東湖建立學堂，名「此洗堂」，又聘主白鹿洞

書院，致力於儒學教育，並會講廬陵，化雨春風，傳授聖道。自幼穎悟，好學精

進，曾云「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

見」。讀書如磨鏡，鏡明而物得照見。勤於著書，最能代表其《易》學思想主張

之論著，主要呈現於其現傳《圖書編》之前九卷，以及其《周易象義》、《讀易

雜記》。1思想歸本王學，《易》學並以象數與義理兼綜，而《圖書編》輯述圖說，

                                                 
1 章潢，字本清，號斗津，《明史》本傳與《明儒學案》記載其生平事蹟。勤於論著，輯制

群書，撰輯精要，著《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又著《周易象義》、《讀易雜記》、《詩經

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禮記劄言》、《論語約言》諸書。一生清貧，而「從

游者甚眾」，數次薦用，如吏部侍郎楊時喬請任順天訓導，又如陳獻章（實齋，1428-1500）

與來知德委事，則「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家」，賜予「應辟真儒」門匾。為人德行高雅，

律己謹嚴，鄉黨之人，稱其「自少迄老，口無非禮之言，身無非禮之行，交無非禮之友，

目無非禮之書」，故私諡「文德先生」。同吳與弼（康齋，1391-1469）、鄧元錫（潛谷，

1529-1593）、劉元卿（旋宇，1544-1609），號稱「江右四君子」。學列王門，好言心性明

善之道。強調為學所宗者，在於「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為善」，「主敬窮理，致良知，

言各不同，皆求明性善之功」。承陸九淵（象山，1139-1193）與王守仁（陽明，1472-1529）

之聖心明道，認為「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易為力。於是舉日月之功，惟從心

所欲」。心本靈變神明，無所不在，無所不用，「縱橫翕張」，「與世推移」。因此，「天地

萬物之理，皆具此心，人之所為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本心為何，乃「寂而感者也，

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為心，又惟寂而已」。參見［清］張廷玉等撰：〈章潢

列傳〉，《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283，頁 7293。又見［清］黃宗羲：〈江

右王門學案〉，《明儒學案》（北京：中華書局，2008 年），卷 24，頁 570-576。又見萬尚

烈〈章斗津先生行狀〉，引自［明］章潢：《圖書編》，《四庫全書》第 972 冊，卷末，頁

850-862。又見［清］陳宏緒：《江城名蹟》（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 588 冊），卷 1，頁 303；又，卷 2，頁 314。有關章潢之著作，清代黃虞

稷的《千頃堂書目》，除了本文所列諸著外，另又記載有《大中本旨》與《此洗堂語畧》

二著。章潢之《易》學思想，主要存見於其《圖書編》、《周易象義》、《讀易雜記》等三

著。《圖書編》收入於《四庫全書》的類書中，而後二著《四庫全書》收入於存目，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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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圖式以彰明義理；浩彙《易》圖，為其學思之所在，《易》學思想之所顯，理

解其《易》說，固重其《周易象義》，亦不當輕忽其《圖書編》的龐富內容，尤

其《易》圖之說，俱在《圖書編》之中，不宜等閒視之，故徐芹庭《易圖源流》

以明代為《易》圖繁衍昌盛之世，而章潢為「集宋元明圖書之大成」，輯列明代

圖式，特以章潢為主。2郭彧先生亦肯定「其輯圖之多及歸類論說，可謂有明一代

集易圖之大成者」。3章潢之《易》圖，集宋、元、明三代之大成，為明代《易》

學圖說之翹楚。 

《圖書編》作為章潢《易》學思想的重要文獻來源，為歷來學者所忽略，具體的

研究，僅少數學者從西學東漸、疆域地理與類書的角度關照，肯定其有關學術的概括

成就。4晚近學者，並無直接針對其《易》學進行研究者，而徐芹庭、郭彧可以視為

最關注者；《圖書編》所見《易》學圖式，共二百餘幅，以其前九卷為主，雖輯述

前人圖說，但以個人思想觀點為出發，對有關圖式之實質內涵進行申說外，亦融入

大量之義理性論述。圖式之詳要剖析，豐富思想之內涵，可以視為歷代圖說之典

範，難有望其項背者。 

先後天圖說，自北宋邵雍（康節，1011-1077）提出思想理論以來，成為《易》

學乃至學術思想所關注的命題；圖說思想在承繼與擴延增創中，成為《易》學圖

說中之重要範疇，這個方面，正可以透過章潢《圖書編》的圖說，得到具體的認

識與理解。章潢詳細分判先天與後天之別，除了倡明邵雍之法外，並結合傳統之《易》

                                                                                                                             
據北京圖書館藏明鈔本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中。《周易象義》六卷與《讀易雜記》四

卷，據北京圖書館藏明鈔本，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圖書編》除《四庫全書》本外，另有明代

涂鏡源等刊萬曆癸丑年（1613）刊本，現藏臺北國家圖書館；參照二本之內容，並無實

然差異，唯《四庫全書》本字樣與圖式較為清晰，故本文《圖書編》全文與圖式所引，

採《四庫全書》本。 
2 參見徐芹庭：《易圖源流》（北京：中國書店，2008 年），頁 426-546。 
3 見郭彧：《易圖講座》（北京：華夏出版社，2007 年），頁 173。 
4 參見鄧愛紅：〈利瑪竇、章潢、熊明遇與南昌地區的西學東漸〉，《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

會科學）》第 25 卷第 4 期（2004 年 8 月），頁 205-209。又見夏伯嘉：〈利瑪竇與章潢〉，

收入於田浩編著：《文化與歷史的追索：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論文集》（臺北：聯經出版事業

公司，2011 年），頁 727-748。又見安介生、穆俊：〈略論明代士人的疆域觀──以章潢《圖

書編》為主要依據〉，《中國邊疆史研究》第 21 卷第 4 期（2011 年 12 月），頁 23-32。又

見何立民：〈王圻父子《三才圖會》的特點與價值〉，《史林》2014 年第 3 期，頁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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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與宋明學說思想，包絡蘊含出豐富的哲學思維。其《易》學主張中，雖然未必建

立系統性的心學思想，但論述中透顯的心學觀點，卻在諸多圖式中具體展現，尤

其先後天圖說每可見論。 

章潢對先天與後天之學，作了基本的分判，以邵氏乃至後學所指伏羲立畫卦

作圖為先天，而文王為文立書為後天，故認為「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

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同時指出《易傳》的太極生次之說，

正是先天之圖法。其法重於象與數之用，尤其「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

伏羲先天之說，其卦列布分，即「天運循環之序」，「凡天地人鬼，氣數推移，

皆出乎是」；「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文王「移先天之體，

為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則「天地運乎四

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孔子述先後天之法，尤見於《說卦傳》；後之

儒者無傳其說，惟方外之士，如魏伯陽（牙子，151-約 221）、關朗（子明，？-？）

略傳其義，至陳摶（希夷，？-989）後傳邵雍，以象數為用，「始大發明於當世」，

「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天地萬物之理」，亦悉盡於其中。此至微

之理，由象數而著。5先後天圖說所著顯的象數觀與微妙之義理，為其重要思想之

所在。 

章潢《圖書編》雖輯釋前人圖說，卻自持己意，發為立論，並多能片斷載見

於其《周易象義》與《讀易雜記》之中。本文揀選章潢《圖書編》編收之先後天

圖說為主體，以其先後天相關《易》學圖說，作為探述之論題，考索與分析先後天

相關衍化圖說之實質內涵，以及有關圖說之重要思想意義。 

二、造化原始的太極與先天八卦概念 

先天後之說，本為陳摶一系以邵雍為主，所倡論之宇宙生成衍化之思想理論。

章潢源於此，特別編制圖式，闡說先後天所展現的造化原始之宇宙本源與推衍概

念，有關之思想，可以從其太極生次圖說與聯繫的先天八卦圖說進行梳理。 

（一）太極造化心法與先天之學相繫 

太極作為宇宙萬化之根源，具自然獨立的唯一性，一元之存在，「太極，一

                                                 
5 括弧相關引文與詳細之陳說，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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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太極中之陰陽奇耦，亦一也。天地由之化生乎萬物，吾人以之應感乎萬殊。

雖欲二之，不可得也」。6「一」，即太極，雖內含陰陽，仍本源於太極之「一」；

太極或雖寂然而似無狀之虛，卻是實有的存在，故天地乃至萬物，皆因之而萬殊。

此一太極，以萬物生成的氣化而言，固為元氣之流行作用，漢代以降，普遍論之，

如《漢書．律曆志》所謂「三統合於一元」，孟康（公休，？-？）注云「泰極元

氣，含三為一」，而劉歆（子駿，53B.C.-23）亦同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7

又如揚雄（子雲，53 B.C.-18）於其《太玄》中強調「生神莫先乎一」，8以「一」

作為元氣的根源性；然而，章潢更從心學的觀點詮解太極之體，備乎一心。 

綜觀章潢的學術本色，其治《易》之特性，展現在以象推義，並融入心學之

思想。陰陽之用，其〈自序〉即據《易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

神」，神明而無窮，以象即之，其基本者為「一奇與一耦也。一者奇也，陽之象

也；一者耦也，陰之象也」。陰陽進而推定八卦之象，正所謂「八卦成列，象在

其中」。9闡釋卦爻義，以陰陽爻位與八卦之象推定，大義之彰明，盡在象中，象

數為盡意之用。同時，又強調《易》義在聖道之心，故《易》為「陰陽消息之行」，

即「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以道人心之中正」者，10以心學主張證成《易》

道。「道為太極」，「心為太極」，「道心惟微，斯為太極果能精一執中，不貳

不測，萬事萬化，皆從中出，會極歸極」。11「太極」乃至圖式之法，「體備於吾

之身心」；12一切陰陽之變化，「寂感一心」。13一心為體，以陰陽為用，陰陽的

流行變化，便為心體之體現。以心體道，以心為太極，蓋出於邵雍之說，章潢特

                                                 
6 見同前註，卷 1，頁 19。 
7 孟康與劉歆之言，見［漢］班固：〈律曆志〉，《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21 上，頁 957、964。 
8 見［漢］揚雄：〈玄圖〉，引自［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頁 212。 
9 見［明］章潢：〈自序〉，《周易象義》。《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周易象義》，並未收入於

章氏之〈自序〉，此處引自［清］朱彝尊：《經義考》（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卷 58，

