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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记事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长河里，有一颗煜煜闪烁的蓝宝石，它的

名字叫做文字。关于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历来有各种说法。关于

文字的创造方法，也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方

法，称为六书。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忘记了一种更为高端大气上档次

的文字方法，那就是结绳记事。这种造字法，在六书之前，引申出了

六书并高于六书。姑且称之为结绳法吧。于是六书就可以改为七书：

结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结绳记事，顾名思义，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以记事。结绳记事

的方法，表面已经失传，故使得古今中外学者对其忽略。“上古结绳

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系辞下》）郑

玄认为：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易经点明了本质，

郑玄只知大概。近代当代学者因为文化素养的缺失，已经完全不知其

所以然。 

结绳记事文字，实际是一种思维缜密，体系严谨，囊括一切的非

常高明的三维立体文字。像外语是二维文字，只有音和意。汉字是三

维文字：音形意。结绳文字：音形意。先古时候没有录音机，故当时

结绳文字怎么读，现在已不可得。但是形和意，只要掌握了古人的思

维方法，就可以把结绳文字重新演绎出来。 

结绳文字完全不像现代砖家们所说的，只是记录数字或发生一件

事就用绳子打一个结，发生两件事，就打两个结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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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结绳文字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从三皇五帝的帝这个字

开始。 

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们发现太阳东升西落，循环不已。太阳升

起来的时候，就是清晨，太阳落下的时候，一天就结束了。每天固定

的时间，太阳就会处在在不同的位置，因此看太阳，就知道白天的时

间。但是太阳举例我们太遥远，每一个位置，范围不容易辨清，于是

人们就看花和树木在太阳下的影子，用来计时。于是古人们就称自己

为花族。 

然而花儿迟早会谢，树木也是粗细不一，不容易细微精确的判断

时间。花族人们就在地上插上一根粗细均匀的木棍，由部落的首领专

门观察记录时间的流逝。白天观察太阳，晚上观察北极星，天狼星等。

这种方法形成了最原始的钟表。 

由于观察时间，组织大家劳动休息的工作是由首领完成，所以花

族的首领叫做帝。我们来看看帝的甲骨文演化。 

 

   很明显就是一根杆子插在地上，中间横着几根固定的木架，米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4e6a8a280102v1j3&url=http://album.sina.com.cn/pic/001r28Y0zy6L3rJBCs1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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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的符号代表阳光照射的阴影。由于部落很多，每个部落都有这种

插杆式钟表，所以部落钟表所在之处，也叫做山。根据观察时间总结

出的经验，叫做连山。 

山海经里某某山某某山，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历史上并无夏朝。所谓的夏朝，应该是黄种

人苏美尔人的后代。在已经出土的商朝所有甲骨文中，都没有夏这个

字。试想连征伐蛮夷小邦都要大书特书的商人，居然连成汤灭夏这个

大事件提都不提，不言自明。合理的解释是，苏美尔人和一部分白种

人，经过中亚高原即昆仑山，来到中国西部，和周人的祖先混种，把

文化传给了周。当时周并不强大，只是一个小邦国的概念，西北一地

主要势力还是苏美尔人。《周语》记载：“昔夏后氏政衰，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弃稷不务，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说明周是夏属下的一个

邦国。 

因为不远万里，迁徙奔波，见多识广，苏美尔人称自己为“大”，

也就是夏。夏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扩张战争，不料被花族后代东夷部落

商成功阻击。然而夏的势力和商比，也是邦国的地位，因此商并不在

意夏的存在，或者并不称夏为大。夏和商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被商

一直阻击在西北一带。之前夏发生内乱，即太康失国，东夷部落首领

后羿称帝，也是夏商战争这些历史的反映。 

另外一些白人则建立了白狄，后来建成了中山国，位于七国之后，

称为第八国，盛极一时。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族群迁往欧洲，少数



《会计信息化》精品资源共享课  

散落中原别国。在淄博出土的战国墓里，发现很多人的 DNA是白种人

DNA，即是为此。 

所以个别一小撮吹嘘史有三易，连山为夏易，归藏为商易，周易

为周易的人，连基本历史都不懂。还有号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为荣的人

们，想必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我告诉你东夷的分布范围

吧：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大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

