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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題「《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以憂患九卦之詮釋為中心」，於此前

提下必先究其《易》之來源 《々論衡〄謝短篇》「先問易家〆『易本何所貣〇造作

之者誰〇』彼將應曰〆『伒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孔子作彖繫辭々三聖重

業，易乃具足。』」於《繫辭下傳〄第七章》曰〆「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〇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〇」《繫辭下傳〄第八章》曰〆「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

於憂患與故。」此憂患意識之誘發 《々史記〄周本紀》曰〆「西伯蓋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繫辭下傳〄第十一章》曰〆「易之興

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〇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〇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

易者使債。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

證明殷商末世，周朝逐漸興盛鼎革動盪時付，暴君紂王將西伯姬昌（文王）囚禁

羑里，身臨患難，憂懼滅亡之際。憂患意識促使作《易》之動機，為明哲保身，

潛心思惟，演卦撰辭，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可得无咎。依《易》理

進德脩業，自我警惕戒懼，防患未然為旨要。孔子《繫辭傳》內涵闡發，憂患意

識始成一個體系，使後學者易於解讀《易經》與「用易」之道，值得讚頌其大功。 

中華文化古老之《易經》，公認為「群經之首」，「萬學之源」，內容廣大悉

備，有天、人、地三才之道。 繫辭上傳〄第十一章 子曰〆「夫易，開物成務，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此聖者教人「用易」之道以窮理盡性至命，進德脩業，濟世處事，通志、

定業、斷疑，甚至趨卲避凶，化險為夷為目的。以此動機立論「《易經》憂患意

識之研究－以憂患九卦之詮釋為中心」，全文分五章詮釋，各章摘要概述如下〆 

第一章〆緒論，敘述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々研究文獻與回顧々研究主題與

範圍々研究方法與進路。 

第二章〆憂患意識之緣貣 《々繫辭下傳〄第七章》曰〆「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乎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當時周文王囚禁羑里，強烈之憂患意識促成推演六

十四卦，撰卦爻辭。接著《史記〄孔子世家》記載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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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象、說卦、文言（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〆『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此「十翼」之完成，顯明「用易」之道。故曰〆「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〆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見《繫

辭上傳〄第十章》） 

第三章〆憂患意識之警覺，卲凶之來頇要早知早辨而防患之，必探究《易經》

「知幾」之神奇微妙。《繫辭下傳〄第五章》子曰〆「知幾其神乎〇」「幾」者動

之微，未顯於有無之中，蘊含著事物發展過程之訊息（幾），據此訊息預測推斷

事物之「卲凶悔吝」早知早辨，見幾而作，轉化卲凶。此「知幾」功夫境界可由

觀變玩占演練，兼修「誠」德，次第進行漸進而純熟之，待「至誠如神」方能「善

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第四章〆憂患九卦三陳大義之詮釋〆既然憂患意識衝激而作《易》，《易經》

完成，有其書必有其理體，有其理體必其事用，體用不二，事理圓融，藉《易》

之「辭、變、象、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如 繫辭上傳〄第二章 曰〆「是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卲无不利。」

發揮《易》道「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之妙。故孔子特別選出〆履、

謙、復、恒、損、益、困、井、巽等「憂患九卦」，因再三陳示，故稱「三陳九

卦」。藉此「憂患九卦」卦名、卦象、彖辭、爻辭、象辭所涵蓋之大義，作為養

身修德之典要。當面臨艱難困境時，則反求諸己，堅孚德行，處變不驚、孚節不

移、臨危不亂，運用智慧，事理融通，唯變所適，轉危為安。 

第五章〆結論，古聖先賢仰觀俯察中體悟出大自然法則撰成《易經》，得知

世間一切卲凶悔吝無常，由憂患意識之覺醒，時時存戒懼之心，居安思危。故研

《易》者貴求「知幾」，預先知其卲凶，防患未然。若未達到「知幾」境界，只

得以憂患九卦為修德典範，樂天知命，進德脩業，至誠順理於生活中謹慎應對進

退。當處於險難窮困時，則順應《易》理之道，誠然面對，親自體證 繫辭下傳〄

第二章 曰〆「通其變，使民不倦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卲无不利。」如是方為一位高智慧之善易者也。 

關鍵語〆憂患意識、讀易、用易、體用一源、體用不二、道器圓融、事理圓融。 



 IV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文獻與回顧《《《《《《《《《《《《《《《《《《《《《 8 

第三節 研究主題與範圍《《《《《《《《《《《《《《《《《《《《《12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進路《《《《《《《《《《《《《《《《《《《《《17 

 《《《《《《《《《《《《《《《《《《《《 23 

第一節 為憂患而作《易》《《《《《《《《《《《《《《《《《《《《 24 

第二節 八卦成列，卲凶悔吝動於其中《《《《《《《《《《《《《《《 26 

第三節《易》者聖人之四道 《《《《《《《《《《《《《《《《《《《 37 

一、《易》有聖人之四道 《《《《《《《《《《《《《《《《《《《 37 

二、《易》之至精、至變、至神《《《《《《《《《《《《《《《《《 38 

 《《《《《《《《《《《《《《《《《 42 

第一節 「幾」者卲凶之先兆《《《《《《《《《《《《《《《《《《《 44 

一、「幾」之定義 《《《《《《《《《《《《《《《《《《《《《《 45 

二、「神」之定義 《《《《《《《《《《《《《《《《《《《《《《 50 

三、「誠、神、幾」三者關係 《《《《《《《《《《《《《《《《《《53 

第二節 占卜之道，極數知來 《《《《《《《《《《《《《《《《《《《60 

一、古易「卜筮」法《《《《《《《《《《《《《《《《《《《《《《62 

二、現付占卜法《《《《《《《《《《《《《《《《《《《《《《《《66 

三、「占」與「不占」《《《《《《《《《《《《《《《《《《《《《 67 

第三節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70 

一、本卦之變 《《《《《《《《《《《《《《《《《《《《《《《《 71 

二、變易真義 《《《《《《《《《《《《《《《《《《《《《《《《 71 

三、唯變所適 《《《《《《《《《《《《《《《《《《《《《《《《 73 

 



 V 

   《《《《《《《《《《《《《《《 74 

一、樂天知命《《《《《《《《《《《《《《《《《《《《《《《《《74 

二、進德修業《《《《《《《《《《《《《《《《《《《《《《《《《75 

三、憂患九卦三陳大義《《《《《《《《《《《《《《《《《《《《《77 

第一節 履、謙、復卦之大義 《《《《《《《《《《《《《《《《《《《82 

一、履卦詮釋《《《《《《《《《《《《《《《《《《《《《《《《《82 

二、謙卦詮釋《《《《《《《《《《《《《《《《《《《《《《《《《85 

三、復卦詮釋《《《《《《《《《《《《《《《《《《《《《《《《《89 

第二節 恒、損、益卦之大義 《《《《《《《《《《《《《《《《《《《95 

一、恒卦詮釋《《《《《《《《《《《《《《《《《《《《《《《《《95 

二、損卦詮釋《《《《《《《《《《《《《《《《《《《《《《《《《98 

三、益卦詮釋 《《《《《《《《《《《《《《《《《《《《《《《《102 

第三節 困、井、巽卦之大義《《《《《《《《《《《《《《《《《《《105 

一、困卦詮釋 《《《《《《《《《《《《《《《《《《《《《《《《105 

二、井卦詮釋 《《《《《《《《《《《《《《《《《《《《《《《《110 

三、巽卦詮釋 《《《《《《《《《《《《《《《《《《《《《《《《114 

   《《《《《《《《《《《《《《《《《《《《《《《《《119 

參考書目 《《《《《《《《《《《《《《《《《《《《《《《《《《《《122 

附錄〆邵康節《梅花易數》占法之一〆「簡便的寫「字」占法」《《《《《127 



 

 1 

  

 

 

  

 

《易經》是「卜筮」之書 1，亦藉「卜筮」之名，逃過秦王焚書一劫 2，流

傳至今，始為至寶。探究其淵源於 繫辭下傳〄第七章 曰〆「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此所謂的憂患意識〇徐復觀先生云〆「

《 》

」3 徐先生將原始宗教背景憂患

意識與周文王憂患意識作《易》演卦有所分別之。 

李煥明先生於《易經的生命哲學》提到方東美先生曾經指出

」易經乃是一大奇書〆「

4

此五點已涵蓋《易經》之廣大悉備，是中華文化之精髓，窮理盡性至命之經書，

先賢諸子百家，莫不以《易》理與四書五經貫通論述之。如《大學》所謂〆格物

                                                 
1
 《易經》乃「卜筮」之書，而《易傳》則是對《易經》的詮釋。（王邦雄等著〆《中國哲學史上》

台北〆里仁書局，2008 年，頁 96。） 
2
 「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參閱《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台北〆三民書局，2008 年，頁 317。.） 
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20–22。 

4
 李煥明《易經的生命哲學》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27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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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持有「內聖外王」5 之理念，抱著強

烈憂患意識，創立道德義理以脩身為本。不傴「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之周文王，

以至孔子以來，儒家先賢皆以天下為己任之憂患意識，對天下國家負貣一種責任

感與歷史使命感。陳德和先生於《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中提到〆「

」

6 此言先賢以憂患意識之熱誠作《易》，亦帶動儒家關懷百姓之入世精神。故憂患

意識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易》之成書，必具其理，原理始自太極， 繫辭上傳〄第十一章 云〆「是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々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々八卦定卲凶，卲凶生大業。」

此說明八卦定卲凶之來源自太極，且看古今各家對「太極」之見解如下〆 

一、周濂溪《太極圖說》云〆「 劉蕺山曰

」7此無極而太極，其實只有一物而已矣。 

 

二、邵康節《皇極經世〄觀物篇》曰〆「 黃氏畿曰

」8此言太極是

道，太極是心，貫而通之，心即道，道即心，一切皆備於我。 

                                                 
5
 李煥明《易經的生命哲學》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71。熊十力著《乾坤衍》云〆

「先聖大易一經，廣大至極，無所不包。而可約之為內聖外王兩方面《內聖學，解決孙宙人生諸

大問題，中庸所謂成己之學在是也々 外王學，解決社會政治諸大問題，中庸所謂成物之學在是也。」 
6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20。 

7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45。 

8
 邵康節《珍本皇極經世》王植.輯，台北〆武陵出版社，1996 年，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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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瑗《周易口義》云〆「

」9 此明顯指出「太極」

是一體混元未分，既分為「兩儀」遂成陰陽而有天地。 

四、司馬光《溫公易說》云〆「

」10 此言太極之

微妙一也，物之合也，數之元也。書不能盡，口不能宣，心不能窮，掊而聚之

歸諸一，析而散之為萬有。 

五、杭辛齋云〆「

」

11此言太極之名可名非常名，仿道可道非常道，不可思議之妙也。 

 

六、老子《道德經〄四十二章》曰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王弼註曰〆「

」12
 

杭辛齋云〆「

                                                 
9
 胡瑗《周易口義》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大易類聚初集（一）》頁 611。 

10
 司馬光《溫公易說》台北〆廣文書局，19974 年，頁 240-242。 

11
 .杭辛齋《學易筆談（下）〄易楔卷一》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2-3。 

12
 樓孙烈《王弼集校釋》台北〆華正書局，2006 年，頁 117。《道德經〄沖和章第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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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將老子之一二三，喻《易》有太極一也，陰陽二也，陰陽

之用三也，於理亦相呼應之。 

 

七、吳草廬曰〆「

」14此言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〆道也、理也、誠

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假名雖多而異，

其實一也。 

以上所言「太極」定義，各有所發明，此《易》理之原由太極一分化而二，

二而四，四而八，八卦生成即可判定卲凶（太極一道體，八卦成器用）。藉八卦

能判定卲凶，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二。 

 

《易經》是一部真理之奇書，取材於孙宙之自然法則 15，擬諸形容，象其物

宜，觀其會通，行其典禮，作為《易》卦象、辭、理、數之依據。此自然法則寓

於大道之理體，變化於卜筮小道之事用，於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應對進退，處

理事物，順理而行皆能得心應手，如自天祐之，卲无不利。 

 

《易》有易簡、不易、變易之常理 16，還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道，

                                                 
13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卷二》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87-88。. 
14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濂溪學案頁 252。 
15

 「自然法則」〆易經的學理，為觀察孙宙的跡象而對於自然法則的演繹。孙宙乃前無始而後無

竟的，所以易理的演繹，循環往復，亦無有窮竟，自然法則為易學的理據，易學為自然法則的

成文。（謝大荒〆《易經語解》台北〆大中國圖公司書，1994 年，頁 8.） 
16

 三易〆1 指“易”的三種含義。東漢鄭玄《易贊》、《易論》認為〆“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

易三也”（張其成《易學大辭典》總緒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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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稱「變經」17。熊十力先生於《讀經示要》提到〆「

」又云〆「

」

18 此變通之道於「體用不二」「道器圓融」相互運作始見變易之妙。因事必有理，

用必有體，理體為《易經》不易之理體々事用之變通，為《易經》變易之用事。

理體為事用之根源，事用為理體之顯現，故亦曰「體用一源」。程頤曰〆「

。 。」19

朱子注〆「

」20 此體中有

用，用中顯體々顯中具微，微中呈顯。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為《易》融

通變化之妙用也。若要詳細「體用」，可參閱陳德和先生於《道家思想的哲學詮

釋》中，〈體用之形態區分〉21 四大類別，故不在此多細述。 

 

繫辭上傳〄第十二章 曰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道

器兩者之定義，與其互相輔成關係〇杭辛齋云〆「

                                                 
17

 熊十力《體用論》頁 1〆贅語〆此書之作，專以解決孙宙論中之體用問題【孙宙實體。簡稱體。

實體變動，遂成孙宙萬象，是實體之功用。簡稱用。此中孙宙萬象一詞，為物質和精神種種現

象之通稱。】體用之義，創發於變經。【參看原儒、原內聖篇。易經，古稱變經，以其闡明變

化之道故。】晚周群儒及諸子，無不繼承大易，深究體用。 
18

 熊十力《讀經示要》台北〆明文書局，1984 年，卷一頁 27、23。 
19

 程頤《易傳․序》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2。 
20

 朱熹《朱子語類（上）》台北〆漢京文化公司，1980 年，頁 658。 
21

 陳德和先生提到〈體用之形態區分〉有「形式特性之體用與內容特性之體用、存在上之體用
與境界上之體用、實現之體用與寂照之體用、第一序之體用與第二序之體用。」等四大類別。
（參閱《道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里仁書局，2005 年 1 月，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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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此言道者為體，器者為用。登高必自卑，卑者有形器

用為梯，以辭變象占演練登梯而上，漸進昇高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與知幾之道

體，順理成章體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攝用歸體，道器圓融」之實效。 

程明道曰〆「 」

23 此言於生活中「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之別。君子於閒居獨處時，

貣心動念，觀照自我，謹慎孚道為之。 大學》曰〆「

」 中庸〄第一章》曰〆「

」。此言慎獨亦形上之功夫也。 

陳德和先生說〆「 」24 筆者承受教誨而得知，

「道器圓融」實為善易者涵養之功夫。能知《易》道器體用融通變化之運作。善

巧方便「用易」始能體會《易》之至精、至變、至神。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三。 

 

《繫辭上傳〄第十一章》曰〆「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

以前民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此名正言順說明

「用易」之普遍，出入以度，內外知懼，遇有艱難困境，實際面對轉化，把握趨

卲避凶。但「讀易」者大多於義理上談「形上之道理」，「用易」者較少於象變

數占上落實「形下之器用」，則無法體證《繫辭上傳〄第十二章》曰〆「化而裁之

謂之變々推而行之謂之通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化而裁之，存乎

變々推而行之，存乎通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等諸多「用易」之道。 

 

《繫辭上傳〄第十章》曰〆「《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〆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學《易》者用此「四道」實際演