頁 322。 
10 見［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97，頁 1528-1529。 
11 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1，頁 7。 
12 同前註，卷 1，頁 16。 
13 同前註，卷 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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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提到「邵子謂心為太極」，心能「知性知天」，14萬事萬化皆本由心出，心廓然

無邊際，則心為體證一切之本。 

太極備乎心體，以陰陽為用，章潢《圖書編》與其《周易象義》同時輯收與

詳釋〈古太極圖〉（見圖 1 所示），15述明先於周敦頤（濂溪，1017-1073）制說

的〈太極圖〉之前的原古圖式；太極本無形，為陰陽渾沌變化的自然狀態，姑且

依道制圖，作為原始創生的具體樣貌。 

 

 

 

 

 

 

 

 

圖 1、古太極圖 

 
宇宙自然，體用殊別，又相契不相分，章潢便言「天地間，形上形下，道器

攸分，非道自道，器自器也。器即道之顯諸有，道即器之泯於無，雖欲二之，不

可得也」。道與器，形上與形下，有與無，合總於一，非獨立殊顯。以太極為體，

則「兩儀、四象、八卦、與夫萬象森羅者，已具在矣」，太極不淪於無，也不滯

於有。太極同於「天一」，太極圖式所構築的宇宙樣態，「無聲無臭，何其隱也；

成象成形，何其顯也」，寂寥無聲臭，無可捉摸，卻能成就萬象，立生萬形，耀

顯不避。是以「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其於穆之精；神無方，易無體，不離乎象

形之外，自一而萬，自萬而一，即此圖是也」。此一圖說，正展現太極生生之妙，

體悟其道，「完具胸中，則天地之化機，聖神之治教，不事他求，而三才一貫，

萬物一體備是矣」。執持此太極之道，慎獨此法，乃「千古之心傳」，16如此，太

                                                 
14 參見［明］章潢：《讀易雜記》，卷 4，頁 574。 
15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1，頁 3。同見於［明］章潢：《周易象義》，卷 6，頁

472。 
16 引文與有關論述，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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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便在吾心，吾心便是太極。 

太極不過為陰陽之渾淪者，陰陽「由微至著，循環無端」；17太極布分陰陽，

陰陽消長，八卦於茲布列八方，此所以成正南之位，為純陽之方，故畫作乾卦；

正北為純陰之方，畫作坤卦；離位東方，為陽中有陰；坎位西方，為陰中有陽；

震位東北，為陽生陰下；巽位西南，為陰生陽下；兌位東南，為陽長陰消；艮位

西北，為陰盛陽微。18此一圖說，正反映《繫辭傳》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乃至「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諸大義，又同於《繫辭傳》亦云「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旨。19由太極而布

列生成八卦，八卦分列有序，正為先天之八卦，萬物之生成，亦在此先天八卦下

形構。此太極之道，先天八卦之序分，必是純粹至善，「萬善皆從此出」，生生

不窮，天然無邪，「物本天然，而萬物皆由此生」。20自此而觀之，「太極體也，

先天用也」，21體用一源，同源於一道。 

太極不為物形，「本無象形，本無聲臭」，〈古太極圖〉之立，乃至八卦分

布的先天之法，為聖人「發洩造化之秘」，「不得已而畫之圖」，理會此圖，「反

求之身，而洞徹無疑」，如此「則知吾身即天地，而上下同流，萬物一體，皆吾

身所固有，而非由外鑠我者」。「培其根，則枝葉自茂；濬其源，則流泒自長；

細玩圖象，由微至著，渾闢無窮」。圖說所見，見乎一己，反諸身心，體乎本心，

「以求同乎至一之道」，22則陰陽流行，生生化化，變通莫測之道，皆可了然俱見。 

 

 

 

 

                                                 
17 同前註，卷 1，頁 5。 
18 同前註，卷 1，頁 3。 
19 有關《繫辭傳》之引述，同前註，卷 1，頁 3-4。 
20 括弧二引文，同前註，卷 1，頁 4。 
21 見［明］章潢：《讀易雜記》，卷 2，頁 544。 
22 括弧相關引文，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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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極生次同於先天卦列 

太極化生的生次觀，乃至〈古太極圖〉所表述的太極生成系統，推衍出的八

卦，即先天八卦的布列結構。因此，章潢進一步輯說〈先天畫卦圖〉（見圖 2 所

示），23以〈古太極圖〉為本，直名「先天」。 

 

 

 

 

 

 

 

 

 

 

 

圖 2、先天畫卦圖 

 
章潢認為此一圖式，原本為過去學者指為蔡元定（西山，1135-1198）得之蜀

地隱者所「秘而不傳」者，並視之為〈河圖〉，是不可考之說；章潢關照此圖，

驗諸其造化自然之理，24他釋說云： 

 

按圖有太極、兩儀、四象、八卦，合而為一，分而為二，陽儀在左，陰儀

在右；二分為四，右上太陽，下少陰，下太陰；四分于八，乾南、坤北、

離東、坎西；震、巽、兌、艮，居於四隅，皆自然而然，不假一毫人力者

也。25 

 

                                                 
23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33。 
24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33。 
25 同前註，卷 2，頁 33。「右上太陽，下少陰，下太陰」，疑字闕並誤，或當為「右上太陽，

下少陽，左上太陰，下少陰」。另，「四分于八」，當作「四分為八」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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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為太極生次之法，由太極、兩儀、四象，而至八卦，乃由太極之一，依次而

分生為八卦，八卦分列，為陰陽流行運動之自然而然的屬性，亦即周敦頤所謂「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的陰陽動靜則原，此「陽長陰消，

陰長陽消，陰陽互藏其精，循環無端，皆自然而然」，不假絲亳人力的作為。此便

又即「伏羲則之以畫卦」者，亦採「動極純陽，静極純陰，故畫乾、坤於上下」，

餘六卦各本其「陽生陰生，故畫震、畫巽；陽長陰長，故畫兌、畫艮；陽中陰，

陰中陽，故列坎、離於左右」。同為「造化自然之妙」的自然生成法則。26太極動

生陰陽而為八卦，即伏羲體道畫卦的序列八卦，也就是伏羲之法同於太極生次之

說，其生成之八卦，正為先天八卦之法，故立其圖而定名為「先天畫卦圖」，說明

〈古太極圖〉乃至周敦頤的太極圖式之陰陽運化原則，即先天八卦的陰陽生成

之道，陰陽同法，卦列並同。 

太極生次的八卦布列，既同為先天八卦之布分，更具體的展現在其輯說之〈先

天八卦次圖〉上，見圖 3 所示：27 

 

 

 

 

 

 

 

 

 

 

 

圖 3、先天八卦次圖 

 
章潢雖未述明輯圖之來由，但由其圖式與部份引文，可以知其圖當引自元代

胡一桂（雙湖，1247-？）《周易啓蒙翼傳》之〈伏羲始作八卦圖〉，其中由引用

                                                 
26 括弧諸引文，同前註，卷 2，頁 33。 
27 圖式見同前註，卷 2，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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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辭傳》之言可以確定其承襲關係。28章潢取《繫辭傳》所云「古者庖羲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的取象通德類情之義。強

調伏羲氏仰觀俯察，遠近取物，而始畫八卦，此八卦作為「小成之卦」，即三畫

之卦。由太極而生兩儀，分為陰儀與陽儀為第一畫。兩儀而生四象為第二畫，四

象分別為陽儀之上分生陰陽，為太陽與少陰，29而陰儀之上分生陰陽，為少陽與太

陰。四象各再分生陰陽，而為第三畫，產生八卦，分別依序為「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太極生次之八卦，或為伏羲所立之卦，

即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內具於太極之中，所以他指出「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

物之理，已具于沖漠無朕之中；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

已具於太極之内，乃所謂體用一原也」。30天地未生，萬理已具，同樣的，兩儀、

四象與八卦，未生之前，已具存於太極之內，即兩儀、四象與八卦，皆內存有太

極，並皆為太極之用，不論是萬物，或是萬理，乃至根源之一理，或是陰陽乃至

八卦，以及其中之太極，都彼此體用相依，同為一源。 

三、先天八卦之方圓與對待體用之說 

太極生次，八卦小成，作為宇宙萬物生成衍化的基本形態，即先天八卦的布

列，以圖式呈現，區分為方圖（或稱橫圖）與圓圖。並且，陰陽變化下的先天八

卦，彼此形成一種相互對待的關係。由陰陽的推衍，數行成象，數化過程，即陰

陽原始創生的過程，是一種體用的關係。這樣的思想觀念，章潢藉由輯說之圖式，

作具體的展現。 

（一）先天八卦方圓分列圖說 

太極生次與伏羲布畫八卦，即先天八卦之學，已如前面〈先天畫卦圖〉與〈先

                                                 
28 參見［元］胡一桂：《周易啓蒙翼傳》（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 22 冊），上篇，頁 207-208。 
29 原文稱陽儀「生一陰為少陽」。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34。以「生一陰為

少陰」為正，當為刊刻之誤。 
30 括弧相關引文與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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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八卦次圖〉所述。與此二圖同義者，有特將先天八卦區分為方圖與圓圖者。 

1.先天八卦方圖 

章潢輯說為方圖者，即〈先天八卦橫圖〉，見圖 4 所示：31 

 

 

 

 

 

 

 

 

 

圖 4、先天八卦橫圖 

 
此一圖式，早見於朱熹（晦庵，1130-1200）《周易本義》，名為〈伏羲八卦

次序圖〉，並以《繫辭傳》太極生次與邵雍加一倍法立說。32歷來之學者，亦本之

以述明邵氏先天之說。章潢於此，特別以「先天」為名，不取朱熹乃至後之同述

者直稱「伏羲」；先天之理既已具於天地未生之前，則伏羲立先天卦畫之前，此

理本已具足，則先天之法，以「先天」為名，較「伏羲」之名為當。同樣的，後

天之法，亦直稱「後天」為宜，毋需名為「文王」。有關之認識，在其論著中每

可見說。33 

章潢認識此一圖說之法要，同於前二圖之義，認為太極生次的橫向圖式，自

下而上，從中而外，以太極中分為兩儀，其右邊為陽，左邊為陰；再由兩儀中分

為四象，其各右皆陽，左皆陰；再而四象中分為八卦，陽右陰左亦同。陰陽迭變，

由太極之一、而二、而四、而八，即邵雍以加一倍成其八卦之說。以横面觀之，

「自乾至坤，皆先陽後陰，一分為八；自坤至乾，皆先陰後陽，八合為一」。此

                                                 
31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35。 
32 見［宋］朱熹：〈序〉，《原本周易本義》（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 12 冊），頁 628。 
33 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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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特別強調陰陽變化「皆中起之説」，即太極之中的陰陽而起，由中起而立八