广东岭北，贵州云南东北，朝鲜，日本，这些占中国地区大部分的地

方都是蚩尤领导的九黎之后东夷的地盘，难怪我们老百姓至今称为黎

民百姓。炎黄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河北，四川，内蒙，西藏一

带。有史可查的太昊，少昊，尧，舜，禹，汤，都是东夷人。直到周

朝，为了显示自己血统的正确，周朝统治者才制造出了东夷的概念，

夏朝等。 

以上是花族和夏族的交锋融合。直到周朝灭商，夺取地位，夏这

个民族的符号才在周朝出现。 

三皇五帝，以及历史上的禹，不是夏的首领，而是商朝或虞朝的

前几代帝王之一。商汤并不是商朝开国帝王，商汤之前还有十三到五

代帝王。这是别话。不信的人自己去图书馆查典籍。我这里就不做证

明了。 

回到结绳记事的主题。我们再来看看文字的文这个字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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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他娘的砖家怎么说，我的看法是上面一个绳子打了结，下面

挂着一个叉号，中间又是一个结。这个字象征了把绳子打结，来表达

一些意思。 

把绳子打结，是如何表达事情的呢？这个下文再说。先说一些基

本概念，绳子其实是有区别的，单股的叫玄，两股的叫兹，三股的叫

索，素。结绳记事的专家代表是女娲族的帝们。所以女娲族的首领又

叫玄女，索女，素女，弇兹氏等等。传说女娲造人，把人们用绳子串

起来。这里的人，其实就是人事，用绳子串起来，表示结绳记事。契，

约，要，等都是绳子打结的意思。后来女蜗还用五彩石去堆石记事。 

绳子多了，就要用杆子挂起来，杆子高大，连起来也叫做连山。

每个杆子上的绳索叫做挂，--卦也。挂上的结，叫做爻。我们看看爻

的样子吧。 

  

其中不打结的叫做阳爻，打结的叫做阴爻。打圆圈结的叫做动爻，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4e6a8a280102v1j3&url=http://album.sina.com.cn/pic/001r28Y0zy6L3rO1UKv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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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叉号结的叫做静爻。阳爻代表即将做什么事或者未来要发生什

么事，阴爻表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聪明人应该看出点易经怀孕时的样子了。 

发展到后来，也有人用石头来堆石记事。原理和结绳记事一样。 

古代的经典，主要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者，三文也，五典

者，五藏也，八索者，八挂也，九丘者，九堆石头也。这些经典其实

只有一本，而且是相同的一本，三皇五帝人手一册。三五八九并不是

三皇五帝之类的意思，而是记事方法，类相原理，后文有述。 

 三 结绳记事的原理和方式 

或许出于某些利益，或者民族虚荣心，绝大部分学者都把河图洛

书当成中华文明的起源标志，当成八卦或易经的源头。实际上这么说

也不无道理，只不过他们认为的河图洛书到底是个是什么样子，严谨

一点来说，并无人知。 

有人云：河图洛书不是那个五行幻方和九宫图吗？谁说的？ 

河图洛书，在先秦西汉的典籍中有其文字记载。易·系辞上》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顾命》说“大玉，夷玉，天球，

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称“子曰：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

矣夫！”；《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

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河出图，出的是个什么图？洛出书，出的是

什么书？历史上从无记载。直到唐末五代宋朝的时候，陈抟制作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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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图，龙图三变，被后人附会为河图。实际上，几千年来，尚书洪范