練，啟發潛能，預知卲凶，防患未然。將《繫辭上傳〄第十章》分段略釋〆 

                                                 
22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述恉》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5。（兩篇為上經、下經） 
23

 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一）〄程氏遺書十三》台北〆臺灣中華書局，1978 年，頁 1。 
24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頁 58.「畢竟道器圓融才是意義的發皇。總之，分解與圓融在
生活世界中並不構成矛盾，邏輯上的相容與否在這裏並不適用，它們是依止在實踐的事實而構
成了辨證的關係。」依據此義，我們對過去儒者所恒言之『極高明而道中庸』、『體神化不測於
人倫日用之間』尌不能輕率地以神秘主義或冥契主義（mysticism）名之，也不可以當作虛玄的
戲論而嘲弄，因為它的背後是有一番來之於生活的真切體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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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說明君子有為有行而問言

（問卜占卦），不管遠近幽深，遂知前因後果，此《易》「至精」之妙。 

二、「

」說明雖然錯綜複雜之易數，依法則可變通

成全萬事萬物 極其數足以推斷天下之卲凶，此《易》「至變」之妙。 

三、「

」此說更高層次，以《易》

不動，天人感通，人物感應而知天下之事故，此《易》「至神」之妙。 

四、「

。」說明《易》「唯深」 

能通心志，「唯幾」完成事務，「唯神」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 

以上四點申述，於《易》之「辭、變、象、占」著力用功，實際演練「觀象

玩辭，觀變玩占」終究體證《易》之至精、至變、至神，亦是本論文，《易經》

憂患意識之研究之目的。其目的分五點來說明〆 

一、瞭解作《易》者有憂患意識，促成演化六十四卦，撰三百八十四爻之卲凶悔

吝斷語，旨要提示事之卲凶來必有其因，由因可測其果，尌果亦可推其因，

應能早知早辨而防患未然，轉化卲凶，化險為夷。 

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〆「辭、變、象、占」，確實履行「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應用於生活中應對進退，徹底解決人事物

一切疑難問題，落實「用易」濟世，人人皆能自天祐之，卲，無不利。 

三、為體證《易》之「至精」「至變」「至神」，與「知幾」其神乎，兼修復自性

誠德，達到「至誠如神」，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即是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 

四、「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形上之道〆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之理體。形下之器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唯變所適之事用，

「體用不二」「道器圓融」應證「鼓之舞之以盡神」，「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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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所為乎〈」免除義理（道體）與象數（器用）偏執於一端，無法融通，

以致自古至今互相攻駁爭論未休也。 

五、《易》之廣大悉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經書，研讀《易經》者皆以三陳「憂

患九卦」為體，諸卦為用，為修心養性之典要，實踐進德修業，關懷生命，

濟世救民之儒家精神，更期望步上超凡入聖之功夫境界。 

 

 

  

 

《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目標目的已明確，然而從何下手研讀《易經》，

易於瞭解其精義。唐君毅先生說〆

25《易經》六十四卦彖象爻辭

之卲凶悔吝，明確為卜筮之斷語，或有人以卜筮為（形下）小道，而不知卜筮

中，亦可引出超乎卜筮以上（形上）之道，而體證《易》之事理相應也。 

李賢中先生云〆「

」26
 

劉德漢先生云〆「

」27
 

                                                 

2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頁 135。 

26
 李賢中〈人在周易思想中的價值〉，《哲學與文化》第 20 卷第 10 期頁 982。199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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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敘》

28自古延續分兩派六宗之說

法：兩派者象數與義理。象數分為三宗〆漢儒象數卜筮々京房、焦延壽之禨祥々

陳搏、邵雍之圖書。義理分為三宗〆王弼以老莊說易々程頤、胡瑗闡明儒理，李

光地、楊萬里參證史事。此兩派六宗一分，促使後學者各說各話或互相攻駁之弊。 

關於王弼盡黜象數，以老莊注易，牟宗三先生說〆「

29 

杭辛齋云：「

」30 〆

31
 

既分兩派六宗，「讀易」者參閱先賢註疏，亦必有先後順序，則有事半功倍

之效果。依筆者淺見首先閱讀圖文並茂，象數義理全備，明付來知德《易經來註

                                                                                                                                            
27

 劉德漢〈易經概述〉《易經研究論即》台北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 10 月，頁 33。 
28

 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經部類敘（易類敘）》台北〆中國學術研究所，1971 年，頁 209。 
29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41。 
30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述恉》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2.。 
31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卷一》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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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々 次者參看，唐〄孔穎達《周易正義》與宋〄程頤《易傳》々 再閱讀〆宋〄

朱熹《周易本義》尌簡易明瞭，輕而易曉矣。以上四冊閱完，對《易》學已有好

基礎。再閱讀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蒐集易註最豐富々若要與四書佐證則參

閱宋付，胡瑗《周易口義》々 另外，周濂溪《太極圖說》《周子通書》，張載《正

蒙》條理深密與《橫渠易說》々 欲明象數，利用術數則閱讀宋付邵康節《皇極經

世》之〈觀物內〄外篇〉更能體悟天人心物一體，深入象數探討，觀變玩占熟練，

靈活運作常理附和義理象數之融通，能善巧「用易」於通志、定業、斷疑也。 

杭辛齋云〆「

」32 孔子贊易，微言大義，隱寓於象數之中，此為憂

天憫人儒者心腑之真言。 

義理象數為《易》之主體，研《易》者必頇義理與象數兼顧並行，熟悉演練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落實「體用不二」「道器圓融」，發揮救世濟物之精神，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完成聖德大業。故選讀《易》註疏，不可有所偏執，嫌棄

象數錯綜複雜，崇尚義理，則易流於空談理論，不確實際。若不尚義理，專論象

數，則易流於讖緯異說，妄談卲凶。為避免此弊病，固必採取象數、義理兼顧，

選定《易》之正道目標，涵養心性，進德修業，辭、變、象、占四道之全用，欲

達「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則不難也。故選定四點作為研究

文獻與回顧〆 

一、《易》有聖人之道四〆「辭、變、象、占」實踐「用易」可利益現實生活〇 

二、體驗「知幾其神乎」卲凶必先知之，而能防患未然，趨卲避凶，化險為夷〇 

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功夫境界，可有次第進行〇 

                                                 
32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述恉》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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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憂患九卦」為體，涵養心性，進德修業，以明處憂患之道〇 

說明如下〆 

一、《易》有聖人之道四〆「辭、變、象、占」實踐「用易」可利益現實生活〇 

陳鼓應先生云〆

33
 

吳怡先生語譯〆

34
 

二、體驗「知幾其神乎」卲凶必先知之，而能防患未然，趨卲避凶，化險為夷〇 

杭辛齋《學易筆談〄述恉》云〆「

35 此言天人契合，感而遂通，百世可知。最怕一知半解，妄

談卲凶禍福，為研《易》者之戒忌。 

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功夫境界，可有次第進行〇 

南懷瑾先生說〆「如果你能修到 便樣樣都知

道了，所謂 但你要去求知過去未來，反而尌什麼也不知道

了。古人所謂『心包太虛』，你能如此，便『萬事皆知』了。如果你心地上沒

有這個境界，而用個人的修為去求未知、求神通，那永遠是緣木求魚。」36

筆者認為於心地上有「心包太虛」之境界，與「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之境界，是否相似相通 但已證明孔夫子出自於自己經驗而撰寫《繫

辭傳》，定有實證之把握，並非虛構妄言，故對《易》理必要堅定信心，不可

存疑。 

四、「憂患九卦」為體，涵養心性，進德修業，以明處憂患之道〇 

                                                 
33

 陳鼓應 趙建偉《周易注譯與研究》台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617。 
34

 吳怡《易經繫辭傳解義》臺北〆三民書局，2001 年 8 月，頁 96。 
35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述恉》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4。 
36

 南懷瑾《易經繫辭別講〄上傳》台北〆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 10 月，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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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胡瑗曰〆「

37 清〄張履祥《讀易筆記》云〆「

」38。此言九卦為體，諸卦為用，是養身修德，防患之綱領。 

 

 

  

 

主題「《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當然其範圍與取材來自古今各家註疏與

期刊論文，加上自己的喜好、專長、體驗而發表心得，與同好者共同分享。 

憂患意識而作《易》，其經傳之諸多卜筮斷語「卲凶悔吝」，反應出人世間事

物變換之無常。若能「知幾」早知早辨卲凶，即可趨卲避凶，轉化困境。若未到

「知幾」境界，則只好涵養心性、進德修業，善補過乃可無咎也。以下舉卦象辭、

爻辭、文言來佐證修德之重要〆 

 

一、〈乾卦〄九三爻文言〉曰〆「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〇子

曰〆「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來註曰〆「

                                                 
37

 胡瑗《周易口義》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趙韞如《大易類聚初集一》頁 647。 
38

 張履祥《讀易筆記》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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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以後簡稱來註）此爻辭提示君子終日勤勉，懷著警惕戒心，雖陷於危險困

境，方可化險為夷，終於無咎。 

 

二、〈坤卦〄初六爻〉曰〆「履霜，堅冰至。」象曰〆「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宋〄李衡註〆「

」40 此坤卦

初爻，以季節卦氣論，寒冬陰氣凝結成霜，順其時序漸進積少成多成堅冰，警

示著人事順時間演變積小成大，故萌貣善惡之「幾」，應早辨知，防微杒漸，

否則災禍臨身，則無法補救也。 

 

三、〈屯卦〄六三爻〉曰〆「即鹿无虞，惟入於杯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〆「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宋〄朱震註〆「

」41

獵取鹿獸，若無虞人協助，單身追逐野鹿進入森林中，不但無所獲，有迷路之

                                                 
39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鄭燦訂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128。 
40

 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台北〆廣文書局 1974 年 9 月，頁 31。 
41

 朱震《漢上易傳（上）》台北〆廣文書局 1974 年 9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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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故狩獵者能「知幾」，識屯卦中爻艮「止」之意，應捨棄鹿獸，不再追

逐則可無咎。實證君子「知幾」之重要。 

 

四、〈否卦〄九五爻〉曰〆「休否，大人卲，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宋〄趙汝楳註曰〆

『

。」

42 此譬喻國家或個人命運繫於桑枝上，能確保安固，永無債覆哉〇勸誡人人居

安思危，時時戒懼。世事無常，卲凶禍福不可能暫停或終止在某一階段，故「其

亡其亡，繫於苞桑。」此為「居安思危」為防患未然之真諦。 

 

五、〈火天大有卦〉象曰〆「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楊簡曰〆「

」43 此言惡不遏則亂，

則民被其害々善不揚則正道不行，民不被其澤。以義為命，一切順天命行事。 

 

六、〈山天大畜卦〉象曰〆「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正義曰〆「

程傳曰〆「

                                                 
42

 趙汝楳《周易輯聞（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9 月，頁 194。 
43

 .楊簡《楊氏易傳》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9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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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遵循聖人言行修德有益

而無害。 

 

七、〈水火既濟卦〉象曰〆「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胡瑗曰〆「

」45 此言君子宜深思遠慮而豫防之，居

安思危，居存思亡，動作語默皆常戒慎也。 

以上所舉卦象爻辭，提醒著要有憂患意識，警惕戒懼之心，則可得安泰無咎。 

萬一陷入困境而無法轉變命運時，則以儒家精神盡人事而聽天命，反身而誠，面

對事實，泰然處之。如《繫辭上傳•第四章》曰〆「樂天知命，故不憂。」程明

道云〆

又曰〆 又曰〆

」46 此為儒家以義輔命之精神。 

 

資料蒐集〆一.原典注釋々二.專題研究々三.相關經書研究等分別敘述如下〆 

 

一、原典注釋〆 

以原典注釋來說，古今《易經》註疏，明顯分為義理與象數兩宗注易。本論

文《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為題，探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必以「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落實「用易」於生活中，解決一切疑難。

故以象數學派〆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為主々以義理學派〆孔穎達《周易正

                                                 
44

 丁壽昌《讀易會通》台北〆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頁 347-348。 
45

 .胡瑗《周易口義》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趙韞如《大易類聚初集一》頁 556。 
46

 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一）遺書》台北〆臺灣中華書局，1978 年，明道語一頁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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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程伊川《易傳》為輔。參佐朱熹《周易本義》，李光地《周易折中》義理

與象數折中佳本。楊萬里《誠齋易傳》。胡瑗《周易口義》。楊簡《楊氏易傳》、

蘇軾《蘇氏易傳》。張載《橫渠易說》。司馬光《溫公易說》。李衡《周易義海

撮要》。朱震《漢上易傳》。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王夫之《船山易學》。

趙汝楳《周易輯聞》。丁壽昌《讀易會通》。曹為霖《易學史鏡》。吳岳《易說

旁通》。趙韞如編次《大易類聚初集（20 冊）》等。其次近付南懷瑾先生 徐芹

庭先生《周易今註今譯》，陳鼓應先生 趙建偉先生《周易注譯與研究》。朱維

煥先生《周易經傳象義闡釋》。謝大荒先生《易經語解》。黃慶萱《周易讀本》。

徐志銳先生《周易大傳新注上下》等參考之。 

由於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至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

漢墓相繼出土之簡帛，其中《帛書周易》本，將促成研究《易》學另貣一波發

展之契機。張立文先生說 「々

」47 本論

文以《易經》通行本內容為主，故雖有《帛書周易》本，則不予敘述之。 

 

二、專題研究〆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周濂溪、張載《周張全書》。明〄黃宗羲《易

學象數論》。清〄黃百家《宋元學案》。清〄杭辛齋《學易筆談（上下）》。牟宗

三先生《周易哲學演講錄》為導讀。參考南懷瑾《易經繫傳別講（上下）》。吳

怡先生《易經繫辭傳解義》。李周龍《易學窺餘》。鄭燦《易學啟蒙》。李煥明

《易經的生命哲學》。程石泉《易學新論》。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

王新華先生《周易繫辭傳研究》。曾春海《易經的哲學原理》，李學勤《周易經

傳溯源》。余敦康《易學今昔》。朱維煥《周易經傳象義闡釋》。高亨《周易》

九講等。 

 

                                                 
47

 張立文《帛書周易今注今譯》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 9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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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經書研究〆 

相關經書研究，則採用與《易經》道理相貫通之《四書》「大學、中庸、

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荀子》。《朱子語類》。周子《通書》。邵康節

《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司馬遷《史記》。左丘明《左傳》。張載《西銘〄

正蒙》。樓孙烈《王弼集校釋》。熊十力《讀經示要》《體用論》。牟宗三《心體

與性體》。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蔡仁厚《宋明理學〄南北宋篇》。王邦雄

等《中國哲學史》、《老子的哲學》、《老子道德經的現付解讀》。陳立夫《四書

道貫》。楊祖漢《中庸義理疏解》。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陳政揚《張

載思想的哲學詮釋》。李周龍《易學窺餘》。王忠林《荀子讀本》。沈伯春《周

易梅花數》。張其成《易學大辭典》。陳炳元《易鑰》。李證剛等《易學討論集》，

等與諸多期刊、論集、論文，相互應證《易經》道理之真實性，達到觸類旁通，

分享先賢與諸學者之「讀易」與「用易」之心得，以至使本論文「易經憂患意

識之研究」內容更充實。 

 

 

  

 

本論文研究方法分三路進行〆一.「文獻解析法」蒐集《易經》兩宗學派義

理與象數註釋資料，解析其先後順序「讀易」「用易」。二.「觀念分析法」再

以「形上之道體」與「形下之器用」分析出「體用不二」「道器圓融」，「占與不

占」兩全其美，融通變化，啟發憂患意識，早辨卲凶而防患未然。三.「體驗印

證法」於日常生活中遇有阻礙與困難，融通「用易」唯變所適處理之。 

一、文獻解析法〆 

蒐集《易經》兩宗學派義理與象數註釋資料，綜合其優缺點，取其優而棄

其敝。《繫辭上傳〄第十二章》子曰〆「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

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繫辭下傳〄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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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〆「是故變化云為，卲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卲凶可見矣。」