卦橫向分列之圖，即其所謂的「先天方圖」。34並且，此八卦之序在横圖所現，首

乾而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艮，終於坤，是為「生出之序」，亦即

卦畫之所以成者。35 

章潢進一步云： 

 

天尊地卑，陰陽固有自然尊卑之象，然於《易》上，欲見其尊卑處，何者

最為親切？曰：自太極生儀、象、卦最可見。太極動而生一陽，然後静而

生一陰，則陽已居先矣。至於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先陽固宜也；陰儀

之上，當以陰為主矣，其生一陽一陰，亦以陽居先焉。又至於四而八，八

而十六，十六而三十二，三十二而六十四，其生一陽一陰，莫不先陽而後

陰。於是首乾終坤，乾不期尊而自尊，坤不期卑而自卑，於此見尊陽卑陰，

非聖人之私意，卦畫自然之象，而亦造化自然之位也。36 

 

此段釋文，章潢並未明其所由來，當源自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之說。37天尊地

卑為自然之性，特別表現在太極生次的系統上，自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以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陽先於靜陰。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以陽為先；陰

儀之上生一陽一陰，雖以陰為主，但仍以陽儀居先。以至重卦六畫俱生，皆本於

先陽後陰之性。八卦的生成序列，首乾而終坤，即顯其尊陽卑陰之特質，此非聖

人有意之自為，而是本於自然之象而卦畫所以合者，陰陽尊卑之位，實造化之自

然。 

因此，章潢再作按語述明，認為「伏羲之畫，因陽陰消長之位，而不可易者

也」。至於陰陽造化生成八卦，每卦以三畫為立，說明天地與人合道，三畫之卦，

必具三才之道。《易》道本陰陽之流行，「始於陰陽對待而相交，剛柔立本，變

動趨時，以左右言，則以往來為交，以上下言，則以消長為交」。不論左右往來，

上下消長，皆為一陰一陽彼此對待之交易關係。陰陽進退變化，八卦之序列，由

                                                 
34 括弧引文與有關之論述，同前註，卷 2，頁 35。 
35 括弧引文與有關之論述，同前註，卷 2，頁 36。 
36 同前註，卷 2，頁 35。 
37 參見［元］胡一桂：《周易啟蒙翼傳》，下篇，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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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一至坤八，便由此自然而生成。38 

2.先天八卦圓圖 

先天圖說之圓圖，即章潢輯說之〈先天八卦方位圖〉（見圖 5），明白指稱此

圖即一般學者所言之「伏羲八卦方位圓圖」。39此一圖式，亦早見於朱熹《周易本

義》中，稱作〈伏羲八卦方位圖〉。40章潢雖未述明輯圖之來由，但考索相關釋說

內容，可以確知同源於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的〈伏羲八卦方位圖〉，諸多之

論述，大抵與胡氏一致。41 

 

 

 

 

 

 

 

 

圖 5、先天八卦方位圖 

 
此先天八卦圓圖，章潢取胡氏之言，揭示所源文獻，即《説卦傳》「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一章之說，認為這是「伏羲

八卦之位」。同胡氏論釋之言，指出先天八卦中，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居

四方之正」為四正卦，四卦為「反覆」之關係；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

南，為「四反卦」，也就是震反為艮，巽反為兌，「居四隅不正之位」。八卦象

德與方位屬性，正為「自然與天地大造化合」。先天八卦方位，形成立體的對待

關係，從數字而言，乾一與坤八、兌二與艮七、離三與坎六、震四與巽五，彼此

相對而合成九數；從畫數而言，乾三與坤六、兌四與艮五、離四與坎五、震四與

巽五，亦兩兩相對而合成九數。九數即老陽之數，亦即乾之象，乾元資始，無所

                                                 
38 括弧引文與有關之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35。 
39 圖式與括弧引文，同前註，卷 2，頁 36。 
40 見［宋］朱熹：〈序〉，《原本周易本義》，頁 629。 
41 參見［元］胡一桂：《周易啓蒙翼傳》，上篇，頁 210-211。 



 

186  文與哲．第三十二期 

 
 

不包，此造化之端，隱然有尊乾之意。此八卦方位見諸圓圖，「首震一陽，次離、

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即為卦氣之運行的

「運行之序」。乾、坤，父母之卦，震、巽，長男長女，坎、離，中男中女，艮、

兌，少男少女，「乾統三女，坤統三男」，氣運所由而生。42 

先天八卦之「易」，作為宇宙創生之本，其根源之性，先於天而存在，「沖

漠無朕，不可得而窺矣」，本無定方，無定位，何以先天八卦立為宇宙生成之基

本結構，卻有其定方與定位，章潢認為「畫卦已成，則有象矣，有象則可以方位

言矣」。從確立象位而言，「乾上坤下，天高地卑之位，法象莫大乎天地；離東

坎西，日月往來之位，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震、艮、巽、兌，列于四隅，山

鎮西北，澤注東南，雷出東北，風盛西南，亦山、澤、風、雷之定位也」。43八卦

類比自然八象，列位合宜，因乎自然。 

同時，以卦畫之象而言，乾坤卦畫為純陰純陽，非天與地無以當之；坎離之

卦畫，二者皆在陰陽之中，非日月又不足當之；此「四卦陰陽中正，所以居四正

之位者」。餘四卦，艮山聳立而陽見於上，兌卦澤潤而陰見於上，震雷則一陽動

於重陰之下，巽風又以一陰遜鼓於二陽之下，「四卦皆陰陽之偏，所以居四隅之

位者」。此八卦得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交錯，摩盪變

化，而造化之妙，生生不息」；因自然之象，推明人事之變，則「邪正、吉凶、

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矣」。此一象位之理，已具足於《說卦

傳》之中，而《說卦傳》並無定名先後之別，而至邵雍始確予分名，或又謂早出

於陳摶之傳，乃至麻衣心悟之法，但都不離《說卦傳》之定說。由這樣的認識，

進一步的推定，邵雍以先天和後天，分屬於伏羲與文王，章潢認為「不敢直信為

然」。44 

（二）先天八卦之對待與體用圖說 

宇宙自然，陰陽流行推變，先天八卦決然判分，八卦既由陰陽所生衍，則先

天八卦必然形成相互對待、造化運變的體用相依之特性。 

 

                                                 
42 括弧引文與有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36-37。有關內容，多同於

［元］胡一桂：《周易啓蒙翼傳》，上篇，頁 210-211。 
43 括弧引文與有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37。 
44 括弧引文與有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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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天八卦的相互對待關係 

章潢輯說〈先天八卦對待之圖〉，即下圖 6 所示，45見其相互對的之關係與內

在蘊意。 

 

 

 

 

 

 

 

 

 

 

圖 6、先天八卦對待之圖 

 
此一圖說，章潢雖未明其來由，當出於元代張理（仲純，？-？）《易象圖說》

所述，圖名與釋文皆同。46同於前面諸先天八卦圖式，強調太極推衍兩儀，至四象

生八卦，「陽儀上者交于左，陰儀下者交于右」，即陽儀四卦向左布列，由上而

下依次為乾、兌、離、震，而陰儀四卦向右布列，由下而上依次為坤、艮、坎、

巽。此即邵雍所說的「坤北乾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的

八卦列位。陰陽推衍，八卦布分之中央，「○」為太極，太極左右列位之「－」

與「--」為兩儀。圖式明示，「陰陽列左右之門，由動靜、四時、八方推之，而達

于外，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一本而萬殊」。47陰陽動靜推立四象與八卦，也就是確

立四時與八方的時空概念，一切的存在皆在此宇宙圖式下開展。人人物物的存在，

回推八卦、四象，乃至兩儀，終歸於太極，本於太極之「一」之中，一本以陰陽

對待流行而創生萬有萬象。 

                                                 
45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4，頁 126。 
46 張理之圖式與釋說，見［元］張理：《易象圖說．內篇》（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06 冊），卷中，頁 386。 
47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4，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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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理對於此圖，作更為詳細的闡釋，認為藉由此圖所展示的先天八卦之陰陽

對待圖式，「見天地、四象、八卦、萬物皆備於我」，即程頤所云「天然自有之

中」。陰陽對待衍化，「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推而至于百、千、萬、

億之無窮。先儒所謂心為太極，具衆理而應萬事」。萬事萬理具足於我，具足於

吾心，吾心窮萬理，故心即太極。此太極為一為心之說，已見前述，為章潢一貫

之思想，先天圖式即在彰顯窮理盡性、反身本心之道，也正如張理進一步所說的，

「學者於此虛心以玩之，反身而體之，實見是理，實得是道，默而成之，則道德

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原，舉不越乎此矣」。48先天八卦之對待，明自然運化之理，

通萬化之道，人倫規範、刑法政典、心性德命，植顯於其中。 

2.先天八卦的造化運變之體用關係 

章潢輯說〈造化象數體用之圖〉，即下圖 7 所示，49透過象顯數值之運化類推，

述明彼此的體用關係。 

 

 

 

 

 

 

 

 

 

 

圖 7、造化象數體用之圖 

 

此一圖式，當輯自同時代的前儒韓邦奇（1479-1556）《啟蒙意見》的圖式，

就連下列一段引文，亦原本於韓氏，云： 

 

                                                 
48 括弧相關引文，見［元］張理：《易象圖說．內篇》，卷中，頁 386。 
49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7，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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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造化者，數而已矣。五十者，造化之體也；四十有九者，造化之用也。

四十九者，萬物之體也，四十有八者，萬物之用也。是故五十而去一，維

天之命，於穆不已者也；四十九而去一，萬物各正性命者也。用九用八之

不同，其神化之謂乎。造化為神，主萬物之化。50 

 

