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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傳統術數要進入學術界有兩大任務需要完成：(1)研究：更多學者進行

術數的相關學術研究；(2)教學：更多大學教授開設術數相關的課程。在教學方

面，傳統術數課程大多傳授如何排盤論命，具有學術意義課程極為罕見，且大多

屬於宗教系或是歷史系的課程領域。如何將命理與更多現存的學科進行連結，進

一步成為學術殿堂中的課程，對於命理學的復興與學術化是相當必要的。本文提

出了三種開設命理課程方式：「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命理統計方法學實作

課程」、以及「傳播學與諮商心理學課程」。第一門課「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

主要簡單介紹中華術數的歷史、門派以及各種算法，搭配介紹近年來命理學的實

證研究論文，屬於初階課程或是通識型課程。第二門課「命理統計方法學實作課

程」則仿效社會學科中統計學門的教法，根據「專題式學習」與「問題導向式的

學習」的精神設計課程。第三門課「傳播學與諮商心理學課程」則是融合傳播學、

諮商心理學和傳統術數的連結，前半段介紹傳播理論並且解釋術數近年來復興的

現象；後半段則介紹諮商心理學，並且連結命理師在論命時如何使用心理諮商的

技巧，引導命主回顧自己人生中所發生的事情，進一步認識自我的過程。期許這

三門課程設計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學者教授對於中華傳統術數的元素融入自己

的研究以及教學中，進一步成立學程以及研究學群，最終將命理學引進學術的殿

堂。 

 

關鍵詞：傳統術數、量化、課程設計、心理諮商、傳播學、統計學。 



壹、前言 

中華傳統術數要進入學術界有兩大任務需要完成：(1)研究：更多學者進行

術數的相關學術研究；(2)教學：更多大學教授開設術數相關的課程。在研究方

面，中華術數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歷史學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宗教學等學科，

量化學科目前已經有學者開始起步1。在教學方面，傳統術數課程大多為師徒間

口傳手授，近年來也有各種大堂的術數課程，內容大多是傳授如何排盤論命，具

有學術意義課程極為罕見。清華大學歷史系張永堂老師開設的「中華術數史」是

其中的創舉，在各大學宗教系也有周易相關的課程。然而這些課程大多屬於宗教

系或是歷史系的課程領域。如何將命理與更多現存的學科的連結，進一步成為學

術殿堂中的課程，對於命理學的復興是相當必要的。 

本文提出了三種開設命理課程的方式：「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命理統

計方法學實作課程」、以及「傳播學與諮商心理學課程」。命理學在傳統被認為是

古人對於命運的統計學或是經驗累積，在近年來針對西洋的占星學與命理學也有

許多量化實證的研究論文，因此第一門課「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主要簡單介

紹中華術數的歷史、門派以及各種算法，搭配介紹命理學的實證研究論文，屬於

初階課程或是通識型課程；第二門課「命理統計方法學實作課程」則仿效社會學

科中統計學門的教法，根據「專題式學習」與「問題導向式的學習」的精神設計

課程。第三門課「傳播學與諮商心理學課程」則是融合傳播學以及諮商心理學和

傳統術數的連結，前半段介紹傳播理論並且解釋術數近年來復興的現象；後半段

則介紹諮商心理學，並且連結命理師在論命時如何使用心理諮商的技巧引導命主

回顧自己人生中所發生的事情，進一步認識自我的過程。期許這三門課程設計能

夠拋磚引玉，讓更多學者教授對於中華傳統術數的元素融入自己的研究以及教學

中，進一步成立學程以及研究學群，最終將命理學引進學術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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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 

命理學常被認為是古人對於命運預測的經驗累積，因此是一門能夠「量化」

並且「使用統計學來進行研究」的學問。然而在進行量化的過程中，有兩個基礎

必備知識：(1)對於各種傳統術數一定程度的認識；(2)知道過去對於術數量化研

究的內容。因此本章節提出的課程，目的就是希望學生在修過這門課之後，對於

中華術數的歷史、門派以及各種算法都有初步的了解；同時也閱讀許多當代的命

理學實證研究論文，除了了解科學家進行命理學的量化研究的過程以外，也能夠

激發對於自己有興趣的傳統術數方法進行研究。 

在設計這門課程時，我們參考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泰勒·范德維爾(Tyler 

VanderWeele)教授2在 2015 年冬天開設的「宗教與健康(Religion and health、當期

課號：EPI230)」。Tyler VanderWeele 教授是流行病學以及因果推論的專家，同時

也有許多宗教與健康實證研究的發表3。他在「宗教與健康」這門課定調為

「Research Based Course」並沒有太多理論依據，而是依照近三四十年對於宗教

與健康的相關研究內容以及討論集合而成的課程。這門課的作業以及期末報告是

要求學生閱讀論文後撰寫評論，以及短篇短篇回顧性論文。這門量化命理學實證

課程採用此一形式，將命理學近年來的量化實證研究分成四類成為後半段的課程。

下章節將先回顧「宗教與健康」該門課程內容，接著介紹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

的提案。 

 