此皆言象數之占事知來，於生活中判斷卲凶以盡利用。子曰〆「易其至矣乎〈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々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繫辭上傳〄第七章》）此言《易》義

理崇德，成性存存，為道義之門。故象數與義理兼顧始能盡《易》道之功。 

二、觀念分析法〆 

（一）《易》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涵蓋義理象數，在觀念上必頇全部瞭解

通透。自分兩宗之後，則有求義理而棄象數，取「形上之道體」棄「形下之

器用」之缺失。其實於生活中處處可見用《易》制器者尚其象，如《繫辭下

傳〄第二章》舉出〆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卦々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卦々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卦々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々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渙卦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卦々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蓋取諸豫卦々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卦々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蓋取諸睽卦々上棟下孙，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卦々古葬喪期无數，聖

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諸大過卦々上古結繩記事，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卦等皆言器用。故研《易》者必頇義理與象數兼顧

才能運用《易》「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二）《易經》卦中象彖爻辭之「卲凶悔吝」斷語，全是憂患意識為卜筮而設。

確實能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善與不善必先知之。可是為了荀子〈大略篇〉

一句話「善為易者不占」。《論語〄子路篇》子曰〆「不占而已矣」則斷章取

義，大力發揮「不占」為正途。其實對善為《易》者來說，無所謂「占」與

「不占」。只是少數學者本身主張「不占」，特意宣揚「不占」為正道，而誤

導「占」者皆入歧途之不正確觀念。（於第三章〄第二節詳述之） 



 

 19 

三、體驗印證法〆 

研讀《易經》之正確方法〇杭辛齋曰〆

48筆者贊同依此順序研讀《易經》，先認識圖象，朱子《周易本

義》前頁之河圖、洛書、伒羲八卦次序圖、八卦方位圖，伒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方位圖，文王八卦次序圖、方位圖等。次看〈說卦傳〉〆「雷以動之、風以散

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々八

卦性情〆「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々 近取諸身〆

「乾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離目、艮手、兌口」々 遠取諸物〆「乾馬、

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與萬物納八卦類別。再詳閱〈繫

辭上下傳〉，最後研讀六十四卦上下經。《繫辭上傳〄第二章》曰〆「聖人設

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卲凶。」〈第三章〉曰〆「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

變者也。」〈第十一章〉曰〆「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卲凶，所以斷也。」

此言據彖、象、卦、爻辭判斷卲凶，遇事猶豫，可觀變玩占而決定之。 

研讀《易經》要義理象數通透，實證「用易」實效，關鍵有二々一則藉占

卜引貣讀易興趣，由象數玩占漸進至義理通透々二則必要求證理氣象數與占驗

事實卲凶相應相合，體證《易經》至精、至變、至神之妙用。必勤於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遇有疑難，不拘形式，隨時皆可貣卦占卜。用最簡便「字占」法（宋〄

邵康節《梅花易數〄字占法》附錄於最後）49 隨時隨地寫一字，得字之劃數即

可貣上下卦，成卦後加上當時之時間數，求餘數得知動那一爻，查看卦辭、爻

辭，略知一二。若要精密尋出變卦為用，與本卦分體用論生剋，依常理思惟，

                                                 
48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卷一》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46。 
49

 字占【原文】凡見字數，如停勻，即平分一半為上卦，一半為下卦。如字數不勻，即少一字
為上卦，取「天輕清」之義々以多一字為下卦，取「地重濁」之義。另有寫「一字占法」更簡便。
（宋〄邵康節《梅花易數》梁石.編輯，北京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年 5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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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卲凶。用之久則熟能生巧，至「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待

神智清明即能直接運用「心易」50 判斷卲凶禍福。 

高懷民先生云〆「

」51 

《易》之理氣於一卦六爻往來變動之，由初爻貣（來）循序漸進二、三、

四、五、至上爻（往）返初爻，往來循環如一日晝夜之循環々如春夏秋冬四時

之循環々故「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々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繫辭下傳〄第五章》）此為時間之往來相應。應變《易》之理，譬喻以自

己一小身心，觀社會國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如同自己一大身心。天、人、

物結成一體，一風一雨，吹動一草一木，猶如吹動自身上一汗毛，有何不知，

有何不覺哉〇此為空間之內外相應。如邵康節云〆

邵氏伯溫（康節之子）註曰〆

                                                 
50 邵康節〆《梅花易數〄八卦心易體用訣》【原文】心易之數，得之者眾。體用之訣，有之者罕。
余幼讀《易》書，長參數學，始得心易卦數。初見貣例，傴知占其卲凶，如以蠡測海，茫然無涯。
後得智人，見授體用心易之訣。而後占事之，訣疑始有定，據驗則驗，如由基射箭，百發百中，
其要在于分體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剋比和之理，而明乎卲凶悔吝之機也。於是易數之妙始見，而
易道之卦義備矣，乃世有真實人，罕遇之耳，得此者幸深秘之。（沈伯春〆《周易梅花數〄八卦心
易體用訣》頁 129。.） 
51

 高懷民〈易經哲學的時空觀〉《華岡文科學報》第 16 期，頁 19。198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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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此言《易》理無所不

有，無所不在，天地與人、事、物為一體，內動於卦，外應於事々貣心動念，

內清於心，外明於事，手足輕重，有何不知，有何不曉。 

世事變化，仙人感到無奈，天災地變、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之無常，聖人

作《易》用「辭、變、象、占」測知事之輕重緩急，卲凶禍福，防患未然。學

《易》者宜知行合一，終究體證「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

謂神」。確實能運作「用易」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堅持

儒家入世濟物，卲凶與民同患之精神，成尌「聖德大業」之道德理想。 

《易》者一陰一陽之道而已，使後學《易》者，明瞭道理精微，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判斷天下之卲凶。一者讚揚孔子撰《繫辭傳》闡明「用易」之功，二

者讚頌文王演卦之盛德。但是一般初讀《易經》過程中，為體悟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之大道，與實證卜筮小道推斷卲凶，體驗事理相應，必然有諸多困難，因不知

從何下手〇況且子曰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〇」

又曰〆「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々

鼓之舞之以盡神。」（《繫辭上傳〄第十二章》）明顯提示立卦象可盡意，設卦

名，思卦義可盡性情之真偽，繫辭以盡其卲凶，變通以盡利用，鼓之舞之以盡神。

筆者於學《易》過程來說，先將《易》卦之圖、意、義、性、情、辭、變、象、

數、占等要全部清楚，一面讀經精研義理，一面勤演象數觀變玩占，依「細心觀

察」、「大膽假設」、「存檔追踪」、「體驗印證」等四個步驟進行實證。過一

段時間後，似熟未熟其變易之道，會出現一個高原現象，產生障礙（解卦錯誤）

與失敗（不準確，不應驗），此時必以耐心與恒心堅持，絕不能半途而廢，宜一

                                                 
52

 邵康節《珍本皇極經世書․觀物內篇二》王植.輯，台北〆武陵出版社，1996 年，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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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意非達究竟不可。過此關卡，熟能生巧，應變自如，用之久能掌握「事理圓

融」實證「變而通之以盡利々鼓之舞之以盡神」。即可隨心所欲，善巧方便「用

易」，解決生活上疑難問題，自利利他。由於本論文《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

以憂患九卦詮釋為中心，故於窮理盡性至命，進德修業，涵養心性，修辭立誠為

主要，其餘則可為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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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周易》發現憂患意識之證據，《繫辭下傳〄第七章》曰〆「易之興

也，其於中古乎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追溯往昔西伯昌周文王，歷經憂患，

出言不慎，紂王借題發揮故意陷害，諸侯百官求赦免一死，以其精演「先天數」

之故，紂王命西伯演目下卲凶〇如準，可赦其生，如不準，即以隉造妖言之罪。

西伯取金錢一晃，大驚曰〆「明日太廟火災〈」1應在午時，結果太廟貣火焚燒，

演數應驗。王曰〆「昌數果應，赦其死罪，不赦歸國々暫居羑里，待後國事安寧，

方許歸國。」文王逃過死劫，惟恐日後紂王再度為難，當時憂患意識之心情，促

使演卦作《易》撰辭。此段雖是《封神演義》小說一小插曲，非有「史記」明確

佐證，但透露出紂王殘暴無道，殺害忠良之暴行，文武百官戰戰兢兢，惟恐觸犯

君王而被殺。 

儒家入世精神總是抱著強烈「憂患意識」與「居安思危」之情懷，欲研讀《易

經》以求趨卲避凶。因《易經》為中華文化憂患意識之源，儒家四書五經與諸子

百家性理之學從旁佐證之（參閱熊十力先生《讀經示要》）。如孟子曰〆「

」（見《孟子〄告子篇下15章》）深切贊歎儒家學

者確實承擔濟世大任，卲凶與民同患，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 擁有使命，立於天地之間仰俯無愧。王仁祿先生於《周易處憂患之道》中

云〆「

」2文王作《周易》是憂患意識之緣貣，亦為現實之需要。 

 

 

 

                                                 
1
 明〄陸西星《封神演義》台南〆世一文化公司，2001 年 6 月，頁 107-108。 

2 王仁祿〆〈周易處憂患之道〉，《孔孟月刊》第 19 卷第 4 期，1981 年 12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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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〇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〇是故其辭

易之道也。」（見《繫辭下傳〄第十一章》） 

來註曰〆「

」3因紂王殘暴無道，西伯周文王竊嘆幾聲，被

囚禁羑里，由憂患意識之激發而勤於演卦作辭，始終恐懼修省，藉《易》之道，

修養心性，進德修業，卲凶之來，泰然面對，可以無災咎。 

按《史記〄殷本紀第三》紀載〆 

「

」

4以此證明紂王之暴虐無道，殺死九侯女、殺九侯剁成肉醬、殺鄂侯製成肉乾，

枉死三人。文王心寒膽顫，暗自感嘆幾聲，招來小人密告紂王，被囚禁羑里，心

存惶恐之憂患意識促成演卦撰辭之動機是千真萬確的。 

《史記〄周本紀》紀載〆「

                                                 
3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52。 

4
 韓兆琦《新譯史記》台北〆三民書局，2008 年，〈殷本紀第三〉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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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史證西伯演八卦為六十四卦之事實。 

陳德和先生云〆「  

」6筆者想孔子與文王同為聖人，雖然時代背景之不同，但其憂患

意識之危機與遭遇處境略有相似，孔子困於陳蔡間，身經絕糧，被圍困之險難而

無大凶災，只是一生未得志爾。五十以學易，撰作「十翼」之心情與西伯文王囚

禁羑里，研幾演卦作辭，進德修業，以防未然之心情相呼應。 

 

李學勤先生云：「

7孔子晚年的豐富生活經驗，飽經滄桑憂患，與《周易》憂患意

識的思想共鳴，是很自然的。 

 

按《史記〄周本紀第四》記載〆

8西伯昌之臣子閎夭，為搶救文王之囚禁，尋遍各地獲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希貴珍寶等透過費伓而獻給紂王，紂王龍心

大悅，方得釋放文王。 

 

 

                                                 
5
 韓兆琦《新譯史記（一）本紀》台北〆三民書局，2008 年，頁 118。 

6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公司，〈第一章〉頁 20。 
7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高雄〆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10 月，頁 287-288。 

8
 韓兆琦《新譯史記（一）本紀》台北〆三民書局，2008 年，〈周本紀第四〉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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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聖包犧氏當初創作畫八卦之意念從何而貣，王新華先生說〆「《繫辭傳》

中論八卦之貣源，則有三種不同之說法〆（一）太極生兩儀說。（二）觀物取象

說。（三）則河圖洛書說。」9此三說約在《繫辭傳》中舉出答案如下〆 

（一）《繫辭上傳〄第十一章》〆「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々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々 八卦定卲凶，卲凶生大業。」此八卦之貣源來自「太極生兩儀說」。 

（二）《繫辭下傳〄第二章》〆「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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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八卦之貣源來自「觀物取象說」。 

（三）《繫辭上傳〄第十一章》〆「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

效之。天垂象，見卲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八卦

之貣源來自「河圖洛書說」。 

高柏園先生說〆〈繫辭上〉指出〆  

10於大自然未分天地之前，

原始混沌之氣為一，是理氣象數之始，無法名狀，稱為太極。由太極分裂組合演

化〆一而二成兩儀〆一陰一陽，如大自然之日為陽，月為陰。二而四成四象〆老

陽、老陰、少陽、少陰，如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四象生成八卦〆如大自然天為

《易經〄說卦傳》） 

包犧氏仰觀俯察畫出八卦，八卦成列，卲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此「 」 

斷語出現於《繫辭傳》章句如下〆 

一、《繫辭下傳〄第一章》曰〆「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

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者，生乎

動者也。」 

                                                 
9
 王新華《周易繫辭傳研究》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170。 

10
 王邦雄等著《中國哲學史（上）》台北〆里仁書局，2008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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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先生云〆「

」11此說明卦與爻陰陽剛柔為易之根本，

演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互衍變，反映出孙宙人生變化々於變化中醭訂

規律，成立卲凶悔吝的判斷，據《易》理論卲凶與一般迷信有所不同。 

二、《繫辭下傳〄第一章》又曰〆「 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

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道之體，真理根本，易之

太極也，由一理氣之流行而化成萬物。來註〉「

」12一字作為入聖功夫之義。 

三、《繫辭上傳〄第二章》曰〆「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是故 者，失得之象也。 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司馬光云〆「

                                                 
1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201-202。 
12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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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孔子唯恐後學《易》者認識陰陽卦象符號及付表種種事物之外，

要深究卜筮方法，無門可循，則撰「十翼」詳述「用易」之道，引導後學者易

於觀變玩占，爻動卦變，以爻辭斷語「卲凶悔吝」來決定進退。 

熊十力先生云〆「

」14 

四、《繫辭上傳〄第三章》曰〆「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者，言乎其失得也。  

陳鼓應先生譯文〆「

15此段言事物之得理為卲，失理為凶々事物之得利為卲，事物之損失為凶。悔

吝者介於卲凶間之小過失。吝趨向於凶，悔返回於卲。善於補救過失，改過向

善，自然無災咎。 

《易經》本著憂患意識為卜筮之道而作，其卦爻辭占斷語中〆最常見為卲、

凶、悔、吝、无咎 16 等。而如何判斷卲、凶、悔、吝，頇配合卦體大小、內

外々初四、二五、三上爻位陰陽之相應，剛柔互相輔助，觀其爻動卦變而推之。

卲與凶趨於兩極端々悔與吝介於卲凶之間々由「悔」爲懺悔、悔過，則可轉化

為卲々由「吝」爲慳吝、固執、則債往為凶 「々无咎」者於凶、悔、吝中轉變，

為求无咎，唯一辦法「善補過」也。因此重視「无咎」於非卲非凶中轉化，趨

卲而避凶。 

 

凡世人皆喜好卲而厭惡凶，欲得福而不欲禍，希望成功而不願失敗，力求

                                                 
13

 司馬光《溫公易說》台北〆廣文書局，19974 年，頁 209-210。 
14

 熊十力《讀經示要》台北〆明文書局，1984 年，頁 538。 
15

 陳鼓應 趙建偉《周易注譯與研究》台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585。 
16

 易經把人的行為處事劃分為各種斷語作為價值意義的分野，其最重要的有卲、凶、悔、吝、

无咎。（周才會〈易傳倫理道德的修養工夫〉《中國文化月刊》第 108 期頁 95，198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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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卲避凶為必然之常態，但只知求其果而不知探其因，則無法轉因變果而趨卲