圖式結構為太極運化之合體，陽動陰靜，兩儀布分，生衍四象、五行，八卦由是

生焉，其根源者即陰陽之造化，而顯其神妙之性。自然之存在，萬事萬物之吉凶

悔咎，生生實狀，皆陰陽推衍的流行造化。陰陽以數而類用，數也正為陰陽顯微

之象。此文即說明大衍五十之法的用數之旨，五十之數，合為一太極，為造化之

體，此「一」渾合一體，永恆實有，正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至於四

十九數，則為此一「體」造化之「用」，因其所用，而構形萬物，故稱作「萬物之

體」，萬物之中皆有一太極，使萬物能夠「各正性命」，各成其質。再而掛一得其

四十八數，又為「萬物之用」，本諸萬物實況而用。此體用之殊別，正表現萬物之

生生，源於太極的神妙造化。 

太極之生次，造化之神妙，以數以象而具現，不論先天或後天，亦皆以數以

象為式。章潢因此將數與象聯繫先天後，他認為「物之初生也，氣之至也，既生

而象具焉」。萬物因氣之至而生，氣生而象具，此氣即數之概念，以數表氣，則

「數為象先」。象既已形，則數又「因象而行」，象顯而氣行，「象又為數之先」。

數與象合先後天的關係，「數之生象者，先天也」，為生物之源頭的必然關係，

故云「先天者，生物之原也」；而「象之生數者，後天也」，為成就萬物的始端，

故「後天者，成物之始也」。數既為陰陽的實體，陰陽又為萬物生成的根本元素，

則數作為「萬物之宗，萬有之本」。51 

四、先天六十四卦圖說 

先天六十四卦根本於先天八卦，其原始理論始見於《繫辭傳》的太極生次之

說，確立先天八卦之序列，與「因而重之」的六十四卦次序。同時，《說卦傳》

                                                 
50 同前註，卷 7，頁 215。此圖與引文，同見於［明］韓邦奇：《啟蒙意見》（臺北：臺灣

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30 冊），卷 2，頁 139。 
51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7，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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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地定位，……八卦相錯」一章，也明白論定先天八卦的方位，乃至六十四

卦的方位。因此，章潢認為過去一般學者以先天圖說出自邵雍，並得自李挺之（之

才，？-1045）、穆修（伯長，979-1032）、陳摶而來，為不知孔夫子時已述明其

要，並推定這些圖式，「當吾夫子時尚存」，或許因為秦漢之間，因方士學者所

秘藏，至宋初才為陳摶得傳。52有關先天六十四卦相關圖式之輯說，主要包括〈伏

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先天六十四卦方位之圖〉、

〈六十四卦方圖〉、〈六十四卦內方外圓圖〉等諸圖，諸圖所展現的六十四卦之

次第，為造化之自然，非聖人刻意之作。有關圖說之具體內涵與重要意義，分述

如後。 

（一）伏羲六十四卦卦序橫圖之說 

章潢肯定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之卦畫，為伏羲所畫，畫卦有一定之次序。就一

卦之初畫而言，本於太極化生為一陽一陰，即一奇一耦為兩儀；兩儀之上又各生

一奇一耦，即生四象，為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四象之上又各生一

奇一耦，則生由乾一至坤八的先天八卦；再進一步由此自乾一至坤八之先天八卦

上各加八卦，即八卦上各加兩儀，推生第四畫為十六；依次十六而三十二，即於

四象上各加八卦，又即八卦上各加四象；三十二而六十四，乃八卦上各加八卦，

而為大成之重卦。此推生所得之六十四重卦，形成「下三畫則八乾、八兌、八離、

八震、八巽、八坎、八艮、八坤；上三畫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各居八卦之上」。此皆自然之所出，固不待文王而後重，實《周

禮》所記之三《易》，經卦皆八，别卦皆六十四，是知文王之《易》，乃伏羲已

重之卦。至若因此稱文王改變其位序，並無確切論據。53此伏羲所重六十四卦，見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圖 8）。54 

 

                                                 
52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50-51。 
53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38。 
54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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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 

 
此一圖式，應輯自元代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圖名作〈伏羲重卦圖〉，

且有關之說明，亦原本於胡氏之說。55認為此圖本旨，合《繫辭傳》所言「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之大義，即伏羲於前述小成之八卦上，

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的「大成之易」。章潢同胡氏之說，強調伏羲之重卦，並非

於原來小成的三畫卦之上，再逐卦各生一陽一陰，而生衍十六、三十二至六十四

卦，是藉由小成之後的首乾終坤之八卦，再而重卦為之，「重乾居一，重兌居二，

重離居三，重震居四，重巽居五，重坎居六，重艮居七，重坤居八」，由乾一至

坤八之次序不變。六十四橫圖布列，「前三十二卦一畫陽，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

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陽」，形成「陰陽兩邉，各各相對，

莫非自然之序」，此即伏羲先天之《易》。至邵雍則謂「一分為二，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亦原本於此。56

六十四卦次序之橫圖結構，正說明陰陽變化之道，復卦與姤卦居橫圖卦序之中，

此乃陰陽流行變化之幾微所在。 

此橫圖可以體現，伏羲理解仰觀俯察所見天地之間的人人物物，無不出於陰

                                                 
55 參見［元］胡一桂：《周易啓蒙翼傳》，上篇，頁 208-210。 
56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38。又見［元］胡一桂：

《周易啓蒙翼傳》，上篇，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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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之變化，其根本之理，則本於太極。由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終成六十四

卦，卦時有消息之變，爻位有當否之性，吉凶之實由是生焉。透過制為卜筮之法，

「以開物成務，而天地間無獨必有對」，即以太極為「獨」，「動而生陽，静而

生陰」，以一奇一耦為象，而名為兩儀，再而陰陽各生一奇一耦，即陰陽相交，

則生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等四象，再而生八卦，以剛柔相摩，而定八卦小成

之位。八卦位定，進一步推生，「乾、兌、離、震為主於内，而以乾一至坤八等

卦，次第加之於外，則自乾至復，而為三十有二之陽卦成矣。以巽、坎、艮坤為

主於内，而以乾一至坤八等卦，次第加之於外，則自姤至坤，而為三十有二之陰

卦成矣」。這便為所謂「八卦相盪，因而重之」之理。六十四卦，首卦為乾，終

於坤卦，即太極生衍、陰陽變化的大成《易》卦。六十四卦布列，陰陽對待之規

則有序，始於乾而終於坤，復、姤交際之間，乾卦六陽與坤卦六陰相對待，中之

復卦一陽五陰與姤卦一陰五陽相對待，兩邊各三十二卦，彼此相互呼應，其陰陽

奇耦之畫，沒有不相對應對待者。57 

六十四卦，「縱横錯綜，循環無端」，反映「天地之化育」，「剛柔、善惡、

盈虛、進退」之理，乃必然之道。章潢尤從心學之觀點切入，認為「天地陰陽之

幾，即人心理欲之分」，此所以為「一陽積而成乾，其人心一念之天理；一陰積

而成坤，其人心一念之人欲」，天理人欲本於人心一念，一切幾微變化，即在一

心，故心念所在，慎獨研幾之道，「其始甚微，其究甚遠」，顯微並包。因此，

君子貴在學《易》，而《易》以太極為本，化生六十四卦，包絡萬有之理，以「乾

坤、姤、復之統會」，立為完整之體系。58  

（二）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之說 

「先天」既先於天而存在，則不可説，亦不以圖現，不可以圖顯，而伏羲之

所以立圖為說，乃「懼無以示天下，故以其不可圖者寓于圖，以示之意，使天下

即圖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因此傳圖而畫陰陽，將陰陽之變，「一動一靜，一順

一逆」，示之以陰陽的昭然之象，先天圖式所以見自然運化之深意。此一圖式觀

點，蓋出於胡一桂之說。59 

                                                 
57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0-41。 
58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41。 
59 括弧引文與相關之論述，同前註，卷 2，頁 43-44。章潢該圖說引文，雖未明其由，考索

其實，但出於元代胡一桂之說，整段文字之敘述，與胡氏皆同。參見［元］胡一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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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本質，即時間與空間之概念，前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為六

十四卦的平面展開，不能確立方位與時序，故章潢輯說〈先天六十四卦圓圖〉（見

圖 9），60以述明時空存在之意義。 

 

 

 

 

 

 

 

 

 

 

圖 9、先天六十四卦圓圖 

 
章潢明白指出此六十四卦的圓圖，乃據前述〈伏羲六十四卦次横圖〉而來，

「揭陽儀中，前三十二卦，自乾至復，居圖左方」，即東邊之三十二卦，其間乾

卦居南方之半，而復卦在北方之半。又「揭陰儀中，後三十二卦，自姤至坤，居

圖右方」，即西邊之三十二卦，其兩端之卦，姤卦在南方之半，鄰接於乾卦，而

坤卦則在北方之半，鄰接於復卦。就時序而言，「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

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圓圖之四時序分，坤卦與復卦之間，為冬至子時

之中，同人卦與臨卦之間，為春分卯時之中，乾卦與姤卦之間，為夏至午時之中，

師卦與遯卦之間，為秋分酉時之中，如此陰陽自然之分，隱合四時運行之次序。61 

太極作為萬化之源，分判陰陽為生生之本；天陽之氣，渾然無間，故為奇數

實象，地陰之氣，「其形中虛而開」，為偶數虛象。章潢此一觀念之論述，未明

其出處，考索當源自明初薛瑄（敬軒，1389-1464）《讀書錄》之說。62陰陽升降，

                                                                                                                             
易啓蒙翼傳》，上篇，頁 211-212。 

60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2。 
61 括弧引文與相關之論述，同前註，卷 2，頁 42。 
62 薛瑄《讀書錄》獨宗周敦頤、張載等宋代五子之思想，錄其原義，其中錄言：「天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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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分立，正為一陰一陽之道顯。先天六十四卦，合內外象以成卦，圓圖所

示之布象，乃《說卦傳》之八卦處位之說，其義云「天地定位，乾南坤北，天尊

乎上，地卑乎下；山澤通氣，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雷風相薄，雷出東北，風盛

西南；水火不相射，離降而東，坎升而西，大明日生於東」，又即「小明月生於

西」，章潢特別申言，此以六十四卦就「内象言，主乎靜，而鎮位者也」。八卦

相錯以立其六十四卦之外象，即八卦一左一右，兩兩「交而互之」，陽儀之卦，

乾、兌、離、震，「乾互巽而巽互乾，坎互兌而兌互坎，離互艮而艮互離，坤互

震而震互坤」，本在左方，交互而居於右方陰儀之上；陰儀之卦，坤、艮、坎、

巽，亦同此之互，本在右方，交互後居於左方陽儀之上。此乃就外象而言，主乎

動而趨時以變。內外象「圜轉推盪，而成六十四卦」，環周於八方，如同二十八

宿分布於十二辰，正為天文時空之序列。自此右行而數之，則乾、兌、離、震、

坤、艮、坎、巽等八卦，「由内及外，如環之無端」。已往過後之卦，順其八卦

之序，如同自今日而追數前日之時，「自冬至而數回立冬、秋分，則自坤、而艮、

而坎、而巽」，此明乾皆順其序而數之者，即所謂「數往者順」。自今日而逆計

來方，如同自今日而返計來日，「自冬至而數向立春、春分，則自坤、而震、而

離、而兌」，此明乾皆逆其序而知，即「知來者逆」，亦即「《易》，逆數也」

之常道。同於漢說以卦氣釋論《說卦傳》之義，具體所指則與漢說有別。63  

（三）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說 

一圖不足以盡其欲表之全意，則〈先天六十四卦方位之圖〉（見圖 10）與前

之〈先天六十四卦圓圖〉（見圖 9）同，所以補其意。透過另立〈先天六十四卦方

位之圖〉，分別陰陽之列，以識其「爻象之森然」，而為「造化之自然」者，又

                                                                                                                             
其氣渾然無間，故其數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數偶一以象之。」［

見［明］薛瑄：《讀書錄》（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 711 冊），卷 3，頁 582。］此文為薛氏所錄，雖未明何人之言，卻可表明其思想之所