一、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宗教與健康」實證課程簡介回顧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Tyler VanderWeele 教授是知名的流行病學以及因果

推論的專家，但同時也專精於「宗教與健康」的流行病學研究，2016 年在哈佛

大學量化社會科學機構(Harvard's 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下創辦

Human Flourishing Program。他在 2015 年冬天首次開設「宗教與健康」此一課程。

該門課為 1.5 學分，總共 16 小時，課堂時間除了最後一節是學生期末報告以外，

其他皆以傳統投影片授課。由於該門課以量化研究為主，因此修課的學生被要求

要修過基礎的統計課程或是流行病學課程。課程目標包括：(1)批判性的分析宗

教與健康研究；(2)討論宗教與健康研究在方法學及測量上的困難；(3)了解宗教

或靈性為重要的健康社會因子(social determinants)；(4)具備能夠設計、執行未來

宗教與健康研究的素養；以及(5)了解該研究與公共衛生的關聯性。 

這門課主要將所有研究宗教健康的科學論文整理、分類成七大主題： 

 

1. 宗教與健康概論：歷史、研究、批評以及最新發展 

 
2
 Tyler VanderWeele 教授的介紹可見其個人網頁：

https://www.hsph.harvard.edu/tyler-vanderweele/  
3
 Tyler VanderWeele 教授在宗教健康的相關文章至截稿日(2022/3/7)已經 29 篇，可見其著作目錄

中” Religion and Health”相關欄位(https://content.sph.harvard.edu/tvanderw/substantive.html)。 

https://www.hsph.harvard.edu/tyler-vanderweele/
https://content.sph.harvard.edu/tvanderw/substantive.html


2. 宗教與健康研究的測量議題 

3. 宗教與心理健康 

4. 宗教與健康研究的方法學議題 

5. 美德與健康：寬恕與感恩 

6. 宗教與靈性在臨終關懷的應用 

7. 宗教社群與健康 

 

課程作業需要在上課之前閱讀一篇與課程相關最關鍵的論文，並在上課開始

前繳交該論文兩頁以上的閱讀報告，其中包括(1)半頁以內的論文摘要，(2)該論

文要處理的概念或是方法學上的問題、(3)該論文結果對於公共衛生上有何貢獻、

(4)自己對該篇文章的批評或是個人觀點。期末報告需要繳交書面短篇論文，型

式為回顧型研究(統整過去所有相關文獻)，主題不限，不過必須與下列題目有關： 

 

1. 宗教與特定健康或疾病的關係，例如：心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 

2. 其他非基督教宗教與健康的關係 

3. 宗教社群與公共衛生機構之間合作與衝突的個案研究(非回顧性研究) 

4. 特定的美德(virtue)與健康 

5. 特定種族的宗教參與與健康 

 

論文內容必須涵蓋以下四點： 

 

1. 目前文獻對該主題的現況 

2. 目前已知的結果，該結果是被何種研究得知、以及該研究的證據為何 

3. 目前研究是否有任何測量以及方法學上的缺點可以改進 

4. 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提案 

 

除了書面報告以外，學生被要求要在課堂上進行 15-20 分鐘的口頭報告。 

 

二、「命理量化實證研究」課程設計 

這門課的課程目標有五：(1)對於各種傳統術數的歷史、流派、以及算法有

一定程度的認識；(2)對於這些術數能夠預測的事物能夠使用現代學科的定義以

及相關測量工具進行量測；(3)理解並批判性的分析過去對於術數量化研究；(4)