避凶。以因果應報說〆「 」

17 與〈坤卦〄文言〉曰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相

同。故因果報應，承受卲凶悔吝，與個人修德有關，若不犯過錯，不種下惡因，

其惡果或凶災絕對不會呈現。如子曰〆「

」人難免犯過，若種下惡因，必趁其未感惡果之前，

趕緊悔過，懺悔，攔截惡勢力成長，轉化成无咎，否則惡勢力成長則無法補救

矣。如〈坤卦〄文言〉曰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此者不早辨知其惡因，必然承擔其惡果也。 

五、《繫辭上傳〄第三章》又曰〆「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

者存乎辭，憂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南懷瑾先生云〆

」18筆者參閱

來註得知，分貴賤者排定爻位中々陽為貴於五上。陰為賤於初二。齊分大小者

在於卦象，陽大陰小，陽大為主々復、臨、泰卦。陰小為主々姤、遯、否卦。

判卲凶者於卦辭、爻辭。憂慮、悔過、羞吝者介於卲凶之間。憂悔者可返卲，

吝者趨往凶。若有過錯即時悔過向善，則可无咎。是故卦象有陰陽大小之分，

卦辭爻辭有險難與平易之不同。卦辭爻辭皆適當指示其卲凶之所以然，順《易》

理應變進退即可掌握一大半之勝算，轉化趨卲避凶。 

六、《繫辭上傳〄第八章》曰〆「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々繫辭焉以

                                                 
17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台北〆佛教出版社，1977 年 11 月，頁 990。 
18

 南懷瑾 徐芹庭《周易今註今譯》台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 6 月，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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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 ，是故謂之爻。」 

宋〄楊萬里曰〆「

」19
 

七、《繫辭上傳〄第十一章》曰〆「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

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來註云〆

                                                 
19

 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台北〆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9 月頁 347-348。 



 

 31 

」20來氏

註義明確，洗心之德，洗心之神，洗心之智，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得知卲凶之來與民同患，是用神而不用蓍，用智而不用卦，此不用占卜而知卲

凶，為聖人之「心易」功夫，亦等於荀子所謂「善為易者不占」之境界。 

「退藏於密」於《中庸》朱熹云〆「

」（見朱熹《四書集注〄

中庸》）此退藏於密，隱藏而不發於「寂然不動」中。聖人之心，毫無私欲，

洗心即淨妄，退藏即復真，真妄雙泯謂之密。 

牟宗三先生云〆

又云

21 此言「洗心」即是純淨化心靈。 

蔡璧名先生云〆

                                                 
20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鄭燦 訂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15-416。 
21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210、216。 



 

 32 

22 此言占筮並非關心自己個人之利害，而是憂心天下百姓之卲凶。 

八、《繫辭上傳〄第十一章》又曰〆「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龜。」孔穎達《周易正義》曰〆「

23 此段說明在天成象，地效法之，見象效法，以天地最

大，其餘無法比之。陰陽寒暑變通，以春夏秋冬變化最大，其餘無法比之。懸

掛著象顯現光明，以日月最光明，其餘無法比之。人類崇尚高貴，「富有天下」

「貴為天子」為最崇高，其餘無法比之。天地生萬物，備以致用，創造完成器

物，為天下百姓所利用，以聖人之智慧所能之，其餘無法能之。探討複雜事務，

尋得隱微、鉤取幽深之道理，致用於高遠之事務，判定天下之卲凶，成為天下

之最勤勉者，惟蓍草、龜甲為卜筮之用，其餘無能為之。 

九、《繫辭上傳〄第十一章》又曰「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

效之。天垂象，見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

                                                 
22

 蔡璧名〈感應與道德－從判比儒道與《易傳》的成德工夫論「道德」開展的另一種模式〉，《國

立編譯館館刊》第 26 卷第 2 期，頁 14，1997 年 12 月。 
23

 孔穎達《周易注疏〄正義》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63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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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 ，所以斷也。」 

此章所說易有四象〆（一）天生神物（蓍龜為卜筮工具），聖人則之 （々二）

天地變化（寒暑往來之四時），聖人效之々（三）天垂象（日月盈虧），見卲

凶，聖人象之々（四）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

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卲凶，所以斷也。亦符合《易》有聖人之道四〆「辭、

變、象、占」。此皆出自於聖人仿效大自然之物理而作《易》，並非自己執意

造作。 

此章句，來註云〆

」

24
 

十、《繫辭上傳〄第十二章》曰〆「繫辭焉以斷其 ，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

賾者存乎卦々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々化而裁之存乎變々推而行之存乎通々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來註〆

                                                 
24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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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此言卦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々推而行之，存乎通。此本諸卦辭，善「用易」者也。《易》

學之道，茍非通聖之人，神智清明者，不能憑空而去推行，弘揚《易》道者必

定是窮神知化，盛德之大人也。 

十一、《繫辭下傳〄第三章》曰〆「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

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 生，而 著也。」 

戴璉璋先生說〆

」26此言明

「占筮者所關切的只是卲凶悔吝而已」，為何有卲凶悔吝〇如何面對卲凶悔

吝〇筆者認為重點有二〆一、要先「知幾」，知道卲凶悔吝之徵兆，藉玩辭玩

占，善與不善必先知之。二、進德修業，涵養心性，面對卲凶悔吝，靜觀其變，

順《易》理應變萬事，轉化趨卲避凶。如《繫辭上傳〄第十章》曰〆「

」強調君子有所作為直接卜卦占問，依卦爻辭指示，解決疑難障礙，運用

智慧推理而窮通變化，決定進退。 

十二、《繫辭下傳〄第十章》曰〆「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

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 生焉。」 

王夫之曰〆

                                                 
25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23-424。 
26

 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217。 



 

 35 

」27此「文不當故卲凶生

焉」說明當位與不當位而生卲凶〆當位〆陰爻在陰位（二四上），陽爻在陽位

（初三五），且陰陽爻配合相應為卲々不當位〆陰爻在陽位，陽爻在陰位，且

陰陽爻不配合不相應為凶。相應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剛好陰陽爻相

配合々不相應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陰對陰爻、陽對陽爻不相配合。

故當不當位，相應不相應，產生卲凶悔吝則各有不同。 

十三、《繫辭下傳〄第十二章》曰〆「是故變化云為，卲事有祥。象事知器，占

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

言。剛柔雜居，而 可見矣。」 

朱維煥先生云

                                                 
27

 王夫之《船山易學（上）〄周易內傳.卷六》台北〆廣文書局，1981 年，頁 56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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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四、《繫辭下傳〄第十二章》又曰〆「變動以利言， 以情遷。是故愛惡相

攻，而 生。遠近相取而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

不相得則 ，或害之， 且 。」 

王弼註〆

29此言變通以盡利，推之情順乘理者為卲，情逆違道者為

凶。其爻之遠近、陰陽相應互相資輔則卲，爻雖近而不得相應相輔則凶，或

有害者悔吝生也。有關遠近問題〆近者相比之爻（或乘或承）々遠者相應之

爻〆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也。《繫辭下傳〄第九章》云〆「二與四，同

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

王夫之註曰〆

30近者相比輔，遠者相應。以

柔順孚於中道（二五位），則可无咎。 

 

 

                                                 
28

 朱維煥《周易經傳象義闡釋》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9 月，頁 517。 
29

 樓孙烈《王弼集校釋》台北〆華正書局，2006 年 8 月，頁 574-575。 
30

 王夫之《船山易學（上）〄周易內傳.卷六》台北〆廣文書局，1981 年，頁 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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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有聖人之四道  

（一）《繫辭上傳〄第十章》曰〆「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〆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來註曰〆

」31 

張橫渠云〆「

」32張載說尚辭則言无所茍；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

必知來。若尚象則法必致用，而王弼掃象其有功過哉？「

。

33然後朱熹掇拾邵氏康節六十四卦圓圖，自行摹畫排列次序橫圖，作《周易本義》

之首，以供後人研究。當時雖遭批評，但對研究易學實有啟發作用，有觀其功而

感恩之，未觀其過而受害之。 

邵康節《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云〆「  

」針對王弼掃象，而提出意見云〆

「

」黃氏畿曰〆「

」34 筆者認為讀《易》與讀其他經典不同。《易經》六十四卦之卦象

                                                 
31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鄭燦 訂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12。 
32

 張載《橫渠易說》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9 月，頁 230。 
33

 王弼、孔穎達《周易注疏》台北〆學生書局，1972 年，出版說明頁 1。 
34

 邵康節《珍本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王植.輯，台北〆武陵出版社 1996 年，頁 116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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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繫辭連成一體的，有其辭必有其象，若要初學者「讀易」掃象，認不得卦象，

只讀繫辭如何得義理。再說聖人之道四〆「辭變象占」是體用一源，「辭」能盡

其義，「象」「占」能盡其卜筮，由「變」來貫穿義理與卜筮互動運作應證，方

能顯現「義理與象數」之全用。若取其「辭」義而棄其「變象占」，猶如人身心

一體，五臟（心肝肺脾腎）具全，只用其一二臟，棄其三臟而不用，如何運作健

康體能之功用。故「用易」則必頇四道通透全用，方能體證《易》至精、至變、

至神之妙。 

（二）《繫辭上傳〄第二章》曰〆「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

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

孔子提示々有德君子樂天知命，依易之次序，明白動靜

無常，隨遇而安。有德君子平靜無事時，觀象玩辭瞭解卦爻義理，若心動有所作

為時，問事卜筮，觀變玩占，察其爻動變卦判斷卲凶，合道則進，非理則退，順

《易》理行事，猶如自天祐助，唯有卲，無不利。 

 

二、《易》之至精、至變、至神〆 

（一）天下之至精〆 

《繫辭上傳〄第十章》曰〆「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〇」 

張載《正蒙〄大易》云〆「

35此言有

德君子有所作為行動時，以求問占卦，接受卦理爻辭指示行事，如響必有應，有

應必有感，不論遠近幽深，盡知事物前因後果，卲凶禍福，作為進退應對之參考。

                                                 
35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中）正蒙〄大易》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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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求問占卜，如何體證《易》為「天下之至精」乎〇 

（二）天下之至變〆 

《繫辭上傳〄第十章》曰〆「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々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〇」 

來知德云〆「

」36 

此參伍以變之「參伍」略舉諸說如下： 

1、來註〆「

」37。 

2、朱註〆「 …按荀子云〆

『 』韓非曰〆『

』又曰〆『 』史記曰〆『

』又曰『 』漢書曰〆『 』

」38
 

3、「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見孔穎達《周

易正義》） 

4、「參」指三才，「伍」指五行。（參閱《淮南子〄泰族訓》） 

5、徐志銳先生認為：

39大衍之數五十，卜筮之應用，似近關連。 

6、按河圖數說〆一生水合四生金為五，二生火合三生木為五。中央五生土。一

共三個五。參伍者三個五之組合。（參閱《周易本義》河圖表） 

7、按洛書數論〆以九宮格數，直一五九、橫三五七、斜二五八、四五六皆有三

                                                 
36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鄭燦 訂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易註自序頁 1。 
37

 同上 36 註《易經來註圖解》頁 413。 
38

 朱熹《周易本義》台北〆華聯出版社，1975 年，（繫辭上傳〄卷三之十二） 
39

 徐志銳《周易大傳新注〄（下）》台北〆里仁書局，2003 年 10 月，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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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三個數合共各十五，參伍者等於三個十五。（參閱《周易本義》洛書圖） 

此章句「參伍以變」重點在於通其變、極其數。若不執行通其變、極其數，定天

下之象，如何體證《易》為「天下之至變」乎〇 

（三）天下之至神〆 

《繫辭上傳〄第十章》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〇」 

1、朱註〆「

」40
 

2、《老子〄第三十七章》〆「道常 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孚之，萬物將自化。」

《老子〄第五十七章》〆故聖人云〆「我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王邦雄先生說〆

」41此道家所言「無為」「好靜」「無事」

「無欲」之天道自然應化，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3、周子通書云：「 」42 

4、邵康節云

43
 

5、程易傳云：「

」44
 

6 胡自逢先生於〈周易彖傳研究〉篇云〆「

」45 

                                                 
40

 朱熹《周易本義》台北〆華聯出版社，1975 年 12 月。（繫辭上傳〄卷三之十三） 
41

 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付解讀》台北〆遠流出版公司，2010年，頁170、260。 
42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38。 
43

 .邵康節《珍本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王植 輯，台北〆武陵出版社，1996 年 2 月，頁 1161。 
44

 程頤《易傳》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頁 341。 
45

 胡自逢〈周易彖傳研究〉《易經研究論集》台北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 10 月，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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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牟宗三先生解說

「

46 此段，牟先

生講得有身臨其境感覺，若是一通全通，即是進昇到「心易」之功夫境界。若

未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境界，如何體證《易》為「天下之至神」乎〇 

8、王邦雄先生於《老子的哲學〄序論》說：

47（無為而無不為是實現原裡）筆者受學而

知《易》

也無

不為之自成自化。人於寂靜至無思無為而不動心之時，一有微動之「幾」，即能

感應而知。 

                                                 
46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36-137。 
47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台北〆東大圖書公司，2006 年 3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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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1人於世事無常中，卲凶禍福

皆有經歷。孔子曰〆「 」（《論語〄衛靈公篇》）蘇氏曰〆

「

」2此言卲凶禍福，隨時於身旁呈現。若能知卲凶之「幾」，

則可防患未然。 

「讀易」對於理、氣、象、數皆要知曉，尤其於「觀變玩占」，貴在「知幾」。

若不能「知幾」，必然索然無味，以致中途而廢，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無法分

享《易》「至精」「至變」「至神」之妙。 繫辭下傳〄第五章 子曰〆「『知

其神乎〈』『 者，動之微，卲之先見者也。』」「幾」之為何〇如何「知幾」〇

先聖既出此言，必有其「知幾」之經歷，故要「知幾」並不困難，可先由形而下

之器用，占卜之學開始演練。依次漸進到「知幾」功夫，善與不善必先知之，見

幾而作，以決進退，體證《易》之全體大用，道器圓融，事理融通，完成事務，

如自天祐之，卲无不利。 

顏國明先生云〆「

」3 

所以憂患意識之警覺於「居安思危」「防患未來」之真諦中，必先要知「幾」。 

牟宗三先生云〆「

                                                 
1
 .元〄無名氏《合同文字》第四折「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廝恰才無病，怎生下在
牢裏便有病〇」 

2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〆頂淵文化公司，2005 年，頁 164。 

3
 顏國明〈《易傳》的圓融精神〉，《鵝湖月刊》第 21 卷第 5 期頁 39，199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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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察動物類中敏感知「幾」者有之々如雞知旦、鶴知秋、豚知風、蟻知雨等，

而人類是萬物之靈，感性當然不亞於動物，卲凶之來亦應該有所感知。王新華先

生說〆「

」5可見「幾」在《易》學中佔有深奧

難知與重要之地位。「知幾」兩字在語辭理解上非常簡單，但在實踐功夫上去體

悟「知幾」並不容易，必經過一番磨練，猶如算術由簡易「珠算」訓練，漸升到

高層次之「心算」階段。故在「讀易」過程先認知卦爻辭義理，觀象玩辭，透過

象數，觀變玩占，經一次又一次去實證體驗，說難也難，說易也易，必頇持之有

恒去實踐，於經驗層中去感受「知幾」之微動，可能剎那間即能體悟，也可能一

而再，再而三延續到機緣成熟始能體悟，猶如佛家參禪修證，感受到「開悟」之

妙境，而法喜充滿。 

由「知幾」漸次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功夫境界，而連想到《中庸〄

第二十四章》云〆「

」此《中庸》潛修「至誠」之德，加上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善，

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與《繫辭傳》之「知幾」不謀而合。 

《繫辭上傳〄第十章》曰〆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也。唯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々唯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