向。薛氏早出章潢一百多年，知當有源於此。 
63 括弧引文與相關之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3。有關「數往者順，

知來者逆，是故《易》，逆數也」之言，出於《說卦傳》，惟《說卦傳》所指並未實體明

確，漢代包括《易緯．乾鑿度》、鄭玄，乃至虞翻諸家，大抵從卦氣觀點釋之。參見［

清］李道平：《周易集解纂疏》（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卷 10，頁 693。章潢以卦

氣述義，然內容與漢說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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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知其八卦方位之列，以及八卦序列之別。64 

 

 

 

 

 

 

 

 

 

 

 

 

圖 10、先天六十四卦方位之圖 

 
先天六十四卦，陰陽流布，八卦定位，除了乾南、坤北等八卦定位外，還包

括自乾一而至坤八的八卦定序，以立其終始之道，乾坤陰陽法天地之義，「乾坤

交而六子生，八卦交而六十四卦生」，隨著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

序，各加八卦以成其重，八卦或六十四卦列位之法，皆為「陰陽錯綜，自然而成」

者；乾坤上下位定，六十二卦皆統括於其中，此所以為造化之神妙者。65 

通觀全圖，即統為一太極，「由内而外，一分為二」，為一卦之第一畫，左

為三十二陽，右為三十二陰。第二畫，即再分為四，左十六陽交於右，而右十六

陰亦交於左。第三畫，又即分為八，「左八陽交于右，右八陰交于左」，由此八

分為十六，則為第四畫。至於第五畫，「左四陽交于右，右四陰交于左」，由此

十六而分為三十二。最後六十四卦的第六畫，乃「左二陽交于右，右二陰交于左」，

即三十二而分為六十四。此左右分交，正為「左一陽交于右，右一陰交于左」，

                                                 
64 〈先天六十四卦方位之圖〉與括弧引文，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4-45。〈先

天六十四卦方位之圖〉圖式下方復卦、颐卦之後又接復卦，為誤，或刊刻之失，當為復

卦、颐卦之後接屯卦。 
65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45。 



 

196  文與哲．第三十二期 

 
 

亦即《易傳》所謂的「一陰一陽之謂道」。66〈先天六十四卦方位之圖〉正闡明此

一陰陽變化之道。 

（四）先天六十四卦方圖之說 

先天圖說有方圖有圓圖，早見之傳圖，朱震（子發，1072-1138）《漢上卦圖》

所見，為方圓合圖，稱作〈伏羲八卦圖〉。67內方外圓合圖之外，另見六十四卦的

圓圖與方圖。圓圖者眾，已如前述圖 9、圖 10 皆屬之，較朱震方圓合圖之圓圖多

有增益；而方圖者，則近於朱震合圖之方圖，章潢稱為〈六十四卦方圖〉，如下

圖 11 所示。68 

 

 

 

 

 

 

 

 

 

 

 

 

圖 11、六十四卦方圖 

 

章潢認為此圖合於《說卦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

艮以止之，兌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之概念，強調此圖以震、巽二卦自

圖之中起；而後之坎卦次巽卦而接，離卦又連次震卦之後；再而艮卦次坎而接，

                                                 
66 同前註，卷 2，頁 45-46。 
67 見［宋］朱震：《漢上卦圖》（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第 11 冊），卷上，頁 311。 
68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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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卦次離而接；最後乾卦君之，接於兌卦之後，又坤卦藏性，次接於艮卦。八卦

連次「皆從中起」，而「達乎西北、東南」之中間斜線，強調「萬化萬事生于心」，

心為萬物之本，透過圖式的形式布列結構，可以具體展示出來。同時，肯定此一

圖式亦展示出方位之布列，「應地之方」，以合卦氣時序之變。章潢對此圖式開

宗明義之說明，雖未述明引說之所由，實本自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取其友

人程直方（前村，1251–1325）引邵雍之說。69 

章潢進一步解釋，強調此圖準於邵雍中起之說，震雷以動之，巽風以散之，

正居於此圖之中央，以及四維之中，其他次而坎、離，再而艮、兌，再而乾、坤，

皆是「由乎中，而達乎外」，如此「左右上下，縱横相因」，六十四卦的方位由

是而確定。圖從中而起，由中而擴及四方，以明圖之大旨；起於中而本於心，「萬

事萬化生于心」，展現出心學的本色。70 

方位與時序相合，乾卦居於東南之陽方，為四月之卦，位乎巳；坤卦居於西

北陰方，為十月之卦，位乎亥；泰卦為正月之卦，位乎寅；否卦為七月之卦，位

乎申；此乾、坤、泰、否，居巳、亥、寅、申的四隅之位。冬至子中之時，一陽

生而直十一月復卦；夏至午中之時，一陰生而直五月姤卦；春分卯中之時，直二

月大壯卦；秋分酉中之時，值八月觀卦；此復、姤、大壯、觀，居子、午、卯、

酉四正之位。另外，「辰、戌、丑、未之月，卦偏居而附於四隅」，其中十二月

臨卦與泰卦相伍，則「後天丑、寅納艮，而位乎東北」；三月夬卦與乾卦相親，

則「後天辰、巳納巽，而位乎東南」；六月遯卦與否卦相近，則「後天未、申納

坤，而位乎西南」；九月剝卦與坤卦相鄰，則「後天戌、亥納坤，而位西北」。

此以明地之方，與時序之位。71 

又從乾上坤下的斜向角度觀之，乾卦與坤卦所聯繫之八卦為經，則左右五十

六卦為緯，此即《易傳》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義。又從否上泰下

的斜向角度觀之，則為八卦成列，而五十六卦彼此上下相交，亦即所謂「乾坤成

列，而易立乎其中」。地方之圖周圍共二十八卦，則上應天之二十八宿；自乾卦

至大畜卦等七卦，上應東方蒼龍七宿；自泰卦至謙卦等七卦，上應北方玄武七宿；

自坤卦至萃卦等七卦，上應西方白虎七宿；自否卦至履卦等七卦，上應南方朱鳥

                                                 
69 章潢圖文之說，同前註，卷 2，頁 46-47。該段述文，與胡一桂《周易啟蒙翼傳》之說，

文字完全一致，當取自胡氏之說。見［元］胡一桂：《周易啟蒙翼傳》，上篇，頁 212-213。 
70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7、49。 
71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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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宿。此天象、地形相互呼應，天人相合，察時之變，化成天下。此圖卦列布分，

正明此天人之理。72 

（五）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合圖之說 

先天六十四卦方與圓之合圖，本諸伏羲之畫卦，至邵雍而明其義，此合圖於

邵雍之後，文獻能徵者，首見於朱震，已如前述，名為〈伏羲八卦圖〉，至朱熹

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73乃至其後每為學者所言，章潢並輯收，名作〈六十

四卦內外方圓圖〉，見圖 12 所示。74 

 

 

 

 

 

 

 

 

 

 

 

圖 12、六十四卦內方外圓圖 

 
章潢於圖後開宗明義云： 

 

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離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

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北。方布者，乾始

                                                 
72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47-48。 
73 朱熹之圖說，見［宋］朱熹：〈序〉，《原本周易本義》，頁 630-631。 
74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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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西北，坤盡於東南；其陽在北，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數，圓於

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陰者静而為地者也。75 

 

此文雖未明所由來，實出於朱熹《周易本義》之原文。76乾陽之氣始於復卦子位，

而盡於午位，而坤陰之氣始於姤卦午位，而盡於子位，二者南北相對。離卦與坎

卦，日月相承，分屬東方卯位與西方酉位。由乾坤所代表的陰陽之流行變化，兩

者相互對待，在天地空間的概念上，乾陽為天圓在外，其性為動，坤陰為地方在

內，其性為靜。 

章潢詳述此一圖義，認為方圓合圖，内方外圓，合而為一，圓圖與方圖展現

之主要大義，分述如下： 

1.圓圖之重要大義： 

（1）對待之迹：六十四卦圓圖，由復卦至乾卦三十二卦，陰陽一百九二爻中，

陽奇之爻一百一十二，象徵陽動居左，合天左旋之性。自姤卦至坤卦三十二卦，

陰偶之爻一百一十二，象徵陰靜居右，合地右轉之性。此正為陰陽「對待之迹」。

四時合序之布顯，萬物之對偶群分，乃至「尊卑貴賤之列，興衰治亂之分」，由

是得以明辨。 

（2）流行之序：坤卦與復卦相鄰比禪，乾卦與姤卦連接相遇，陽始於復而終

於乾，陰始於姤而終於坤，終則有始，生生不息，此正為陰陽「流行之序」。流

行之有序，則「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繼緒」，由此

得以辨晰。 

（3）化生之機：《易》道即生生之道，圓圖即說明此生之宜否，由「姤反乾

歸坤」，為陰陽逆行，「凜然肅殺」之性，宜處於非生之道。至震卦從而生焉，

乃「凡物華液不凝，則果實不堅，果實不堅，則精氣不胎，而形化息」。陰陽造

化，霜降不涸其陰，則強陽不歛收，生生萬有之「靈根不固」，如此造化之機便

萎竭。陰陽消息相調，應時有道，所謂「反者物之命也，靜者動之原也」，故乾

必反於坤，而後震動可復，生生不絕，此正為「生化之機」。 

（4）先天之用：宇宙自然，陰陽之萬化，一屈一伸，得以和合感通，如何得

究其通，「必有淵然退藏者在」，柔靜退藏為復進之本，就如槖籥一般，一翕一

                                                 
75 同前註，卷 2，頁 50。 
76 見［宋］朱熹：〈序〉，《原本周易本義》，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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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之間，風因此而生，而此風如何得生？猶在「必有虛而不屈者在」，以虛得實，