具備能夠設計、執行「命理量化實證研究」的素養；(5)了解該研究對於台灣社

會以及日常生活的影響。因此我們將課程規劃為兩個部分以及作業來完成以上諸

多目標。 

第一部分課程有系統地介紹所有的中華傳統術數，包括歷史、流派、簡單的

算法、以及這些術數能夠預測的事物。同時在課堂上在介紹術數時會特別強調兩

件事情：(1)該門術數與日常生活或生命經驗有什麼關係? 舉例來說，子平八字傳



統上常用來作為新生兒取名時參考：例如命中八字五行缺少的部分會在姓名學加

上不同的部首來增補，或在結婚前「合八字」來判斷是否適合結婚，或是用來擇

日；(2)該門術數能夠預測的事物：例如八字或紫微斗數比較適合推算大方向的

走勢，而易經則較適合推算單一事件。前者能夠讓大家知道術數量化與學科化的

重要性，因為會影響到人的一生決策，後者則是讓學生有概念應該要如何進行研

究。 

第二部分的課程開始介紹術數量化發展的最新論文，目前根據現有常見的文

獻可以分成三大主題：(1)術數的使用與社會影響；(2)術數信仰的測量與人格特

質；(3) 術數的信度與效度。這三大主題介紹目前對於術數量化研究。這些主題

相關的論文如參考期刊論文所示。 

課堂作業分成三次報告，針對每個主題挑選一篇論文撰寫 critique, 內容需

包含以下四點：(1)半頁以內的論文摘要，(2)該論文要處理的概念或是方法學上

的問題、(3)該論文結果對於術數客觀準確性有何貢獻、或是對於術數的發展有

什麼樣的貢獻(4)自己對該篇文章的批評或是個人觀點。 

期末作業則可以從第二部分的三個主題挑選文獻來撰寫。同時報告也必須涵

蓋以下四個部分：(1.) 目前文獻對該主題的現況；(2.) 目前已知的結果，該結果

是被何種研究得知、以及該研究的證據為何；(3.) 目前研究是否有任何測量以及

方法學上的缺點可以改建；(4.)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提案。除了書面報告以外，

學生被要求要在課堂上進行15-20分鐘的口頭報告。以及把書面報告撰寫成文章，

發表在社群媒體，或是報章雜誌。 

 

 

 

  



三、課程設計範例 

 

課名：中華傳統術數變遷、量化研究與當代社會 

學分數： 3 

必/選修：選修 

課程要求：無，開放全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各年級同學選修 

評量方式：課堂參與(20%)；期中作業(40%)；期末報告(40%)。 

 

課程進度 

 

週

次 

單元主題 

1 課程介紹 

2 中華傳統術數簡介：歷史與流派 

3 數字與命運：周易、卜卦 

4 出生時間與命運：紫微斗數、子平八字 

5 生理表徵與命運：面相學、手相學 

6 姓名學 

7 堪輿學(1) 

8 堪輿學(2) 

9 術數量化研究方法概論：測量、信度與效度 

10 術數的使用與社會影響(1) 

11 術數的使用與社會影響(2) 

12 術數信仰的測量與人格特質(1) 

13 術數信仰的測量與人格特質(2) 

14 術數的信度與效度(1) 

15 術數的信度與效度(2) 

16 期末報告 

17 期末報告 

18 課程回饋、期末課程回顧、期末成績公布與協調 

 

 

 

 

  



參、使用統計方法學進行命理實證研究的實作課程 

一、設計理念 

本次實作課程主要目標是讓同學熟悉進行術數量化研究的統計知識與技術，

以及論文撰寫的能力。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本課程分為教學和實作；其中教學分

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教導常見的統計方法以及問卷設計，第二部分則是學習實證

研究的論文撰寫格式與技巧。實作部分則是在整個學期執行一個命理實證研究。 

這門課程主要是以方法學的學習以及計畫實作為主，並沒有時間讓同學了解

各種術數以及介紹先前的術數量化研究。因此在實務上可以和上節介紹的「命理

量化實證研究」搭配：在上一門了解常見的各種術數算法，並且知道目前的文獻

研究做到哪裡。在這門課程則可以挑選一門喜歡的算命方法，設計一個該算法準

確度的研究進行之。 

課程內容安排為一學期 18 週的課程中，教學將採用專題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與問題導向式的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方式

進行。PBL 最早於 1970 年代於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中實行，並由多門醫學院課