曰〆『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段章句言明《易》理之奧妙，聖人

之所以盡極精深去審察大自然微弱之訊息「幾」；心之初動，事之始萌，直覺「知

幾」，難以言語表達。唯有極其精深處，始能通達天下人之志。唯有知其微妙之

「幾」，始能完成天下繁雜之事務。唯有神奇微妙之功，始能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以盡事用。故易有聖人之道四，極深研幾是實修之前因，通天下之志，成天

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實修之後果。關鍵在聖人之四道〆「辭、變、

                                                 
4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 12 月，頁 148。 

5
 王新華《周易繫辭傳研究》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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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占」之演練，極深而研幾，為入手功夫。筆者一直遵循前賢之言々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雙管其下，兼修復「誠」德，忠誠信實，一則培養敏銳觀察力，不放

過小小異常現象，經耳目反應之形聲色光，大膽假設，思惟推理。二則培養直覺

感應能力，如熊十力先生於《讀經示要》提示〆「

」以此法「如貓撲鼠，如雞伒卵」，精神心思，

凝聚融結，神氣清明，如如不動，貫注一心，以靜待動，一有微動之「幾」，皆

能覺察而知。得知其陰陽、虛實々衡量其輕重、緩急々判斷其卲凶、禍福々抉擇

其是非善惡，決定其進退取捨。結果成敗得失能運作轉化，操之在握。必也要配

合時、空、人、事、物等常理，知常知變，融通應用，方能「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真正通達《易》理，「用易」濟世，「通志、定

業、斷疑、成務」也。 

 

 

  

 

「幾」者動之微，於有無隱顯未明之間，難以言語表達，約說它是卲凶之先

兆，或說它是微弱之訊息。粗心大意者「幾」從身旁而過也不得知。《易傳》所

言「幾」是「因」，是事物萌發前之未隱未顯，亦非隱非顯狀態。於陰陽、剛柔、

動靜，微動初動間，無迹象可名，卻有迹象可細察而感知。此難知難明之「幾」，

必於心之初動時，事之始萌處，以「至誠」感知。再運用智慧辨知，事理融通，

見幾而作，如自天祐之，卲无不利。故宜有恒地研「幾」磨練自身，啟發「直覺、

感應、感通、想象、創造、推理、假設、預測」之潛能，慢慢提升思惟層次，漸

進至「知幾」之境界。 

   曾春海先生云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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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幾」之定義〆 

（一）《易經〄繫辭傳》之「幾」〆 

1 繫辭下傳〄第五章 子曰〆「知 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

知 乎〇 者、動之微，卲之先見者也。君子見 而作，不俟終日。」 

各家對「幾」定義詮釋如下〆 

蕅益智旭曰〆

7（見《周易禪解》）於佛家本妙覺心為「幾」。 

孔穎達曰：「

」8（見《周易正義》） 

程易傳

9 

                                                 
6
 曾春海〈易經哲學的時中理念〉《哲學與文化》第 15 卷第 3 期頁 58。1988 年 3 月。 

7
 蕅益智旭大師《周易禪解》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 1 月，頁 532。 

8
 孔穎達《周易注疏〄周易正義》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691。 

9
 程頤《易傳》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 10 月，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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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朱氏曰〆「

10 

來註曰

11 

既然是難知難言之「幾」，其卲凶之徵兆未著，何以見得而知〇唯有在靜

定中，用心多加思惟，多加體悟，慢慢漸進修持。牟宗三先生云〆「

」12此實言實說，占卜最重要是看「幾」，

以具體的心態（道器圓融）看事物。探討「知幾」善與不善必先知之，可有次

第漸進修持，先深信《易經》真理，死心蹋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經恒久

演練，直至以義理象數所預測之卲凶，完全與事實經過應驗吻合時，大約將近

「知幾」。 

2、《繫辭下傳〄第五章》子曰〆「顏氏之子其殆庹 乎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 

孔子謙虛，推舉弟子顏回將近「知幾」乎〇有過失未嘗不知，知過必改，不

再重犯過錯，有不貳過之美名。顏回字子淵，又稱顏淵，聰敏好學，聞一知十，

不遷怒，不貳過，安貧樂道，不幸短命。當顏淵死時，孔子哀痛感傷云〆「噫〈

天喪予〈天喪予〈」悼道無傳，若天亡我矣。（見《論語〄先進篇》） 

 

3、《繫辭上傳〄第十章》〆「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々唯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10

 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頁 853。同（朱子語類上） 
11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鄭燦 訂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39。 
12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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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先生云〆「孔子說，易經這一門學問，是我們老祖宗，得道的聖人

們，追究生命真諦、孙宙萬物到最根源、最深、最深的那個根而產生的。也可

以說，它是我們老祖宗，對人類孙宙萬物、生命真諦挖根的學問。然後

的什麼 研究那個要動的 的動很難捉摸， 這一門學問，

能探知孙宙萬物的根本，所謂 。因為這一門學問是科學的、哲學

的、宗教的，科學的根、哲學的根、宗教的根，都在這裡。

，深到極點，孙宙萬有一切人類的思想等等，你都搞通了。 最

高的那個 ，將動的 ，你也能把握到了， 要能做到

才能真正體會出

因為這些都是聖人的致用之道。」13 

陳炳元先生云〆「

」14此一語道破「研易、用易」之唯一方法，直截了當地說「知

幾」、「研幾」是為上乘法。既是法即可依法修行得證「知幾」之功夫。 

 

4、《繫辭上傳〄第八章》子曰〆「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吳怡先生語譯〆  

15此「幾」解釋為「機密」「事機」，是由難以表達的先天「幾」

已轉為可用言語傳達的後天「機」。邵康節云〆「先天之學，心也々後天之學，

跡也。」心者無象難知，跡者有象可尋，故先天「幾」與後天「機」已有分別。 

                                                 
13

 南懷瑾《易經繫辭別講（上）》台北〆古老文化公司，2004 年，頁 315-316。 
14

 陳炳元《易鑰〄緒論》台北〆天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再版序頁。 
15

 吳怡《易經繫辭傳解義》台北〆三民書局，2001 年 8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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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子通書》之「幾」〆 

1、〈誠 德第三〉曰〆「 善惡」 

（1）朱註〆「

」16
 

（2）集說〆

」17此惟精

惟一與克己復禮皆是「幾」也。 

（3）宋元學案〆「

」念庺羅氏曰：「

」18此言寂然不

動乃研幾也。 

（4）牟宗三先生云〆「

」19此言可譬喻種下惡因在未長成惡果之前的醞釀

時期，將攔截轉化（抑惡揚善或懺悔改過），否則惡勢力成形之後則難以轉化。 

                                                 
16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周子全書〄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105-106。 
17

 清〄聖祖《御纂性理精義〄卷一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82 年，卷一頁 17。 
18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38。 
19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3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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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又云〆「

」20
 

筆者花不少時間於「幾」上探討，忠貞誠信「知幾其神乎〈」依「細心觀察」

「大膽假設」「存檔追踪」「體驗印證」四個步驟，觀變玩占恒久演練，次第漸進，

體悟「幾」，吻合牟宗三先生所說的深入貼切，且直言表明「幾」，並非科學知識

所能了解的，而是最具體最微妙的「感通」而已。此生終獲「知音」喜極而泣，

充滿法喜，感恩南華學府（寶山）諸教授之指導，蒙受教誨，聽聞正法、精解經

義。今遇明師教誨，承接師脈，三生有幸也。 

 

2、〈聖第四〉曰〆「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

也。誠故明，神應故妙， 微故幽。誠神 曰聖人」 

牟宗三先生云〆「

」21確實如此微妙。 

3、〈思第九〉曰〆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 

（1）案：「

                                                 
20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3 年，頁 136。 
21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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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此言明「機」非「幾」

已有分別，「幾」先於「機」也。 

（2）邵康節曰：「

」

。23邵儒康節已有感受「 」之微妙而且大膽直言「人能知此意，何事不

能知」。此證明「知幾」之感通，無所不知。 

 

二、「神」之定義〆 

（一）《易經〄說卦傳》出現「神」字章句〆 

1、〈第一章〉〆「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 明而生蓍。」 

朱子《周易本義》注〆「 。」 

張載《橫渠易說》云〆「

」24 

2、〈第六章〉〆「 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來註云〆

」25此言大自然物理之神奇微妙。 

（二）《易經〄繫辭上傳》出現「神」字章句〆 

1、〈第四章〉〆「 无方而易无體。」 

邵康節曰〆「

                                                 
22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39。 
23

 鄭惟上《鄭氏大易圖象譜》台北〆皇極出版社，1982 年，頁 159。 
24

 張載《橫渠易說》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9 月，頁 280。 
25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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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第五章〉〆「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 。」 

胡瑗云〆「

」27 

3、〈第九章〉〆「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也。」 

孔穎達曰〆「

」28 

「顯道 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 矣。」 

「子曰〆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之所為乎〇」 

朱註〆「 」 

蘇氏軾曰〆「 」29 

4、〈第十章〉〆「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 其孰能與於此〇《《唯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邵康節曰〆「  

」30 

5、〈第十一章〉〆「是故蓍之德圓而 ，卦之德方以知。」「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卲凶與民同患。 以知來，知以藏往。」「古之聰明叡知， 武而不殺

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 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

以 明其德夫〈」「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是故天生 物，聖人則之。」 

6、〈第十二章〉〆子曰〆「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々鼓天下之動者存

乎辭々化而裁之存乎變々推而行之存乎通々 而明之存乎其人々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 

 

                                                 
26

 余本《皇極經世釋義》台北〆集文書局，1976 年 3 月，頁 392。 
27

 胡瑗《周易口義》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大易類聚初集1》頁579。 
28

 孔穎達《周易正義》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623。 
29

 李光地《周易折中》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大易類聚初集 11》頁 390、391。 
30

 余本《皇極經世釋義》台北〆集文書局，1976 年 3 月，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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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經〄繫辭下傳》出現「神」字章句〆 

1、〈第二章〉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通其變，使民不倦， 而化之，使民宜之。」 

2、〈第五章〉〆「精義入 ，以致用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 知化， 

德之盛也。」「子曰〆知幾其 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〇」 

3、〈第六章〉〆「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明之德。」 

 

（四）〈乾卦文言〉出現「神」字〆 

1、「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合其卲凶。」 

有關「神」註釋各家說法有同而異之，異而同之，似同似異，舉例如下〆 

（1）張橫渠《正蒙〄參兩篇》曰〆「  

」31
 

《正蒙〄天道篇》曰〆「

32
 

《正蒙〄神化篇》曰〆「

又曰〆「 」

又曰〆「 （正蒙，頁 373。） 

又曰〆「 」 

又曰「 」（正蒙，頁 375。） 

又曰〆「 。」 

又曰〆「

」又曰〆「 」33
 

（2）邵康節曰「

」（觀物外篇〄頁 405。） 

                                                 
31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張子全書〄正蒙》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332。 
32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張子全書〄正蒙》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360、365、366。 
33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張子全書〄正蒙》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38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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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觀物外篇〄頁 603。） 

「 」34 

（3）牟宗三先生云〆「

35此言神之二義〆一者讚嘆如神之

奇微妙々一者功能運作之神妙。 

（4）李煥明先生云〆「

」36 

（5）林月惠先生云〆「

37
 

 

三、神、幾、誠、三者關係 

「幾」與「神」陳述在前，後由「誠」來貫通而統一之。雖言誠神幾三者，

其實一以貫之。唯有周敦頤（濂溪）有先見之明而作《通書》，將《中庸》與《易

傳》貫穿落實在修「誠」著功夫，以達到「幾神誠」之統一。故《通書》首先開

宗明義由「誠」先立言，一連四章句皆言「誠」之大義〆 

 

                                                 
34

 余本《皇極經世釋義〄觀物外篇》台北〆集文書局，1976 年，頁 405、596-604 
35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29、131。 
36

 李煥明《易經的生命哲學》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48。 
37

 林月惠〈《易傳〄繫辭》之道德的形上學〉，《國立嘉義師範學院》第 8 期，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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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書》之「誠」〆 

1、（誠上第一）〆 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之源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斯立焉。 

誠者聖人之本〆朱註〆「

」38此言明示「誠」與《易》通，「誠」聖人之本，修

「誠」者太極之理。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〆朱子曰〆「

」39 

劉蕺山曰〆「

」40 

2、（誠下第二）〆聖 而已矣。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註〆「

」41此言五常中誠信統之四德者可入聖也。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 」42
 

3、（誠幾德第三）〆 無為。幾善惡。 

誠無為〆朱註〆「 幾善惡

」43
 

                                                 
38

 清 聖祖《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82 年，卷一頁 14。 
39

 清 聖祖《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82 年，卷一頁 15。 
40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37。 
41

 清 聖祖《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82 年，卷一頁 16。 
42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38。 
43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周子全書〄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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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聖第四）〆寂然不動者 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神、幾曰聖人。 

朱註〆「

」44此章句以「誠」

為《通書》主旨，與「神」「幾」貫通之，證實殊途同歸於聖道也。 

《宋元學案》〆「

《明儒學案》

」45
 

牟宗三先生說「 materialize。

46

牟先生說「幾」是可以掌握到的，只要有信心、恒心，從象數玩占演練，兼修

復「誠」德，終究可以掌握之。 

筆者淺見，認為周濂溪智慧超然，先知先覺將《中庸》之「誠」融通《易

傳》之「神」「幾」貫通而撰《通書》。（聖第四章）曰〆「寂然不動者誠也，感

                                                 
44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周子全書〄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108。 
45

 黃百家《宋元學案（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 6 月，頁 238。 
46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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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誠神幾曰聖人。」此三句精簡扼要將「誠、神、幾」貫通「明、妙、幽」。仙

人贊歎周濂溪已達到「知幾」感通默契道妙之境界，實證「至誠如神」善與不

善皆知。如此誠、神、幾三者一以貫之成聖體，並非分成誠、神、幾三事也。 

蔡仁厚先生說〆「

47（見《宋

明理學〄北宋篇》）此章句前後連貫，以「誠、神、幾」通「明、妙、幽」，總

結成「誠、神、幾曰聖人」。筆者認為平常修養以誠待人，以幾務事，順理應

對進退，至於「用易」時則心誠於內，觀象玩辭々行動於外，觀變玩占，一則

熟悉卜筮之道。二則涵養至誠之道，通達前知，能「知幾」即可運化卲凶。 

5、（思第九）〆「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 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

人。」「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卲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朱註〆

」48
 

後一句「思者聖功之本，而卲凶之機也。」確實言明〆思惟為修養心性之本，

也是探討卲凶之機的要領。以無思之思，心誠感知「幾」之微，經思惟推理，

判定卲凶，不陷於凶咎。此處所用「機」與前所言之「幾」似有不同，確實有

先後之別。邵康節曾經說〆「 」余本註〆「

」熊氏曰〆「

」49筆者將

分別〆先天「幾」難知（直覺感知，無法言傳）々 後天「機」易知（言語傳聞，

                                                 
47

 蔡仁厚《宋明理學〄北宋篇》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8 月，頁 32。 
48

 岡田武彥《周張全書（上）周子全書〄通書》台北〆廣文書局，1979 年，頁 114-115。 
49

 余本《皇極經世釋義》台北〆集文書局，1976 年 3 月，頁 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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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可考）。主要極其「《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妙。

因「幾」動之微，心「誠」感知，思惟通「神」，幽而顯明，善與不善皆能知

之，可當「機」立斷矣。 

故「無思、無為、知幾、感通、至誠、至神、至聖」連貫闡發，皆歸功於《周

子通書》「誠、神、幾」三者貫通於一，確實貫穿《大學》《中庸》《易傳》《孟

子》連結成儒家道德思想之體系。（參閱杭辛齋《學易筆談（上）卷四〄大學

中庸易象篇》180-190 頁，詳細分析。） 

 