退藏求其能生，此便為圓圖的「先天之用」之義。77 

（5）天包乎地：圓以象天之動，而環轉於外，乃「天包乎地」；方以象地之

靜，而定位於内，乃「地包乎天」。圓圖雖立乾坤之上下定位，卻以姤卦與復卦

肇端陰陽之初，是陽生於坤、復之交的子中之位，由一陽復卦漸積至六陽的乾卦

午中之陽極之位；又，陰生於乾、姤之交的午中之位，由一陰姤卦漸積至六陰的

坤卦子中之陰極之位。陰陽各環規三十二卦，天雖處上位，而以陽始坤生為震復，

此所以陽氣自地而上升於天。地雖處下位，而以陰始乾生為巽姤，此所以陰氣自

天而下降於地。乾坤相交，陰陽相感，剛柔相易，循環不已，圓圖所以象「天之

包乎地」之義。78 

2.方圖之重要大義： 

（1）卦位處列的用器之道：方圖之大義，主要展現在六十四卦卦位之列處。

章潢指出，「風、雷，天地之神也；水、火，天地之精氣也；山、澤，天地之形

也」。乾坤天地，陰陽合生萬形萬象，便在風、雷、水、火、山、澤。風、雷以

其為神，「神者變，變者動，動者躁，躁則欲其藏以密也」，如此見其方圖之卦

布，震、巽、恆、益四卦，居處於最中之處。水、火為精氣之所在，「精氣在動

静之間」，動靜有常，為風、雷之神所依者，故坎、離、既濟與未濟，處於最中

四卦之次一層的四方之列。形之以恆，恆則久常不變，為精氣之所舍者，故艮山、

兌澤為形，聯結咸卦與損卦，又接次於外圍。乾天為君，坤地為藏，乾與坤居於

方圖斜向最外圍之兩端，而方圖以地為顯，便強調「坤藏」之義；「凡物之躁動

者，未有不藏於坤者也」，是以「人之思機，亦藏於腹中」，而「形氣固藏於外，

風、雷潛動乎中」，「靜無而動有」，動靜有無相依，此即用器之道。79 

（2）地包乎天：方圖之圖式結構，已如之前圖式所述，藉由太極生次，八卦

方位因而重之，横直各八，得其四方之象；乾、坤、否、泰四隅之卦，各有定位，

而以乾、坤為主體之範圍。乾至泰橫向八卦，為乾宮八卦，坤至否等八卦，為坤

宮八卦。坤上乾下，為泰之義，此陽内陰外，則為地之象，而「雷動風散，皆從

中起」，故「陰陽之氣，行乎地中」，方圖所以象「地之包於天」之義。80 

                                                 
77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49。 
78 同前註，卷 2，頁 53-54。 
79 同前註，卷 2，頁 49-50。 
80 同前註，卷 2，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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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天圖說 

後天之圖說，八卦方位之確立，章潢大抵根據胡一桂取朱熹之觀點，以及胡

氏自為之闡釋，但不依胡氏以先天圖式直名「伏羲」圖式，而後天則名「文王」

圖式。圖說方位藉由《說卦傳》的四正四隅之說，以證實為後天之基本方位。輯

列之後天圖說，與其重要之內涵，分述於後。 

（一）後天八卦次序圖說 

章潢輯說〈後天八卦次序圖〉（見圖 13），81確立後天八卦的形成與其八卦

次序。 

 

 

 

 

 

 

 

 

 

 

 

圖 13、後天八卦次序圖 

 
根據《說卦傳》的乾坤生六子之傳統說法，說明後天八卦之形成。以乾為天

稱父，坤為地稱母，乾坤陰陽流行，「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

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

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六子因乾坤而生，乾

卦統三男，坤卦統三女，男女即指乾坤二卦中之一陰一陽，則震卦之形成，即取

乾卦之初爻，坎卦即二爻，艮卦即三爻；巽卦之形成，取坤卦之初爻，離卦即二

                                                 
81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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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兌卦即三爻。六子卦為「乾坤之變化」所生，進一步而言，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皆八純卦的變化所形成的，八純卦皆乾坤之變化，而乾坤二卦形成之先後，

坤卦即乾卦之變化。如此一來，可知有乾即有坤，有乾坤的陰陽之變，即有震、

巽、坎、離、艮、兌之生，有了八卦而終成六十四卦。此陰陽之變，神妙無窮，

非人力之造作，自然而然之變化規律。82乾坤統六子的八卦布列次序關係，為自然

的變化結果。 

（二）後天八卦方位圖說 

章潢輯說後天八卦方位，引述未明來由，全文當完整引自胡一桂《周易啟蒙

翼傳》，胡氏圖名〈伏羲八卦方位圖〉，章潢特別改名為〈後天八卦方位圖〉（見

圖 14），83一貫強調「先天」、「後天」，不宜名作「伏羲」、「文王」。 

 

 

 

 

 

 

 

 

圖 14、後天八卦方位圖 

 
取胡氏引朱子之說，倡言八卦一陽一陰的對應關係，認為「此圖若以卦畫言

之，震一陽居下，兌一陰居上，故相對；坎一陽、離一陰居中，故相對；乾純陽、

坤純陰，故相對」。論述後天八卦的卦爻之陰陽相對。進一步再引《說卦傳》「帝

出乎震」一章的八卦性質與方位關係，對後天八卦的方位與時序，作詳細之闡說。

東方震卦，五位之性為天三生木，處陽氣初稚的春分之時；東南巽卦，地八之位，

木生火之性，正春夏之交；南方離卦，地二生火，值陽氣壯盛的夏至之時；西南

                                                 
82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55。 
83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56。胡一桂圖式與說明，見［元］胡一桂：《周易啟蒙

翼傳》，上篇，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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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卦，天七之位，土生金之性，正夏秋之交；西北兌卦，地四生金，處陰氣初稚

的秋季；西北乾卦，天九之位，金生水之性，正秋冬之交；北方坎位，天一生水，

值陰氣壯盛的冬至之時；東北艮卦，地六之位，屬土孕木之性，正冬春之交。此

陰陽五行的對待流行，「兩儀生四象」，乃陰陽二氣，交感推布，四時推衍，「四

象生八卦」，八卦流行，八卦合四時之變，「循環無窮，生生不已」，故後天八

卦，正表現其流行致用之道。對待流行，體用相生，坤卦卦辭所謂「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正合此後天八卦方位之說。84 

透過此圖，章潢再次論述先天與後天形成先天之問題，肯定《說卦傳》「天

地定位」一文，倡明以乾坤為主體的八卦列位，「所以發明先天圖象」，而「帝

出乎震」一文，以六子出顯，乃在「發明後天圖象」。85至於推究伏羲始畫先天八

卦，而文王後繼後天之法，並無實然真確之理據。他指出： 

 

觀象玩辭，要在窮理盡性，以至於命耳。理一也，體用本一原，先後本一

致也。有體必有用，有先天必有後天也。……彼謂先天圖畫於伏羲，後天

圖改於文王，進六子退乾坤，《易》因文王而後為有流行之用，皆臆説也。

何也？天本不可以先後分，而以之名卦圖則可。若謂聖人于天地之造化，

為能進退之，則非也，使必拘泥舊説，則伏羲未畫之前，豈陰陽八卦本無

是體？文王未改之前，豈陰陽八卦悉滯于對待之體，而無流行之用哉？伏

羲俯仰觀察，徒知先天而不知後天，流傳數千載，未嘗無《易》，何為不

知流行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不出乎震，而文王之時，

天地定位，曾得而改易之哉？即如先天，且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

一人之畫也？觀《易》云「一陰一陽」，即云「陰陽不測」；云「一闔一

闢」，即云「往來不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

可識矣。噫！謂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不自仍

其改定之圖以序《易》，又何也？蓋六子必非聖人所能進，乾坤必非聖人

所能退也。惟會意於二圖之外，庶乎先後無二天者，在吾心矣。86 

 

                                                 
84 括弧引文與相關說明，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56-57。 
85 同前註，卷 2，頁 58。 
86 同前註，卷 2，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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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象辭顯其大義，固在窮理盡性，彰明天人之道，萬事萬物之本質本命，

便在一理，即體用一源，體用相依，也就是先天與後天一致，並存共現，以展示

陰陽變化的自然之道，非執持一偏，而強為殊分。歷來論者每區別先天圖為伏義

所畫，後天圖則為文王之改用，「進六子退乾坤」，而有文王後天的流行之用，皆

為臆測之說。章潢認為天本來就無先後之分，宇宙自然的衍化，陰陽的對待或流

行，本為共時的存在，區分先天與後天，只在說明不同的變化面向與系統，因此

姑且可以「先天」、「後天」，或「伏羲」、「文王」代稱，惟視自然變化的發展，將

先天之學視為伏羲所立，後天之學則為文王所制，則非自然變化的實然，因為聖

人無法改變或形塑自然造化的進退樣態。太極、陰陽，乃至八卦的自然變化的對

待流行之道，作為萬化之體、萬化之用，在伏羲或文王之前，早已同時存在，毋

待二聖才能立其對待之體、流行之用，所以伏羲不以對待之體為專，文王也不以

流行之用為勝。是故，伏羲之時，「帝出乎震」未嘗不存，文王之時，「天地定位」

也不曾改變，宇宙自然的對待流行，未嘗不並在。 

另外，若言後天之學改自文王，則以乾、坤為首的六十四卦卦序，也當予以

改變才是，何以未變？後天八卦，乾坤退而六子進，「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

乾坤也必非聖人所能退。理解自然之道，不能滯於斷分二者，亦不能以伏羲或文

王二聖區別自然運化體用關係的不同時代之形成，更不能斷裂體用一源的自然屬

性。「易」主變易之道，「有先天必有後天，不可執一圖以象易」，87而圖說的建

構，便為宇宙圖式的某一面向之展示，本不能包蘊所有一切知識體系與概念，則

會意二圖大義，知無先後二天。宇宙大道，先後天同一，而體現此道，惟在吾心，

強調回歸本心的認識與體會，自然之理可以通悟無疑。 

（三）後天八卦之方的圖說 

章潢輯說〈後天八卦方圖〉，強調互易反對的卦位之說，詳見圖 15 所示。88 

 