程開始拓展到其他學科教學，例如，哈佛大學醫學院於 1985 年推出 New Pathway

醫學教育改革。該學院發現，過往醫學院的學生主要使用記憶背誦方式學習醫學

知識。然而，依靠此方法學習的學生較無法在醫療現場中即時做出正確的操作判

斷，因此利用問題導向式學習，藉此提升學生實質操作醫療程序能力。其教學成

效發現，使用問題導向式的學習能夠顯著提升學生這方面的學習能力。問題導向

式的學習涉及學習者針對現實世界的觀察並發現自身知識層面的不足，因此提出

個人化的學習目標，並且將自我知識斷層進行拆解，步驟性地尋找逐一解決，最

終達成個人所設定之學習目標 (Wu & Nian, 2021)。其中問題導向式的學習過程包

含以下步驟：（一）呈現「結構不良」的問題、（二）問題定義或表述（問題陳述）

（三）生成「知識清單」、（四）生成可能的解決方案、（五）為自主學習和輔導

學習制定學習問題、以及（六）分享發現和解決方案 (Hmelo-Silver, 2004)。不過

完整走過以上六個步驟並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消弭知識斷層，因此可能需要再不

斷重複步驟二到步驟五，適性調整學習策略，並通過步驟六評估學習成果能否有

效解決問題，以逐步實現個人學習目標(Wu & Nian, 2021)。 

問題導向式的學習專注於一個開放式問題或任務，教學者在知識的建構過程

中擔任輔助者的角色，雖然提供內容和技能的真實應用，但是主要強調學生的獨

立性和探究能力，因此課堂活動時間比傳統課程或作業的時間所花費更長、內容

也更多元化。由於問題導向的學習面向很多元，學生會從不同角度進行探索，因

此可能沒有制式化的計分標準，但教學者仍然可以藉由使用學習分析進行記錄，

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問題導向式的學習目標可以歸納為：（一）主動

積極地去探索生活中及學科上的問題、（二）有彈性地整合自身過往經驗與先備

知識有效地解決問題、（三）使用自我規範學習技巧、調整學習策略，有效地朝

明確的目標邁進、（四）持續評估衡量學習成果，判斷其與學習目標的差距，再



調整學習策略，或是成功提出問題解決方案，消除知識斷層，達成自我學習目標、

（五）整理、分析學習成果，並與他人分享所學。 

根據上述的問題導向式的學習目標，本次課程的目標為讓修課學生一邊學習

分析方法時，一邊主動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術數種類，並探索出有興趣的命理研究

問題，依據研究問題來驗證該研究假說、不斷調整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期望讓

學生建立具備應用統計與數據分析高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創新。 

預計課程第八周時完成統計教學課程，第十周開始進行期中報告，報告內容

將要求學生提出研究計畫，獲得授課教師核准通過後。接下來讓學生主動建構及

進行研究過程，包括資料收集，資料分析，以及研究報告的撰寫。課程則融入寫

作課程，教導學生常見的論文撰寫格式以及技巧，讓學生能夠使用科學常用的格

式將自己的研究報告用專業的期刊格式寫成一篇短版的研究結果；將收集到的資

料進行數據分析概念並與統計技巧融合，促使學生自然型塑自身統計學習，養成

其數據分析素養。修這門課的學生，不但能夠學習到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的技巧，

還能夠藉此學習 IMRD(Introduction-Method-Result-Discussion，為最常見的實證研

究論文格式)格式的論文寫作方法。最重要的，是能夠培養學生對於命理學(甚至

以後在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樣的「都市傳說」)都能夠用否證的觀念提出質疑，型

塑成可驗證的科學問題，設計實驗加以驗證。如此培養學生對傳統相信的事物提

出批判性的觀念，是增進國人獨立思考判斷力的重要訓練。 

 

  



二、命理統計方法學實作課程範例 

 

課程名稱：術數量化實證研究方法 

學分數： 3 

必/選修：選修 

課程要求：無，開放全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各年級同學選修，建議修過「中華傳統

術數變遷、量化研究與當代社會」 

評量方式：課堂參與(20%)；期中考試(40%)；期末報告(40%)。 

 

課程進度 

週

次 

單元主題 

1 課程介紹 

2 研究設計 

3 問卷設計 

4 相關性分析(1)：t-test、ANOVA 

5 相關性分析(2)：卡方檢定 

6 相關性分析(3)：線性回歸分析、相關係數、羅輯斯回歸 

7 效度分析：敏感度、特異度、PPV、NPV、ROC曲線與 AUC 

8 信度分析：各種信度介紹、Kappa統計量、因素分析。 

9 期中考試(筆試) 

10 專題計劃書報告(1) 

11 專題計劃書報告(2) 

12 實證研究論文撰寫；IMRD格式簡介 

13 方法撰寫、結果撰寫 

14 討論撰寫 

15 前言撰寫與 G-S格式簡介、摘要撰寫 

16 期末報告(1) 