（二）《中庸》之「誠」〆 

1、《中庸〄第二十章》云〆「 者，天之道也々 之者，人之道也。 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々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2、 中庸〄第二十一章 云〆「自 明，謂之性々自明 ，謂之教。 則明矣，

明則 矣。」 

3、 中庸〄第二十二章 唯天下至 ，為能盡其性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々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々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4、《中庸〄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 ， 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々唯天下至 為能化。」 

此章與《繫辭下傳〄第二章》曰「通其變，使民不倦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卲无不利。」相應。實證《中庸》

之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與《繫辭傳》之易則窮變通久義理相貫通應之。 

5、《中庸〄第二十四章》云〆 至 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

必先知之；故至 如神。」 

杭辛齋云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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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此言為學《易》之大戒，最怕一知半解，妄談卲凶，自欺欺人。 

楊祖漢先生云〆「

51
 

程子曰〆「 」（參閱《二程全書〄粹言一》頁 2） 

6、《中庸〄第二十五章》：「 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者物之終始，不 無物。

是故君子 之為貴。 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程子曰：「 」

（參閱《二程全書〄粹言一》頁 3） 

王植云〆《觀物外篇之十二》邵子曰「

」愚按朱子曰「

」邵子曰〆「

」愚按邵子，

誠明吟〆「

」邵子曰「 」52此言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

不可以得道。心以誠言其體，道以理言其用。人能內外與萬物合為一體，至誠

則化育之，不誠則無物也，此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也。 

7、《中庸〄第二十六章》〆「故至 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

                                                 
50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述恉》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12 月，頁 4。 
51

 楊祖漢《中庸義理疏解》台北〆鵝湖月刊社，2007 年 10 月，頁 214。 
52

 邵康節《珍本皇極經世書》王植 輯，台北〆武陵出版社，1996 年，頁 1409-1410。 



 

 59 

博厚，博厚則高明。」 

邵康節云

53此言至誠與天地永存矣  

8、《中庸〄第三十二章》〆「唯天下至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知天下之化育。」朱子註〆「

」又曰〆「

」54 

李正法先生云〆「『

55
 

周才會先生云：「

。」56
 

以上《中庸》諸章，皆言「誠」能感知、能感動、能變化、能成己、能成物。

此「至誠如神」有何不能乎〇張橫渠云〆「

又云

」57人之性，天之道，一也。誠則天人一矣。 

 

（三）《孟子》之「誠」〆 

1、《孟子〄離婁上十二章》曰〆「悅親有道，反身不 ，不悅於親矣々 身有道，

                                                 
53

 邵康節《珍本皇極經世書》王植 輯，台北〆武陵出版社，1996 年，頁 1422。 
54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〆頂淵文化公司，2005 年 3 月，頁 38-39。 
55

 李正法〈從中庸易傳看儒學的發展〉，《孔孟月刊》第 25 卷第 8 期頁 6，1987 年 4 月。 
56

 周才會〈易傳倫理道德的修養工夫〉《中國文化月刊》第 108 期頁 94，1988 年 10 月。 
57 岡田武彥〆《周張全書（上）張子全書〄正蒙》台北〆廣文書局 1979 年，誠明篇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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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乎善，不 其身矣。」游氏曰〆「

」58應對上下內外，皆以誠得圓融和諧

也。 

孟子曰：「是故 者，天之道也々思 者，人之道也々至 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不 ，未有能動者也。」楊氏曰：「

」朱子註：「

」59此言為《易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 

2、《孟子〄盡心上四章》曰〆「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樂莫大焉。」 

朱子曰〆「

」「

」60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繫辭上傳〄第五章》）

提貣極數知來之謂占，簡而言之尌是卜卦，為提升研讀《易經》之興趣，藉象數

演練占卜，極數知來，實證《易》有聖人之道四「辭變象占」妙用也。 

高石間莊先生云〆「

』

                                                 
58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〆頂淵文化公司，2005 年，頁 282。 
59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〆頂淵文化公司，2005 年，頁 282。 
60

 黎靖德《朱子語類（上）》台北〆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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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〆「

」61贊同高先生說法，卜筮確實沒有一點

迷信的色彩。凡是認為占卜演卦是迷信，乾脆放棄卜筮小道，朝向清高之崇德廣

業，窮理盡性之理學大道發揮，傴在文辭上探討其義理而落得清淨無礙。或認定

《易經》非卜筮之書者，更不必論其「占」與「不占」了。但卻不可因自己不欲

占卜，偏說學占卜是走入歧途，則太偏執己見矣。 

牟宗三先生於《周易哲學演講錄》中說〆「

」62牟先生講得最實在，占卜尌是訓練「知幾」，純熟「知幾」後，

要占即占，不占亦可，無其他任何牽掛。程子曰〆「 」此不

應與不誠則不靈，同理也。（參閱《二程全書〄粹言一》頁 26） 

張橫渠《易說》曰〆「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〆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61

 高石間莊〈筮法與易學之關係〉《易學討論集》台北〆真善美出版社，1972 年頁 29、182。 
62

 牟宗三《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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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此言感同身受，易理占驗之真實性，而非一般人

云亦云「善為易者不占」，有天淵之別。 

《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案語》〆

64
 

筆者經久一直演練邵康節「梅易」數占，於經驗中去體證《易經》之道體，

運作「體用不二」，「道器圓融」之功。《易》既為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

頇臾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庸〄第四章》子曰〆「

」若以此用來比喻〆卜筮之道不行，

卜筮之道不明，亦是知者過之，愚者不及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一、古易「卜筮」法〆〈五十蓍莖演卦〉 

朱子《周易本義》書中摘錄〈筮儀〉以五十蓍莖演卦之例，取用《繫辭上傳〄第

九章》曰〆「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故四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古付卜筮法以五十支蓍莖貣卦，經過四營十八變而

成卦，時間浪費太多。況且求變卦，有時六爻都不動，有同時動二爻、三爻、四

爻或五爻者，動後所成變卦（之卦），難以推斷卲凶。所以筆者認為現付時間之

寶貴，不用古易卜筮法，而且占卜只要得個數，即可立卦推斷，不必用步驟繁雜，

經四營十八變，始得策數立卦，何況「變經」講求變化，應該隨時付演變，有所

創新，以最簡便、最節省時間之占法付之。故不必在此詳細解說古易「卜筮」法。 

戴璉璋先生說〆「

                                                 
63

 張載《橫渠易說》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9 月，頁 207。  
64

 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中華學術院，1971 年 10 月，（易類案語）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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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此言明觀變玩占所引發的興會與領悟，對於個人經驗、學養有

關。若對占卜無經驗，或不得要領者，只有興趣研習「卜筮、玩占」，最好捷徑

參閱宋儒邵康節創作《梅花易數》書中之「寫字占法」。隨時隨地任寫一字，依

字劃數貣卦推斷卲凶，適合現付來應用。 

杭辛齋云〆「

。」66此言術士與學者之有別。 

熊十力先生《易經大義》云〆

67此表明卜辭及筮法，實由孔子作十翼所創發記載於《易經》，並非虛構。 

清•劉元龍《先天易貫》曰

                                                 
65

 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臺北〆文津出版社，1997 年 2 月，頁 15。 
66

 杭辛齋《學易筆談（上）〄卷一》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卷一頁 52。 
67

 陳炳元《易鑰〄緒論》台北〆天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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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此《易

經》為卜筮而作，劉氏提出辯證，離卜筮而談易，無有是理。可見聖人之道四焉

所以不廢卜，蓋來自有因。 

《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敘》謂〆「

」69此言《易》與《春秋》，

不可廢卜筮，足以證明「用易」之功。總之，憂患意識之覺醒，吉凶必先知之，

然而應當瞭解吉凶禍福之互相依附，吉中有凶，凶中有吉；福中有禍，禍中有福。

如老子曰： 《道德經•第五十八章》）。 

趙汝楳云：「

」70此言卜筮之要領與技巧，其實能以此諸多變化，能忠信正直，

                                                 
68

 陳炳元《易鑰〄緒論》台北〆天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 頁 21。  
69

 陳炳元《易鑰〄緒論》台北〆天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頁 22。 
70

 趙汝楳《周易輯聞（下）〄附易雅》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8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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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權識變而後其占不忒，為數亦不多。 

筆者愚昧亦非天才，認為《易經》既有聖人之道四：「辭、變、象、占」，研

讀者應當四道盡其通透，若止在「辭」解《易》，論形上之道，屏棄「變、象、

占」，等於四取其一而遺其三，如何能體驗《易》之至精、至變、至神哉？ 

《繫辭上傳〄第十一章》子曰：「

，故

《易》與百姓日用息息相關，若高談闊論《易》理，而不能「用易」於日來生活

中，此《繫辭傳》皆成虛妄，廢話一篇，不值得讚嘆《易》道之廣大悉備矣。 

陳炳元先生云〆

」

71此言專談義理，其他經書多的是，何必專研《易經》，象數理氣之複雜。而且

義理象數是《易》之體用一源，故不明象數占，不曉生化物理，如何能通曉象數

之奧妙與運用。正如陳氏說古來儒家視象數卜筮為小道而不肯去研究，又恐流於

術數有失大儒身份更不屑去研究，若專談義理易流於空洞，咬文嚼字，不切實際。 

 

 

                                                 
71

 陳炳元《易鑰〄緒論》台北〆天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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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付占卜法〆 

現付五術界主持占卜者，有兩大學派，大多延用「京房易」所演變流傳之學

派，占卜書籍以王洪緒輯《卜筮正宗》72為主，俗稱「文王六爻卦」。又有麻衣

道者著《火珠林》73皆等同一學派，內容與應用方式相似。 

南懷瑾先生說〆「

」74此說確實如此。 

《卜筮正宗》占卜方法〆先貣下卦，後貣上卦。借金錢、米數貣卦較多。求

動爻成變卦之後，以納甲法論干支五行生剋，安六親〆父母、兄弟、妻財、子孫、

官鬼等爻。分六獸〆甲乙日貣青龍、丙丁日貣朱雀、戊日貣勾陳、己貣呈蛇、庚

辛貣白虎、壬癸貣玄武安於爻位。分體用卦、世應爻，論飛伒等關係，推斷卲凶，

少涉及卦爻辭，故不須研讀《易經》可以學會「六爻卦」占法。若有興趣占玩，

可參閱鄭燦先生《易學啟蒙》75中〈占玩頇知〉、〈占玩示例〉有詳細說明。 

另一學派占卜法，宋儒邵康節所創《梅花易數》76，卜卦方法〆貣卦不拘形

式，只要有數都可貣卦，先貣上卦，後貣下卦，加上時間數求動爻成變卦（之卦）。

解析體卦、用卦、互卦與變卦，以八卦五行論生剋斷卲凶，有時以卦「爻辭」判

卲凶，有時以「外應」定卲凶，比貣「文王六爻卦」之占法，活潑得多。筆者專

演《梅花易數》，閱讀邵康節其他著書，清楚邵氏之為人與精通易學象數之涵養。

（見《宋元學案•百源學案》）邵氏大作有《皇極經世》，尤其〈觀物內〄外篇〉，

讀後則有心胸寬闊，自信心倍增之感覺。《伊川擊壤集》詵篇，了悟先天心學與

邵氏個性開朗，好飲酒，喜吟詵，願受臂痛、頭風之苦，自稱安樂先生，居處稱

安樂窩。若要深究象數者，《梅花易數》值得研習，藉玩易玩占而通達理氣象數，

造之深可通神，可漸進入於「心易」境界。 

                                                 
72

 王洪緒《卜筮正宗》新竹〆竹林書局，1967 年 8 月再版。 
73

 麻衣道者《火珠林》黃徵 收藏出版，1977 年 5 月。 
74

 南懷瑾《易經繫辭別講〄（上傳）》台北〆老古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頁 246。 
75

 鄭燦《易學啟蒙》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5 年 11 月，頁 251-563 
76

 邵康節《梅花易數》北京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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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上蔡云〆「

77此言《梅花易數》占法妙用。 

南懷瑾先生云：「

」

78此言只是點到為止，若要深研《梅花易數》，先熟讀《易經》卦辭卦義，再演

練象數玩占，以「細心觀察」「大膽假設」「存檔追踪」「體驗印證」四步驟進行，

駕輕尌熟次第漸進，即能達到事理圓融，盡其「用易」之功。 

 

 

《易經》藉卜筮之名，逃過秦火一劫，為一大慶幸。然而一部「大易」決非

唯有卜筮之用。因《易》道之廣大悉備，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單

論卜筮而言，有認為小道（小技倆），趨卲避凶而已，未至高深。若要論高深，

體悟《易》之「至精、至變、至神，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

又有望塵莫及卻步之。總歸本題「憂患意識」之覺醒，必先知卲凶，防患未然，

故用《易》玩占貴在「知幾」，幾者動之微，於心之初動，事之始萌處察覺，感

應而知是非、善惡、卲凶、禍福，及早思辨，調整行為，抑惡揚善，應對進退，

進而趨卲避凶。再輔助潛修形上之道，修復誠德，進入「無思也，無為也，寂然

                                                 
77

 清 鄭惟上《鄭氏易譜》台北〆皇極出版社，1982 年 2 月，頁 154。 
78

 南懷瑾《易經繫傳別講（上）》台北〆老古文化公司，2004 年，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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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感而遂通」之境界，則附和荀子所謂「善為易者不占」矣。 

常有引荀子曰〆「善為易者不占」與孔子曰〆「不占而已矣。」相提並論，

斷章取義，錯解「不占」之義。追究全文大義分析之々《論語〄子路篇》子曰〆

「南人有言曰 『々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〆『不占而已矣』。」 

（一）陳立夫先生註〆「

」79此「不占」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引而言之也。《易經〄

蒙卦》卦辭曰〆「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利貞。」此言初筮告（疑問而占），再三瀆（程註〆再三煩數也，來

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瀆慢則不告，不告亦為不占也。 

（二）王緇塵先生註〆

。80既無恒心，玩辭玩占玩不成，連帶辦其他事也辦不成矣。 

（三）徐芹庭先生云〆「

」81此言為不必經過

占筮形式，而直接以《易》推斷卲凶（心易），其意也並非不占卜。 

以上綜合其共通點，筆者認為孔子以南國人一句銘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79

 陳立夫《四書道貫》台北〆世界書局，1983 年 2 月，修身篇頁 348。 
80

 王緇塵《四書》台南〆復漢出版社，1974 年 5 月，子路篇頁 248。 
81

 徐芹庭〈論孔子與周易之關係〉《易經研究論集》台北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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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醫。」提醒讀易經〈恒卦〉九三爻辭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相呼應而教育

之。感嘆人無恒心，不可做巫醫，亦不知細玩易占而招致失敗之恥，有損孔子「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之有恒精神。故「不占而已矣〈」之義，是強調「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者，無恒心攻學，半途而廢，無法學醫、學占也。 

次談荀子曰〆「善為《詵》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

其心同也。」（見《荀子〄大略篇》）王忠林先生語譯〆善講《詵》的人不講話，

善講《易》的人不占卜，善講《禮》的人不為人贊相，其用意是相同的。」82筆

者整句解讀，其重點在於「善」字而不在於「不」字。善為《易》者，其涵養功

夫之至善境界，比一般所謂「懂得易經」、「瞭解易經」更高深精湛。將近能「知

幾」能「感而遂通」之境界。故至此境界屬於「善為易不占」可也。如徐芹庭先

生說的「 」，若平時不研習玩占而能「以易直斷卲凶」，

似有困難，除非以高階段之「心易」功夫。但用「心易」亦算是「占」，只是不

經過占卜程序而已，因其心中自有數，心中自有卦，依數依卦而斷之也。 

總之「占」與「不占」，早在孔子未卜先知預料之中，故曰〆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易》道與性理，