 

 

 

                                                 
87 同前註，卷 2，頁 58。 
88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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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後天八卦方圖 

 
後天八卦方位，兩兩彼此互易反對，就震卦與兌卦言，震卦初爻為陽，對兌

卦上爻為陰，「中爻陰對中爻陽，上爻陰對初爻陽」。艮卦與巽卦之關係，艮卦

上爻為陽，對巽卦初爻為陰，「中爻陰對中爻陽，初爻陰對上爻陽」。其他包括

乾、坤、坎、離等兩兩對應，爻爻皆同，合於八卦互易之現象，有水、火、雷、

風、山、澤等反對之體，而「成先天之功」，亦即表現在先天六十四卦方圖所呈

現的卦列結構。〈後天八卦方圖〉中，除了內圍呈現原有的八卦之外，藉由八純

卦反對合體，又形成否、泰、損、益、咸、恆、既濟與未濟等八卦，即章潢所謂

「天地之否、泰，聖人之損、益，人道之咸、恆，萬物之既濟、未濟，《周易》

所以作也」。89內圍八卦包括乾、兌、坤、離、巽、震、艮、坎等卦，正為先天六

十四卦方圖之西南至東北斜方布列之八卦，而否、泰、損、益、咸、恆、既濟與

未濟等八卦，則為東南至西北斜方布列的八卦。此後天之用，可見其先天之體。 

此一〈後天八卦方圖〉之圖說，考本於邵雍所謂「震兌横，六卦縱，《易》

之用也」，即「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之義。從兩卦反易互觀，

乾坤正觀為地天泰卦，反觀為天地否卦，乃「乾坤交，而神妙乎萬物者」；坎離

正觀為火水未濟卦，反觀為水火既濟卦，即所謂的「水火不相逮」；艮巽正觀為

澤山咸卦，反觀為雷風恆卦，即所謂「雷風不相悖」。又，震兌左觀為雷風益卦，

右觀為山澤損卦，即所謂「山澤通氣」。具體可知，此即「八卦先天方圖相交之

用」，而《周易》反對之說，也本此後天之方圖。章潢強調此互觀反對關係下的

                                                 
89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同前註，卷 2，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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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圖結構，「不容一毫人力」之作為，而是「造化自然」的本來樣態。90 

（四）後天六十四卦卦序圖說 

後天六十四卦，經文王繫辭而用，六十四卦序列已定，孔門《序卦傳》述明

序列大義，歷來學者亦有制圖立說者，如南宋佚名《周易圖》輯制名為〈序卦圖〉

者，關注六十四卦的覆卦與變卦序列之變化關係。91章潢立基於《周易》六十四卦

的序列，正為後天之學，並融攝先天之義。《圖書編》輯說〈周易序卦圖〉，見

圖 16 所示。92又，其《周易象義》制〈序卦反對圖〉，圖義相近，並針對兩兩反

對之卦，進行詳釋。93 

 

 

 

 

 

 

 

 

 

 

 

 

 

 

 

 

                                                 
90 同前註，卷 2，頁 60。 
91 參見［宋］佚名：《周易圖》（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年《正統道藏》本第 4 冊），

卷上，頁 706-707。 
92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60-61。 
93 參見［明］章潢：《周易象義》，卷 6，頁 47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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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周易序卦圖 

 
章潢此一圖式，近於南宋稅與權（儒宗，？-？）《易學啟蒙小傳》之說，其

圖名為〈後天周易序卦圖〉，相關主張，多有相似之處。94章潢認為伏羲畫卦之次

序，首乾而終坤，至文王繫辭而定位上經三十卦，首乾、坤而終坎、離，下經三

十四卦，首咸、恆而終既濟與未濟卦。至孔門《易》說於《序卦傳》、《雜卦傳》

中，僅引其大端，卻未詳竟其説。其實然者，先天八卦中，乾、坤、坎、離作為

                                                 
94 參見［宋］稅與權：《易學啟蒙小傳》（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6 年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 19 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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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之卦，兌、艮、震、巽則為四隅之卦；上經以乾、坤為首，以坎、離為終，

乃乾、坤二者象天地，為健順剛柔之性，諸卦皆所從出，故乾、坤列上經之首。

《序卦傳》以反對之法，歷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等八個卦，至泰、

否而為「乾坤之正體交」，並再歷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

賁等十卦，再而為剝、復二卦，「蓋剝盡則為坤，而一陽生於復」，此陽氣自消

而息之機，此二卦為「乾坤之所由成」，知乾坤化生之道，「無時而窮」。又歷

无妄、大畜、頤、大過，再而為坎、離二卦，此二卦乃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交感

得以為正者。同時，坎、離為水、火之象，即「天地之大用」，並為陰陽之中，

亦即「舉天地之道，而歸於中」。95 

下經之序列，咸、恆為首，而終於既濟、未濟卦，以咸、恆為夫婦之象，即

「人倫所自始」，故咸卦以少男、少女合象為「夫婦之始」；恆卦以長男、長女

合象為「夫婦之常」。以夫婦倫常為開端，歷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至損、益、夬、姤等卦，乃澤山咸卦一變而為損卦，雷風恆卦一變為益

卦，若上經的泰卦與否卦之義；其為夬卦者，消息以夬盡而為乾，一陰生於姤，

此二卦若上經剝卦與復卦的消息概念。又歷經萃、升、困、井、革、鼎，至震、

艮二卦，乃「一陽生於震，而極於艮」，此「陽之終」者。又歷漸、歸妹、豐、

旅，而至巽、兌二卦，即「一陰生於巽，而極於兌」，此又「陰之終」。此震、

艮、巽、兌，為咸、恆二卦「所由成」者。知咸、恆之道，「無時而窮」。又歷

渙、節、中孚、小過，至既濟與未濟卦，此即咸、恆「夫婦之交，陰陽之雜」，

以水火之交而作終。然而，咸、恆二卦，為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合，至終之既

濟與未濟卦，則為中男、中女之合，以此象「人倫之道，歸於中」。96 

上下經合道，上經乾、坤為首，表徵造化之本，下經咸、恆為首，表徵人道

之本。其陰陽消息變化之理，而為造化人道之常，此所以為聖人「維持造化，綱

紀人道」之本心。若合先天卦位而觀此卦序，則上經以乾、坤為首，即「天地定

位」之理，下經以咸、恆為首，即「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之義。上經以坎、離

為終，下經以既濟、未濟為終，又為「水火不相射」之旨，此亦「用中之道」，

並由此布列之用，知後天不出先天之學的範圍。「《易》之為道，瀰漫天地，流

行古今」，先天後天體用相依，先天為體，後天為用，以自然之體，盡人事以造

                                                 
95 括弧引文與相關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61-62。 
96 同前註，卷 2，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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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為「常然之用」。97 

六、先後天重要分判與相合圖說 

有關先天後天之實質內涵，以及彼此的關係之主要差異，已如前述之諸重要

圖式觀點，章潢尚輯說對先後天以圓涵方與以方涵圓的重要分判，以及先後天相

合的圖說。此處備載闡析，述明重要衍義。 

（一）以圓涵方與以方涵圓之圖說 

章潢藉由輯說先後天以圓涵方與以方涵圓，說明先天與後天之學的差異，以

及二者交互相契的關係。 

1.先天以圓涵方 

 
輯說〈先天以圓涵方圖〉，見圖 17 所示。98並且提出具體之說明： 

 

 

 

 

 

 

 

 

 

 

圖 17、先天以圓涵方圖 

 

 

                                                 
97 同前註，卷 2，頁 62-63。 
98 所引之圖式，同前註，卷 2，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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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天地位乎上下，日出于東，月生于西，雷起于地中，風行于天上，

西北多山，東南多水。此聖人仰觀俯察，以取象也，有象必有義也。乾坤

以坎離為用，離為日，坎為月，故「易」字從日從月，合日月而言之。惟

日月相和，寒暑往來，以成歲也。故曰「天地設位，而易行其中」。玩圖

象而義自見矣。即圓圖而方圖已寓，所以六十四卦有圓圖，又有方圖，而

八卦可圓，又亦可方也。天地定位，六子分列，左右交相為用，不愈見造

化之神妙哉！99 

 

八卦之象，乾天坤地，離日坎月，震雷巽風，艮山及兌澤之水，合於先天八卦之

位。如離日居東，故云「日出于東」；坎月生於西方，故云「月生于西」；震雷處

下位，又近於坤地，云「雷起于地」；其他諸卦亦同，以其定位，合自然象義。聖

人因象求義，取象合義，乾天坤地，本純陽純陰之質，資始資生，為萬化之本。

離日坎月為用，象徵存在意義下時空變化，故「易」字合日月之形，為漢代以降

《易》家所慣說者；100日月相合得其明，寒暑往來，順其四時之序。此先天八卦，

乾天坤地上下定位，六子宜其分列，圓圖與方圖相涵，推布六十四卦之圓圖與方

圖亦若是，依序布分，以顯其造化神妙之性。 

先天八卦雖別分圓圖與方圖，並非圓之外，又別有方者，闡明的造化之義皆

同。圓圖以乾、坤、坎、離定其不變之位，方圖以乾坤定位而六子橫列，二者展

現的天地造化對待之理，「自不相悖」，「縱橫闔闢」，101亦不相異。 

2.後天以方涵圓 

後天有別於先天，以方涵圓，章潢輯說〈後天以方涵圓圖〉，見圖 18，102並

說明如下： 

 

                                                 
99 同前註，卷 2，頁 65-66。 
100 《繫辭傳》強調日月合明，又云「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陰陽之義配日月」，日

月運動以見寒暑之變，對立推移，共構陰陽的生生運化。合日月為「易」，東漢許

慎《說文解字》引《秘書》直云「日月為易」一條，蓋許氏有源於《易》家之言。

日月作為推佈陰陽之道而成體系之典型者，早為東漢魏伯陽《周易參同契》與虞翻

的月體納甲之說，將日月置於陰陽變化的宇宙圖式之主體位置。 
101 圖式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66。 
102 同前註，卷 2，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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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後天以方涵圓圖 

 

後天以方為體，以圓為用，方中涵圓用，未嘗離乎體也。嘗觀邵子曰：易

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離交之，極

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陰陽猶雜，故當用之位；乾、坤，純陽純

陰，故當不用之位。吾故曰：圓本方布，故帝出震，齊巽流行于中，而神

妙萬物者也。然先天之反易，為後天之方位，後天之流行，本先天之圓圖，

後天之體，即先天之用，後天之用，即先天之體，所謂體即用，用即體，

圓即方，方即圓，先天即後天，後天即先天也。103 

 