17 期末報告(2) 

18 課程回饋、期末課程回顧、期末成績公布與協調 

 

 

 

 

 

 

  



肆、傳統術數、諮商心理學與傳播學課程 

一、傳統術數與諮商心理學 

命理學除了被稱作古代的統計學以外，同時也被認為和「心理學」有很密切

的關係。心理學家榮格(1962)曾表示「命理學代表古代的心理知識(Perry, 2016)4」。

幾乎所有的術數流派都認為「個性決定命運」，人的吉凶禍福命格都會和個性或

人格有關係，在心理學研究中也支持人格特質是幸福感的一項重要因素

(Górnik-Durose, 2020)。而傳統命理量化研究中，出生時辰是否能夠較準確的預測

人格也往往都是研究的主要目標。其次，由於「個性決定命運」的關係，命理學

的理論在在預測性格、行為、以及命運三者往往有很強的關聯性；這個關聯性對

照到心理學中「人格」、「認知行為」等諸多心理學派之間的異同論證。例如在

Andersson et al. (2022)研究中發現，大五人格中的開放性(Openness)和親和性

(Agreeableness)命理學的信念(Belief in Astrology)有顯著低正相關。 

過去研究占星、算命、占卜或術數等技術對於如何改變人類行為，可歸論於

心理學內常討論的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又稱為自我實現預言、或稱自

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Rosenthal, 1987)。舉例來說，當教師對學生有正向

的期待時，學生將會內化此類正向期待，並且做出與期望相符的表現與行為

(Jussim & Harber, 2005)。依據這個觀點，個人在經歷術數方法過程中，將得到與

自我相關的與預期論證，可能人格的描述、對於未來運勢的預測或如何透過改變

現在的行為而對未來有正向影響的建議，皆可視為一項暗示(suggestion)的傳達。

以此類比，我們認為術數可以藉此改變個人的認知行為與態度。過去研究相關結

果指出，當人們得知屬於自我相關的星座運勢後，會影響個人的自覺觀感、認知

表現與創造力(Clobert et al., 2016)，以及自我認知人格(Van Rooij, 1994)；人們在

收到屬於自己的十二黃道占星敘述時，會傾向表現出符合敘述的人格行為

(Fichten & Sunerton, 1983)。 

在命理學中，講究命理師與命主之間的諮商關係(Mayer, 2020)。因此在協助

人類因應、面對發展階段的不同變化、抉擇與挑戰上，命理師的角色或與「諮商

心理師」相似。命主往往是遇到人生上的難題或是重大決策之前，會尋求論命或

是使用術數方法；而論命的過程中，尤其是紫微斗數或是四柱推命，命理師也會

由不同的宮位的星象來引導命主回顧過去生命中發生的事情，包括求學、就職、

收入、親緣關係與親密關係等，並且在回答選擇的過程中，加諸命理背後的人生

觀與價值觀，從而引導命主認識自己，得以從更宏觀的心態面對未知，從有限的

生命中活出無限的價值。而諮商心理學則是透過專業人士與個案討論個人心理的

問題並適時提出具理論與實證價值之建議。在過程中，諮商心理師不單要協助個

案解決問題，更多的是要協助個案對自己有更深層的了解，作出不同程度的改變

以應對其所面臨的問題(Kabir, 2017)。過去很多人都認為有重大情緒疾病的人才

 
4
 Jung (1962) once said "astrology represents the summ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of 

antiquity" (p. 142) 



需要接受諮商，然而事實上諮商能夠觸及的範圍非常廣，除了大眾比較熟悉的身

心科疾病議題外，其他議題大至生涯、婚姻，小至情緒管理、人際關係、自信等

等需求，都可以進入諮商關係中討論(Seber, 2013)。因此中華傳統術數或許可以

被視為亞洲地區發展的諮商心理學，因為兩者對是命主/個案把自己目前感到困

擾的議題帶進來討論，希望能夠在討論過程中找到出口。加上兩種方法都會希望

是命主/個案自己進行改變或調整來改善開題，因此兩者於此關聯上頗具推衍可

能。其中如果能夠加以融合，將可以發展較適合華人社會與文化特色的諮商心理

工具，而相對應的線上排盤軟體也可以成為重要的決策輔助工具。在「傳統術數

與心理諮商」主題中，將會介紹以下幾個主題：(1)人格、鑑衡方式、以及與術

數中「命格」的關聯性；(2)認知行為理論以及術數中「性格與命運」的對照；(3)