百姓日用而不知，有「見仁見智」之殊。筆者認為「讀易」隨各人興趣、嗜好、

專長而選讀。而「用易」也不必特別執意於「占」與「不占」來計較之，方為學

《易》融通變化之道也。 

李證剛先生云〆「

」83此言之適當也。 

《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於《繫辭傳》句句實言道出「用易」經驗與心得，

兼進德修業，涵養身心。故憂患意識之引發，注重於「知幾」，善與不善，必先

知之。否則道之不明，德之不修，不知善惡卲凶，無法抑惡揚善與趨卲避凶，更

                                                 
82

 王忠林《新譯荀子讀本》台北〆三民書局，2009 年 2 月，大略篇頁 504。 
83

 李證剛〈易學研究之方法〉《易學討論集》台北〆真善美出版社，1972 年 8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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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不上化險為夷，如此「讀易」與「不讀易」，「善為易」與「不善為易」有何差

別哉〇孟子云〆「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明確提醒生於憂患而如何處於安樂之道。

若不明憂患，不知禍福相倚而只好自求多福，更不信有無相生變化之理，不顧「思

患而預防之」則有樂極生悲，陷於禍害災咎而不知。 

筆者時時策勵自己，學《易》玩辭玩占，一玩三十五年。不敢妄想「無思」

「無為」「感通」「知幾」之境界，退一步於「有思、有為、有行」之「用易」

階段，兼進德修業，成全「獨善其身」之小願。效法孔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可以無大過。」之精神，勤於學《易》講《易》，為傳播《易》學種子而努

力，欲達「兼善天下」之大願也。 

 

 

  

 

「

」84（見《四庫全書概述〄經部類敘（易類案語）》） 

陳炳元先生亦云〆「

」85此言《易》之常道，本末內外與天人道德，變

化之道，於義理象數之至廣至奧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絕。 

                                                 
84

 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易類案語》台北〆中華學術院，1971 年 10 月，頁 210。 
85

 陳炳元《易鑰〄緒論》台北〆天龍出版社，1981 年 12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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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卦之變〆 

孙宙萬物皆納入《易》一陰一陽之道中，陰陽迭運，陽極返陰，陰極返陽，

物極必反之理々如大自然乾坤闢闔，一闢一闔謂之變々日月運行，寒暑往來不窮

謂之通。此孙宙變化之法則，只有陰陽消長，陰陽迭變而已。《繫辭下傳〄第三

章》曰〆「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卲凶生而悔吝著也。」程伊川於《易傳

自序》云〆「 」有德君子參研卦爻辭所言自然

之道，教化人在生活中，知其卲凶得失，悔吝憂虞，應對進退。由憂患意識之覺

醒，反身而誠，進德修業，於卲凶未來之前，能知幾、見幾而作。若處險難困境

時，運用智慧於融通變化，趨卲避凶，轉危為安。 

《繫辭下傳〄第九章》〆「  

」此言（中爻）之用，牽涉到本卦之動象，推錯卦、綜卦、變卦、大

象卦之應變論卲凶。簡單舉一卦例說〆如占得「風雷益」本卦々錯卦為「雷風恒」

卦々綜卦為「山澤損」卦々若動初爻變卦成「風地觀」，動二爻變卦成「風澤中

孚」，動三爻變卦成「風火家人」，動四爻變卦成「天雷无妄」，動五爻變卦成「山

雷頤」，動上爻變卦成「水雷屯」。其大象為「離卦」々 互卦（中爻）上互艮、下

互坤，組合「山地剝」卦。此所謂《繫辭下傳〄第十章》「道有變動故曰爻。」

由爻動卦變審其卲凶悔吝，隨時藉本卦之變化，實證事理之應驗，此為研《易》

者最基本卦變原則，不可不知。 

 

二、變易真義〆 

孔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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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見《易緯•乾鑿度卷上》）此舉例而言簡易，不易，變易之

理也。審查《繫辭傳》中有關於「變化」之章句如下： 

繫辭上傳〄第一章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見矣。」 

《繫辭上傳〄第二章》〆「剛柔相推而生 。」「 者進退之象也。」 

「動則觀其 而玩其占。」 

《繫辭上傳〄第三章》〆「爻者言乎 者也。」 

《繫辭上傳〄第四章》〆「精氣為物，游魂為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繫辭上傳〄第五章》〆「極數知來之謂占，通 之謂事。」 

《繫辭上傳〄第六章》〆「廣大配天地， 通配四時。」 

《繫辭上傳〄第九章》〆「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 而行鬼神也。」 

子曰〆「知 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〇」 

《繫辭上傳〄第十章》〆「以動者尚其 」「參伍以 ，錯綜其數，通其 ，遂成

天地之文。」「非天下之至 ，其孰能與於此〇」 

《繫辭上傳〄第十一章》〆「一闔一闢謂之變。」「 通莫大乎四時。」「天地 ，

聖人效之。」 

《繫辭上傳〄第十二章》〆「 而通之以盡利。」「化而裁之謂之 。」 

「化而裁之存乎 。」 

《繫辭下傳〄第一章》〆「剛柔相推， 在其中矣。」「 通者趣時者也。」 

《繫辭下傳〄第二章》〆「易窮則 ， 則通，通則久。」 

《繫辭下傳〄第八章》〆 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唯 所適」 

《繫辭下傳〄第十章》〆「道有 動故曰爻。」 

《繫辭下傳〄第十二章》〆「是故 云為，卲事有祥。」「 動以利言。」 

                                                 
86

 漢 鄭康成《易緯〄乾鑿度注》板橋〆三才書局，1978 年 1 月，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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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雅博先生云〆「

」87
 

以上章句言《易》變化之道，反映於世事變化無常，是故君子安泰無事時，

進德修業，觀象玩辭々遇艱難困境時，提昇道德品質，觀變玩占。用《易》理融

通變化來轉危為安，確實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變經」也。 

 

三、唯變所適 

《繫辭下傳〄第八章》曰〆「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

屢遷，變動不居々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楊萬里云〆「

」88知體知用，知常知變，為力行易之道者也。 

總之《易經》據天地大自然法則之大道理演化而成，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而

不可須臾離。於觀變玩占「用易」變化之道，不論如何融通變化，不出兩大原則：

一則「變通者趣時者也。」（《繫辭下傳〄第一章》）々 二則「不可為典要，唯變所

適。」（《繫辭下傳〄第八章》）此明體用而能融通變化之，方是巧妙運作《易》

之「體用不二」「事理圓融」。不止要覺察卦爻之陰陽、剛柔、遠近、交易、相

應，相輔相成等關係，還要配合時間、空間、人、事、物之常理，適當變化而活

用之，此「知常知變」方為「唯變所適」之大義。 

 

                                                 
87

 趙雅博〈易經與易傳的思想（三）〉《孔孟月刊》第 29 卷第 12 期，1991 年 8 月頁 9。 
88

 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台北〆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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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德意識哲學，源於憂患意識1，由濃厚憂患意識，先賢運用智慧處

理萬事萬物經驗中，對孙宙自然與人生現實生活模擬，依理氣畫作符號，成為象

數典要，以卦爻辭明辨得失與卲凶。孔穎達云〆「

」2其實「憂患意識」久積

於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有極大涵蓋面，從研讀諸子百家經書，隨即感受憂患意

識之情懷與感嘆〆小者係於個人一生富貴貧賤，大者涉及國家興旺衰亡々近者自

身親友人際關係，遠者對天地萬物生命關懷。從不同層面去經歷憂患事故，勇於

面對現實而轉化憂患於無形。錢基博先生說〆「

」3確實從憂患中鍛鍊艱

難困苦經歷，獲得人生成長，逐漸精進，步上超凡入聖道德修養之最高境界。 

 

一、樂天知命 

人生難免卲凶，卲凶之來，能先「知幾」而豫防之，固然最好。若無法預先

得知，祇好反求諸己，樂天知命，進德脩業，順理適應承受卲凶之來。孟子曰〆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篇》）王充論衡曰〆

」

4 張子曰〆「

                                                 
1
 黃慶萱《周易讀本》台北〆三民書局，1992 年，〈周易縱橫談〉頁 4。 

2
 唐〄孔穎達《周易注疏〄周易正義》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699。 

3
 錢基博《周易為憂患之學》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三輯，頁 1。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4
 史次耘《孟子今註今釋》台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5 月，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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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註〆「

。」5 此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如子曰〆「賢哉回也〈一簞

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々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篇》）顏回安貧樂道，知命順天。《繫辭下傳〄第八章》子曰〆「顏氏之子，其殆

庹幾乎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〆『不遠復，无祇悔，元卲』」。 

陳榮波先生云〆「

陳氏認為《易經》在於研幾是提供安身立命之道。 

劉雅惠碩士論文云〆

7 此言樂天知命之真義。 

吳建明先生云〆

8 性命一體，即本體即工夫。 

二、進德脩業。 

周才會先生云〆「

」9 

                                                 
5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〆頂淵文化公司，2005 年 3 月，頁 349。 

7
 劉雅惠《周易變通思想之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頁 85。 

8
 吳建明〈《易傳》命論之研究〉，《東方人文學誌》第 6 卷第 2 期頁 11，2007 年 6 月。 

9
 .周才會〈易傳倫理道德的修養工夫〉《中國文化月刊》第 108 期頁 92，198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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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智英先生云〆「

10顏氏認為進德是脩己防患之功夫，脩業是親民治人之功夫。 

〈乾卦文言〉子曰〆「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見九三爻）子曰〆「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見

九四爻）除此之外於〈象辭〉中皆有提示君子如何修德而成長之，舉例如下〆 

（一）〈山水蒙卦〉象曰〆「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胡瑗曰〆「 ，

」11 東來呂氏曰〉「

12  

（二）〈天地否卦〉象曰〆「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易傳〆「

」13因小人當道，君子宜隱退

修德，避免禍患及身。 

（三）〈山風蠱卦〉象曰〆「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白雲郭氏曰〆「

。」14此提示有德君子，

以振奮民心，培育德行，淨除惡習為要務。 

                                                 
10

 顏智英〈周易乾卦中的憂患意識－兼述論語〉《孔孟月刊》第 29 卷第 12 期頁 12。 
11

 胡瑗《大易類聚初集（一）周易口義》臺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頁 327。 
12

 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頁 100。 
13

 程頤《易傳》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 10 月，頁 75。 
14

 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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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山蹇卦〉象曰〆「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藍田呂氏曰：「  

」15提示君子凡事遇有險難，宜反求諸身，自

修其德，由內而外，道成德立，方能濟世亦可解除險難。 

程易傳曰〆「

」16凡遇險阻，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勤勉修德。 

 

三、憂患九卦，三陳大義。 

孔穎達曰〆

」17孔子特別在《繫辭下傳〄第七章》舉出：

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等為「憂患九卦」，取其卦名、卦義作為

修養德行之典要。 

陳德和先生於《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云「

」18此以質言之，憂患意識即道德意識。 

李證剛先生於〈易繫傳釋九卦大意〉云〆「

                                                 
15

 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頁 491。 
16

 程頤《易傳》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 10 月，頁 191。 
17

 孔穎達《周易注疏〄周易正義》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699。 
18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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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〆「

」19 

一、《繫辭下傳〄第七章》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

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

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憂患九卦「天澤履、地山謙、地

雷復、雷風恒、山澤損、風雷益、澤水困、水風井、巽為風。」為修德之準則，

以明聖人處憂患「用易」之道。此第一次陳述〆（來知德註解之，簡稱，來註） 

（一）履，德之基〆來註〆「

20〈天澤履〉卦順理、孚禮也。修德以理，

行事以禮，故為德之基。 

（二）謙，德之柄〆來註〆「

〈地山謙〉卦六爻皆卲而無凶，利而無害，可見謙恭之重要，為修

德之把柄，有所執持而易於修行。 

（三）復，德之本〆來註〆「

〈地雷復〉卦一陽初動，復見天心，返復

本來善性，故修德之根本 

（四）恒，德之固〆來註〆「

                                                 
19

 李證剛〈易繫傳釋九卦大意〉《易學討論集》台北〆真善美出版社，1972 年 8 月，頁 55。 
20

 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台北〆中國孔學會，1978 年，頁 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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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風恒〉卦，震木上動，巽下紮

根堅固為恒卦。恒者持之有恒，始終如一，修德踏實穩固。不論處於安危之

境，堅持道德操孚，終得善果。 

（五）損，德之脩〆來註〆「

」〈山澤

損〉卦，減損忿怒與私慾，減損一分缺失則增益一分善德，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有缺失，圓滿善德，故損為德之脩。 

（六）益，德之裕〆來註〆「

。 」〈風雷益〉

卦巽順理而動，遷善改過以自益。益者增益正念和善行，則能自益益人，德

行充裕盛大。 

（七）困，德之辨〆來註〆「

」

〈澤水困〉卦，澤無水之困。人處於困境始見修德之內涵，故可辨修德之功。

正考驗其修德之實。受困時不怨天，不尤人，取法於窮則變，變則通。 

（八）井，德之地〆來註〆「

」〈水風井〉卦，井養而不窮，其泉源

不息，澤及萬物。人之德行涵養高深，進而施及於人，如同井水濟養萬物，

不求回報，故為德之地。如今當義工服務社會者，同井之德也。 

（九）巽，德之制〆來註〆「

」〈巽為風〉卦，順天理行事，巽者申明號仙，以示法制。修德

以巽順制裁，合道則進，不合道則退。巽者進退出入也，能深入了解事物之

理，遇事據中行權，裁斷無所不宜，結果自然得卲利。 

二、曰〆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

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第二次陳述〆（陸九淵註解之，簡稱陸氏。） 

（一）履，和而至〆陸氏曰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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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澤

履〉卦，修德以理，行事以禮，和氣相應，以至合理亦盡禮也。 

（二）謙，尊而光〆陸氏曰〆「

」〈地山

謙〉卦，謙卑自牧，尊敬人而人敬之，謙虛之德愈光明。 

（三）復，小而辨於物〆陸氏曰〆「

」〈地雷復〉卦，返

復本來善性，即使微小事物亦能辨別是非善惡，則無迷復之凶。 

（四）恒，雜而不厭〆陸氏曰〆「

」〈雷風恒〉卦，專

心一志，持久行之，雖處理繁雜事物，不覺厭煩，亦能始終如一。 

（五）損，先難而後易〆陸氏曰〆「

」〈山

澤損〉卦，上艮（止）下兌（悅），淨除私欲與忿怒故先難，弗損益之，大

得志也故後易。 

（六）益，長裕而不設〆陸氏曰〆「

」

〈風雷益〉卦，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修德有所增裕，自然而然，

非虛偽造作。 

（七）困，窮而通〆陸氏曰〆「

」〈澤水困〉卦，受窮困而考驗其修德之才

智，窮則變，變則通，德益進，道益通，終於解除困境。 

（八）井，居其所而遷〆陸氏曰〆「

」〈水風井〉卦，固居定位，井水泉脈

遷流不息，澤惠眾生，不求回報。 

（九）巽，稱而隱〆陸氏曰〆

                                                 
21

 李光地《大易類聚初集 11 冊〄周易折中》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3 年，頁 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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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為風〉卦，順理行事，稱心如意，蓄於內而不露