到如今，河图洛书真实面目，并没出现。所以，以现下流传的所谓河

图洛书，去牵强附会到考古，古史，古文字，古文化等研究，得出累

累硕果的人们，即便不说是没文化，也可以算是不严谨。 

我给别人催眠时，曾经让被催眠者在深度催眠状态下，去到第一

个绘制太极图那个人身边。得到的信息是一个道士，在唐末左右，在

地上画着图。催眠所获材料和成果，在科学教流行的当下，是不能当

成证据的，姑且当成趣话聊博一笑吧。 

那么结绳记事的真正原理是什么呢？当然是和绳子有关了。古人

没现代人那么笨，发生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发生一万件事，

就在绳子上打一万个结。不论发生多少事，只需要几根杆子，一些绳

子就足够了。 

用绳子打结记事，首先要确定一个点，就是过去现在已经发生的

时，和人们商量决议判断未来发生的事，怎么去表示。上面也说了，

绳子打的结有阳爻，有阴爻。如果记录已经发生了的事，那么就把绳

子结为叉号，如果记录未来发生的事，那么就可以把绳子结为圆圈。 

这也说明，结绳记事中，采取了阴阳的概念。阴代表静，小，下，

沉，黑，夜，阳代表动，大，上，浮，白，日等。 

数字的打结方式，只能 1，，,,3,4,5,6,7,8,9，10……一个又一

个的单独打结，马虎不得。但是其他信息，则通过类相的原则去处理。 

在秘鲁发现的殷家人，殷地安人大量结绳中，其中有这么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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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根绳子上做了三个大大的结，这个代表未来要动三，就是要出去

三天的意思。 

还有一个日历，上面是二十个大结，下面由几百个小结组成。精

确的表现出了两年内的每一天和节气。节气，结气也。 

秘鲁的结绳，通常只有七个结一起，作为一组，绑在棍子上。结

的方向有上有下，又有五种色彩，真是变化万千，导致砖家们捉急上

火，就是找不出其中的含义。其实砖家们不知道，虽然他们看到的是

七个结，但其实是八个结，还有一个结，在他们心中，代表空，心，

虚，无，零等含义。这样八个结，方向有上下，各分五彩，分布在棍

子的八个方位，每一组结，可以有 20 的的八次方种信息。就这么一

个结，就传达蕴藏了这么巨大的信息量。 

再配合读音，于是神奇的三维（音形意）立体（长宽高）文字--

结绳文字，就此产生。绳结可存，声音不再，只留下了一串串结，记

录着一个个的节，经历着一个个的劫。 

阴阳既有，以不打结或打单数的绳为阳，打双结的为阴。这样最

原始的阴阳符号就出来了。——阳，-  -阴。当然阴阳这两种符号的

起源，不同观点有很多。比如郭沫若在不知道哪个女人的床上钻研时，

发现了阳这个符号，代表男性生殖器，阴这个符号，代表女性生殖器。

这个观点，对于结绳记事的文字信息功能，是个侮辱，但是对于结绳

演化成八卦之后，承载的性命双修功能，却还是有点道理。 

    在结绳的思维基础上，古人创造了八卦。《系辞下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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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八卦思维和符号的诞生，把结绳记事推向成熟。八卦有基本符号，

类相原则，特别是在记载历法方法，更为简单明了。 

五色彩绳的存在，说明五行概念也产生，五色彩绳各分上下，共

有十个，天干产生。五行，天干并和八卦互为辅助，记载信息。我们

把一个大结排成八个方位，称为八个宫。宫里五色彩绳，各分上下，

就是十个干。大家看看这像不像奇门遁甲的原始模型？ 

从理而言，古人的结绳记事，体现了过去现在未来当下一体，万

法皆为一心之理。因而结绳记事既有记载已经发生之事的功能，也有

预测未来之事的功能。这是所谓的内省法，反思法，思考法。 

从象而言，有类相原则，这是所谓的归纳法。 

从数而言，有基本符号，作用关系，之事所谓的推理演绎法。 

著名的假学者杨振宁号称：易经祸害了中国数千年，是因为易经

没有演绎法。真是搞笑，且不说易经的前身结绳文字就已经思维具备，

且不说易经本身的性命双修功能，单人的思维有无数种，演绎法只是

其中之一，有没有演绎法又如何？中华民族就因为缺了所谓的演绎法

就没落了？更何况中华民族并没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