認識自我與自我覺察；(4)科技接受模型(TAM)與術數的接受程度。 

 

二、傳統術數與傳播學 

傳播學是研究社會資訊的傳遞或社會資訊系統運行的學科，主要研究各種訊

息的傳播模式、訊息傳播理論，傳播媒介、議題設定、以及受聽人之間的交互作

用。命理學近年來復興的趨勢，與傳播行銷上的成功有很大的關係。命理師的形

象重新包裝、傳統媒體談話節目的推波助瀾、重大事件(例如選舉)時刻諸多「國

師」的預測，新媒體的興起讓傳統命理師能使用自己的平台行銷…等等。同時術

數本身的特質也值得傳播學研究：術數相關訊息的傳播相較於科學結果快速很多，

許多流言或是假消息也很容易使用術數作為載體傳播出去；如何了解這些未經證

實的流言訊息的形成與傳播模式，並且如同面對「假新聞」一樣正確的判讀相關

的資訊，是高等教育需要培養的重要素養，也是將傳統術數去蕪存菁的重要關鍵。

因此在「傳統術數與傳播」課程主題中，預計使用中華傳統術數作為主體來介紹

傳播學理論以及對於術數復興的影響；在期末報告，也會著重在以上「流言的傳

播」以及「新聞訊息的判讀」兩件核心能力設計：(1)請修課學生分析新聞上和

中華傳統術數有關的報導進行分析與評論；(2)經營社群媒體，轉貼不同類型的

術數訊息，並且研究其傳播的模式。 

  



三、課程設計範例 

 

課名：傳統術數的諮商心理與傳播 

學分數： 3 

必/選修：選修 

課程要求：無，開放全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各年級同學選修，建議修過「中華傳統

術數變遷、量化研究與當代社會」 

評量方式：期中報告(40%)；期末報告(60%)。 

 

課程進度 

 

週

次 

單元主題 

1 課程介紹 

2 心理學簡介 

3 人格理論與常見人格量表 

4 傳統術數中的人格 

5 認知行為理論 

6 認識自我與自我覺察、巴南效應與比馬龍效應 

7 諮商心理學、諮商關係與論命流程 

8 科技接受模型 

9 期中報告(諮商心理學部分) 

10 傳播學簡介 

11 傳統術數的傳播模式 

12 傳統術數的傳播媒介、受聽人 

13 傳統術數與新聞判讀 

14 期末專題(1)：術數相關新聞閱讀評論 

15 期末專題(2)：術數與訊息傳播模式 

16 期末報告 

17 期末報告 

18 課程回饋、期末課程回顧、期末成績公布與協調 

 

 

 

 

  



伍、結語 

命理學傳統最常被當成歷史學或宗教民俗學的題目來研究。然而歷史學主要

著重在術數的發展史、和當時科技、社會、以及宗教之間的關係。想要讓整個術

數界更加擴大，和更多學科做結合是十分必要的。中華術數被世人稱為古代的「統

計學」，事實上，推命的本質和統計預測模型並無二致，因此結合當代統計模型

進行量化研究是必然之舉。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設計的兩門量化統計課程目的便是

讓學生修畢後具備執行術數實證統計研究的素養，包括對術數的基本了解、並能

夠用現代學科語言來描繪術數在預測命運的功能、以及批判性閱讀術數量化研究

的能力。同時也具備量化研究基本的統計分析方法、進一步執行術數量化研究並

且撰寫科學論文。 

命理除了「算的準」以外，更大的功用是幫助每個人能夠更了解自己，覺察

自己，進而由術數的哲理中體悟到更高層的人生智慧，在有限壽命中開創無限的

生命。這也是命理師的重大使命，也是中華傳統術數和「心理學」與諮商心理師

可以互通互補的地方。此外近年來的傳統術數復興，與傳播、行銷的成功有極大

關聯；從傳播學的角度理解術數不但可以讓正宗的術數能夠發揚光大，對於假訊

息的辯證也是國民應有的素養。第四章介紹的兩門課的構想便是希望用以上的角

度讓傳統術數連結到心理學以及傳播學兩個學門。 

所有學門的成立不是一蹴可幾的，期待本文提出的三門課程能有拋磚引玉之

效，增加中華傳統術數和其他學門的連結，進行學術合作以及開設課程，進而將

所有與術數相關的課程串成一個學程，再搭配一直有學術研究發表在國際期刊；

若能如此，傳統術數成為具有規模學門的光景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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