後天以方涵圓，以體涵用，圓用未嘗離其方體。取邵雍之觀點，陰陽變化，震為

一陽始交、兌為一陰始交之時，「當朝夕之位」。坎、離處水火之極，則為子午之

位。至若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為純陽純陰，則處

不用之位。以圓圖為本，以方圖布分，起於陰陽始交之一陽震卦，流行變化，萬

物神妙運生。先天與後天相互聯繫，同展陰陽之變，後天之流行，本先天之法，

則「後天之體，即先天之用，後天之用，即先天之體」，體用相即，同於圓與方之

相即，先天與後天同一。 

方圖為圓圖之用，象布以方，故名為後天；以方涵圓，並非方外別有圓圖，

圖本以方布列，由帝出東方之震，流行推衍。其中乾坤交而六子為用，六子體陰

陽之象，即天地之用；流行之中，便見對待之體，也皆見後天本先天之妙用。104 

 

                                                 
103 同前註，卷 2，頁 66-67。 
104 同前註，卷 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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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天與後天的內外相合 

先天與後天，是否為二《易》，章潢不以為是。《圖書編》輯說〈外先天內

後天八卦圖〉（見圖 19），同見於其《周易象義》之中，105再次說明先後天同為

一《易》，先後天相繫，闡明陰陽變化之義。 

 

 

 

 

 

 

 

 

 

圖 19、外先天內後天八卦圖 

 
先後天之名，緣自《文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說，然孔子

未嘗分判先天與後天八卦，至邵雍而為之名狀，認為「邵子乃以名卦圖，亦未為

不可」，並不否定邵雍以先天後天作為卦圖的名稱。並且認為邵雍主要欲意在於

說明，先天就像「六十四卦，天本未嘗作為，而伏羲畫之」，稱為「先乎天」；

一直到了天地間已有六十四卦，「文王就六十四內，更定其卦位，從而序之繫之」，

所以稱作「後乎天」。但是，章潢質疑的是，既然分出先天與後天，又以先天屬

於伏羲，後天屬於文王，其根據為何？同時，再引邵氏之詩文「若問先天一事無，

後天還始著工夫」，再次質問，釋其詩文云： 

 

所謂一事無者，只順其自然，如太極生兩儀，兩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由八而十六，由十六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六十四，只是加一倍法，未嘗

                                                 
105 同前註，卷 2，頁 73。又見［明］章潢：《周易象義》，卷 6，頁 476。圖式中右下艮卦

符號為誤，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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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夫以作為之也。所謂著工夫者，進六子退乾坤，與夫序卦繫卦之類，

皆非先天無一事之自然矣。 

 

認為邵雍所言無一事之作為者，即順其太極生化之自然，那種加一倍法的生卦之

法，即先天之法。至於著工夫之作為者，即「進六子退乾坤」之非自然之作為，

亦即後天之法。他進一步要提問的是，如果真有這般的區別，那伏羲與文王是否

是各主一《易》了，是否就成了二套《易》說系統了？ 

已如前諸文之說，先天與後天，皆同在闡明一《易》，非為二《易》，以先

天和後天之圖，區分陰陽變化的不同面向而已，其不同的面向，即展示陰陽的對

待與流行的體用之別，體用本為一源。因此，先天與後天，二合為一，「有先天

之體，即有後天之用，體用本非二也」。106 

外先天而內後天圖說，同在說明陰陽生成變化之道，絕無分別二《易》之說。

先天之圖，「立其對待之體，而八卦相錯，未嘗不遇乎流行之機」，體中見其用；

後天之圖，「達其流行之用，而水火相逮，未嘗不寓乎對待之妙」，用中見其體。

二圖相契，同明一陰一陽之道，乃至陰陽不測之神，此「所以周流六虛，變動不

居」，不必一一強同。107先天後天同求陰陽之對待流行之義，即此陰陽之道、陰

陽之神。先後天見其陰陽奇耦的變動不測之性，則先後天圖式不拘泥於一式。 

章潢並以《中庸》已發與未發，述明先天與後天的關係。造化自然之運化，

由太極分判陰陽，天地萬物生生不已，然而此自然之道，即「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天命之性，不覩不聞，自未發而謂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自發皆中節，謂之

和，天下之達道也」。性有未發與已發，未發之性不可見，已發者為喜怒哀樂，

為天命之性與性之動者。先天與後天之概念如是，所謂「先天、後天即發與未發

之謂」，「發與未發，先天、後天舉在其中」。先天若未發之中，為天下之本，

後天若發而中節之和，即達道之法。「先天一於對待之體，而專於圓；後天一於

流行之用，而局於方」。體用相資，立先天與後天之性，二者融通造化自然之運，

體現自然之道。108 

 

                                                 
106 相關引文與論述，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73。 
107 圖式與引文說明，同前註，卷 2，頁 74。 
108 同前註，卷 2，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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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綜合前論，茲總結如下： 

（一）《圖書編》龐博廣納，猷為丕著。所見《易》學圖式，雖輯述前人圖

說，然章潢紹繼王學之心傳，微言式闡，卻又不偏廢道問於天地人之學，根本邵

雍原說，取用歷說之善者，倡先天與後天的自然造化之道術，集宋明以來之大成，

為後學足範之攸宗。其尤可貴者，傳承前人之圖式菁華，蒐納廣取，闡發原圖思

想，在歷來圖式輾轉相接而見圖而少文之下，知圖式形式非磐石之僵定，轉化增

益義理哲思，為圖說之大有功者；章潢著顯於此，剖析先後天圖義，彰明圖旨，

正為圖說之可貴者。 

（二）輯圖釋說，廣納先後天圖式，融理合義，專執己意，建立屬於自己理

解之思想內涵。先後天之說不特立「伏羲」、「文王」之名，釐清先後天為造化

自然之道，自然已固存，非二聖之時方予啟現；朗朗天理，對待流行之運化，不

待二聖而見，故引前人之諸圖說，刻意將二聖之名，改稱先天與後天。既知非二

聖斯見有之，則此自然之道，體乎一心。 

（三）先後天之學的發展，章潢肯定由伏羲立圖為先天之體，至文王法為後

天之用，皆合自然之旨、萬物之理，孔子述明其道，惟後傳隱而不彰。天人之學

能夠再次暢明，以邵雍最為有功，推崇邵氏觀象推數的先天之說，乃至後承者程

頤能理會微義，因象以推無形之理，「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再後者，朱熹深

究二家之說，體證聖人之心。109因此，章潢之先天後天圖學思想，主要根準於邵

雍之學，並且把握程朱之主張，於天道之理，體用之說，多有闡發。每每帶有心

學之觀點與氛圍，強調宇宙造化，陰陽消息，先後天的神妙之思，聖道之心，皆

在吾心，始本於邵氏，終歸於王學。 

（四）先天八卦乃至六十四卦諸圖說，章潢取自邵雍乃至後人紹述邵學之說

進行輯釋，推索其本，認為邵雍之學，為《易》本有的陰陽變化之自然之理，其

義其理皆傳見於孔學《易傳》，並可得為具體參證。《繫辭傳》的太極生次之說，

以及「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觀點，即在證言先天八卦與六十四卦次序圖說；

《說卦傳》「天地定位」的八卦相錯一章，也推證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圖說；

                                                 
109 同前註，卷 2，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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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亦證乎先天六十四卦方圖之法。110後天八卦與

六十四卦圖說，《說卦傳》乾坤生六子之「震一索而得男」一章，證乎後天八卦

次序圖說，而「帝出乎震」一章，亦證成後天八卦方位之圖；又，後天八卦之方

圖說，震兌橫列，六卦縱位，也證合《說卦傳》「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

澤通氣」之義。《易傳》之說，固為邵雍理據之所在，亦體現先後天之法，為《易》

道本有的自然妙道，伏羲畫卦與文王推衍之前已自然存顯。 

（五）先天或後天，為自然造化、體用相依之本然，聖人述明其理，不得已

而為二圖學，知同為一「易」，有先天必有後天，則先後天非為二天，無前後斷

裂之異，亦非伏羲時顯見先天，文王時自然天道才轉有後天；不論先天或後天，

不論方圖或圓圖，皆在開顯自然之道，以不同圖式方式，呈現自然造化之對待流

行關係。先後無二天，皆在吾心之體會。 

（六）明人好編類書，圖譜之學方面，歷來少有能與章潢相互比肩者，《圖

書編》「引據古今，詳賅本末」，「採摭繁富，條里（理）分明，浩博之中，取

其精粹於博物之資，經世之用」。111視為歷代個人撰述的最大鉅著，亦為重要的

圖說文獻之一。類編之功，誠是偉哉。然而，輯收圖式，乃至多數引文申說，未

能標明來源與出處，全文摘引，當原著觀念與其主張之殊異時，直就原文修訂，

亦未就其所由始末作說明。除了使讀者不易掌握其原本外，亦恐有奪人書義之嫌。 

 

                                                 
110 相關內容已如前述圖說皆有詳明，又總說參見［明］章潢：《圖書編》，卷 2，頁 51-52。 
111 引自 ・［明］章璜：《圖書編 提要》，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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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ang Huang’s Yixue Theory on 
Xian-Hou-Tian Diagrams in Tushubian 

Chen, Rui-Hong  

[Abstract] 
 

Since Chen Tuan formed his theories, Tu-shu Yixue in the Song Dynast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has been approached and interpreted in 

innovative ways, known for its richness in contents both in the fields of Xiangshu and 

Yili, and for its wider scope of interpretation. Liu Mu’s and Shao Yong’s theories of 

Tu-shu Yixue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ixue sinc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Shao Yong put forward his 

theory, Xian-hou-tian diagra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Yixue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its inheritance and extension, Xian-hou-tian diagram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Yixue Tushuo, which is manifested in Zhang Huang’s Tushubian. 

Zhang not only compiled and explained the diagrams of his predecessors but also gave 

his own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diagrams. Focusing on the Xian-hou-tian diagrams 

selected in Tushubian and related Yixue tushuo,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crete contents of Zhang’s viewpoint in 

related Tushuo derived from Xian-hou-tian diagrams, and explore the important 

meanings they convey.  

 

Key words: Zhang Huang, Tushubian, Shao Yong, Xian-Tian, Hou-Ti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