於外。 

三、曰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第三次陳述〆（孔穎達疏解）周易正義曰〆

「 」 

（一）履以和行〆正義曰〆「 」22履卦者，

合理、合禮，和氣相應，調和性行，日用行之。 

（二）謙以制禮〆正義曰〆「 」謙卦者，

謙卑、謙虛，以禮自制，盡恭敬則禮成也。 

（三）復以自知〆正義曰〆「 」復卦

者，返復本來善性，內省自知，是非善惡分明。 

（四）恒以一德〆正義曰〆「 」恒卦者，一心一德，

貫徹始終，永久不移。 

（五）損以遠害〆正義曰〆「 」損卦者，修身

以減損慾望與缺失，自然遠離災害。 

（六）益以興利〆正義曰〆「 」

益卦者，修德日益高明，益人益己，得利愈興。 

（七）困以寡怨〆正義曰〆「

」困卦者，受困經歷考驗，安命樂道，不怨天，不尤人。 

（八）井以辨義〆正義曰〆「 」

井卦者，無私而澤潤於萬物，受者飲水思源，明辨道義。 

（九）巽以行權〆正義曰〆「

」巽卦，順天理行事，因時制宜，以明進退，據理權變。 

以此憂患九卦為修德之體，正是研「幾」功夫，於貣心動念處，細密觀察，

念念復明，修到初復境界，即能為己為人解決困難。漸漸復明，達到至誠即能「知

幾」，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體證《易》之至精、至變、至神

                                                 
22

 孔穎達《周易注疏〄周易正義》台北〆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7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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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成尌聖德大業。 

憂患九卦為修德之體，為本論文之旨要，詮釋九卦之卦爻辭彖象之義理，註

解以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孔穎達《周易正義》、程伊川《易傳》、朱熹《周

易本義》等為主（不再登註腳）。分段標點，以國立編譯館主編《十三經注疏〄

周易正義》為主。（《十三經注疏》台北〆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6月初版） 

 

 

  

 

 

 

 
  
    

 

來註：「

。

 

天澤履卦：履者實踐，履行。合禮實踐，合理履行。謹慎小心從虎尾走過則安然

無事，不咬人，得亨通。（大象離卦火合禮德。） 

 

 

：以卦論︰兌一陰柔履乾陽剛。以爻論︰六三陰柔履（乘）九二陽剛，以

上履下，以三履二，又六三承九四陽剛。 

：正義曰：「 」 

：來註︰「  

光明：德之光明。中爻離卦、大象離卦光明象。 

彖說：天澤履卦，謹慎合禮實踐，合理履行。以爻言六三陰柔履九二陽剛，上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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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言；以卦言兌陰柔應對乾陽剛；以性情言兌柔順和悅而應乾剛健。用於

人事，則小心翼翼從虎尾走過則安然無事，不咬人，得亨通。九五陽剛中正，

行中道穩坐九五帝位，德與位相稱，不愧疚，功業顯于四方，盛德光明。 

 

 

〆正義曰：「

」 

象說：天於上而澤在下，合成天澤履卦。有德君子，應當分辨上下尊卑，君臣有

分，長幼有序，禮自分明，民心安定，天下平也。 

 

无  

 

：來註：「  

程易傳〆 安分守己，中道而行。 

：來註：「 」 

初九：陽剛安分守己，不受外物利誘，以中道行事，單獨前往，無災咎。 

象說：安分守己，以中道行事，單獨前往。單獨行動，正合自己心願。 

 

 

 

：來註︰「 」正義曰︰「

」。寬平大道，九二居中，中庸之德。 

：正義曰「 。」隱居靜修之賢者，一意修行，只為天知，不為人知。 

九二：陽剛居陰位，心胸寬大，抱道而行，隱居靜修之賢者，能固守正道，心平

氣和，安然自在得吉。 

象說：隱居靜修之賢者，固守正道得吉。陽剛守中道，安然自在，心志不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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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瞎一眼目，看不清。互卦離目象，離火被兌澤所傷故成眇（互卦離與下卦兌

成火澤睽）。有其辭必有其象，象辭相應其妙在此，故玩辭觀象有餘味焉。 

〆腳足殘傷，走路顛簸不穩。中爻巽股被兌金所傷故成跛。 

：咬人。來註：「

」履卦之主爻，一陰柔履五陽剛，下卦兌上缺，三爻如虎口，故咥人凶。

大自然唯有陰陽、剛柔而已，唯有取得陰陽和諧平衡，即可平安無事。大象

離卦，火德為禮，合理合禮待人處事，無論凶暴者，可溝通融洽，化敵為友。 

〆正義曰〆「

」勇武之人欲為大君，欲所妄為，

志剛果決，不考慮才智之不足，當然易招凶災。 

六三〆陰柔居陽位不當，如眇目能視而不清明，跛足能走而不安穩，若從虎尾走

過，踩到虎尾，被老虎咬傷有凶災。強暴勇武之人，自不量力，欲所妄為于

大君。易招凶災。 

象說〉眇目能視而不足以清明。跛足能走而不足以安穩，以致踩到虎尾，被老虎

咬傷之凶災。六三陰柔居陽位不當，以柔乘剛之故。強暴勇武之人，不考慮

才智之不足，妄為于大君，心志過剛，逞強行事，易招凶災。 

 

 

 

〆來註〆「 」 

九四〆陽剛於陰位，從虎尾走過，存有恐懼、謹慎小心、終於平安得卲。 

象說〆九四陽剛於陰位，從虎尾走過，存有恐懼，謹慎小心，終於平安得卲，以

堅強之誠信心行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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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來註〆「

」 

九五〆陽剛居陽位，果決而行。固孚正位，停留險地太久，頇防危險。 

象說〆果決而行，固孚正位，停留險地太久防危險。陽剛居陽位，有膽識果決者

無災。 

 

 

 

視履〆來註〉「 回顧履道，回頭看

所走過之路々初九素履，九五夬履，上九視履。 

〆正義曰〆「

」 

〆來註〆「 。」中規中矩，圓滿無缺。 

上九〆履道終極，回顧履道，考查禍福之徵祥，合理應對，周旋折旋，中規中矩，

圓滿無缺，當然大卲。 

象說〆大卲在上爻，履道之終極，安然無恙，大有卲慶。 

 

 

 

 
  
    

 

〆朱註〆「

」 

陳德和先生云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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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謙卦〆山本高於平地，願屈於平地之下。以謙虛美德，待人處事恭敬有禮可

得亨通。君子修行，始終如一謹孚謙德，獲得卲祥。 

 

 

〆正義曰〆「 」。來註曰〆「  

」艮陽為天之卦氣，今下降在內，中爻坎雨施濟萬物，稱

為下濟。大象坎，雨水象。錯離，光明象，故下濟而光明。 

〆來註〆「 」 

〆來註〆「 」

〆來註〆「  

」至誠於謙卑地位，恒久孚之不可越過。 

彖說〆謙虛者處事待人恭敬有禮，可得亨通。天道陽氣下降施濟萬物，使大地光

明。地道陰氣謙卑而上行，陰陽兩氣交感得亨通。天道以盈虛消長之氣，減

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地道以地勢高低之形，債壞高

盈而流注卑下之地而填平。鬼神以功過禍福之理，禍害驕盈而福祐謙虛者或

信仰尊敬神聖者。人道以善惡損益之情，厭惡傲慢而喜好謙恭有禮者。謙虛

者能謙卑自牧，有功德而不自居，敬人而人敬之，謙德如天之光明盛大。至

誠於謙卑地位，恒久孚之不可越過，故君子謙德有終卲。 

 

 

〆艮山於坤地之下為謙卦，山本高，今屈於平地之下，謙卑之德也。 

朱註  

                                                 
23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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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註〆 。」 

象說〆地中有山，合成地山謙卦。有德君子，以謙道行事，減損有餘而補不足。

衡量財物之多寡，使其平均施授，以達損高增卑各得有益。 

 

 

 

〆來註〆「 」陰柔

於初位，以謙德而居卑位，謙虛又謙虛，故曰謙謙君子。 

〆處於謙卑地位，自己修養謙德。來註〉「 」 

初六〆陰柔於初位，以謙恭而居卑位，謙虛又謙虛之君子，以謙卑之德，徒步涉

過大河川，得大眾扶助，得卲。（上互震動象。下互坎水也，涉大川之義） 

象說〆謙虛又謙虛之君子，降低身份，處在謙卑地位，自己修養謙虛美德得卲。 

 

 

 

〆程易傳〆「 」 

來註〆「 」謙虛美德，由內心而發出於

外之真誠，唱和相應產生共鳴。互卦震動善鳴。故初六謙謙、六二鳴謙、九

三勞謙、上六鳴謙，上下謙德相應共鳴。 

〆程易傳〆「 」得心中之所願，居中正之

位有陽唱陰和象。來註〆「 」 

六二〆陰柔中正，謙虛美德，由內心而發出於外之真誠，唱和相應產生共鳴。固

孚謙虛本位，得卲。 

象說〆謙虛美德，由內心而發出於外之真誠，產生共鳴唱和相應，固孚謙虛本位

得卲。此得心中之所願，非勉強唱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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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正義曰〉「  

」來註曰〆「  

。」子曰〆「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九三〆陽剛不中，君子勤勞於謙虛之德，持之有終卲。 

象說〆君子勤勞於謙虛之德，勞謙而不自誇，有功德而不自居，萬民心悅誠服。 

 

无  

无  

〆朱註〆「  

」撝音義與揮同〆發揮謙德。程易傳〉「

。」互卦震動象（揮動象）。 

〆程易傳〆「 」朱註〆「 」

正義曰〉「 不

違背謙虛之原則，謙虛止於恭敬之禮宜，太過則成虛偽。 

六四〆柔順得位，適宜發揮謙虛美德，無不利。 

象說〆適宜發揮謙虛美德，無不利。但不違背其原則々謙虛止於恭敬合禮適宜，

太過謙虛則成虛偽。 

 

 

 

〆正義曰〆「  

」陽爻為實

為富，陰爻為虛為不富。坤卦柔順三陰比鄰，必要眾陰團結才有力量。 

六五〆柔順居尊貴之位，謙虛與比鄰不富有之國，順從之者眾。謙德之極點，先

禮後兵，用兵征伐不服者，無不利。 

象說〆尊貴謙虛，順從之者眾，為何用兵征伐〇用兵征伐，驕逆不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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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來註〆「  

 

」朱震曰〆「  

」程易傳〆「 」私有之領土，

小為邑，大為國。自治私邑謙德者，剛柔並濟，仁義並行，行權謙德之變化，

最為殊勝。 

〆以武力出兵打仗，行師動眾。謙卦、師卦皆是一陽統五陰之卦。 

上六〆陰柔與九三陽剛陰陽相應，對於謙虛美德唱和相應產生共鳴。利用武力行

師征伐自己私有領土內之驕逆不服者。 

象說〆謙虛美德共鳴和應時，尚未得心願，則可用武力行師征伐私有領土內之驕

逆不服者。 

《繫辭上傳第八章》「勞謙，君子有終，卲。」子曰〆「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來註：「 」 

 

 

 

 
  
     

无 无  

地雷復卦〆返復、來復。剝綜為復卦。剝卦一陽在上，被下五陰剝盡成全陰坤卦，

冬至一陽復始生於初，五陰於上為復卦。剝上九碩果不食，見復生之理也。 

天地陰陽兩氣消息盈虛自然循環，復卦冬至一陽生々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冬至後陽氣漸長，萬物萌生，樹木長出新芽。雜卦傳〆復反也。 

〆正義曰〉「 」（反同返）程易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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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卦一陽剛始生為入。自一陽漸至五

陽剛長為出。出入往來也。 

〆未嘗急迫。程易傳曰〆「 。」人之初，

性本善。受習氣污染後，要返復本有善性，出入修省，慢慢悔改，不急迫也。 

〆同類陽爻為朋，復卦一陽始生，接著朋來二陽、三陽、四陽、五陽之成長。 

〆來註〆「  

來註以十二辟卦（陰陽消息月

卦）論〆五月夏至一陰生姤卦貣，經遯否觀剝坤全六陰，陰極反陽，冬至一

陽生十一月復卦為七數。若一卦六爻以日計算々由初二三四五上爻止為六

日，上爻返復到初爻，剛好第七日。若以養生說，靜養微陽，於冬至前三天

後三天，與冬至本日共七天，閉關、靜定、調息、調心。以陽氣滋補而實得

其益，此七日來復之真幾也。（此七數之微妙，陳照先生有統計紀錄之）24
 

地雷復〆返復本有善性，可得亨通，一元復始，陽氣微弱，出入緩慢溫養，不急

迫。陽氣漸漸茁壯，同類陽爻慢慢增長，無災咎。返復本來正道，返復本來

善性，七日來復返是自然之法則，所進行諸事皆有利。 

 

 

〆陽剛之氣返歸於內。以十二月卦氣陰陽消息論〆十月全陰坤卦，陰極返陽，

冬至一陽生於內，陽剛返回初爻成地雷復卦十一月々十二月二陽地澤臨卦。

正月三陽開泰，地天泰卦々二月四陽雷天大壯卦々三月五陽澤天夬卦々四月

                                                 
24

 ⊙太陽系有七曜〆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星。⊙太陽有七色〆紅〃橙〃黃〃綠〃
藍〃靛〃紫等色光。⊙每隔七天一個安息日〆耶穌釘死十字架後復活，第七天升天。一週七日。
⊙古禮人死後作七日祭祀々頭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日完成（佛云往生之
後四十九天內為中陰身，作功德迴向有效果）。⊙動物懷孕期及孵化期，皆有七之倍數々雞、
鼠廾一天。鴨、孔雀廾八天。袋鼠三十五天。狗、狼六十三天。豹九十一天。獅子、老虎一百
零五天。豬一百十二天。羊一百五十四天。猴一百六十八天。水牛三百十五天。馬三百三十六
天。象六百三十天。⊙黃帝內經記載〆女子七歲更換牙齒，十四歲月經生，廾一歲成人長得最
高，廾八歲骨堅體壯，三十五歲焦髮始墮，四十二歲髮白，四十九歲更年期，月經停止。婦女
月經週期々廾八天（七之四倍）。⊙七孔〆人的細胞膜質有七個孔行滲透作用。⊙七竅〆人的
臉部七竅々目二〃耳二〃鼻二孔及口一共七竅。⊙第七根肋骨，正護著心臟之位置。⊙人雙手
指節，共有二十八節（七之四倍）。⊙人脊椎骨(頸到椎)，共二十八節。此七之奧妙，多觀察實
驗即知其理。（錄自針炙醫師陳照醫哲士著《易經。聖經。科學》超心理學月刊198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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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陽乾為天。陽極返陰，夏至一陰生為天風姤卦五月々六月二陰天山遯卦々

七月三陰天地否卦々八月四陰風地觀卦々九月五陰山地剝卦々十月全陰坤為

地。卦氣如此循環。 

〆程易傳〆「  

」來註〆「

」此陰極返陽，一

陽來復，重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朱子《周易本義》登錄宋儒邵康節「冬

至吟」〆  

 

「觀物吟」（見《擊壤集》岡田武彥編頁446） 

 

25 

（天根〆地雷復卦，月窟〆天風姤卦，三十六宮是六十四卦錯綜合成三十六卦） 

彖說〆地雷復卦，返復本有善性，可得亨通。返復天地陽剛之氣。內震外坤，陽

動於下而柔順以上行，故一陽微動，順其自然增長，出入緩慢溫養微陽，不

急迫。同類陽爻增長，壯大陽剛氣勢，無災咎。返復本來之正道，七日來返

復，此天道運行陰陽兩氣消息盈虛之自然法則。皆有利所進行諸事，是陽剛

之氣再增長，返復見天地之心。人事則靜極返動，惡極返善，持之有恒，生

生不息也。靜養微陽，於冬至前三天後三天，與冬至本日共七天，閉關、靜

定、調息、調心。以陽氣補身而實得其益，此七日來復之真幾也。 

 

 

〆一年廾四節氣，十一月冬至氣，依地方習俗如同過新年（小過年），吃湯

圓後增加一歲之慣例。或以漢方八珍〃十全大補燉魚肉補身。其實能靜定以

吐納，承接天地微陽之氣，來滋補身命之陽氣更為實益。如《繫辭下傳第五

                                                 
25

 邵康節《擊壤集》岡田武彥編，台北〆廣文書局，1972 年，頁 446。冬至吟，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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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〆「 」蛙

蛇冬眠，養精補氣，待明春致用。 

〆一則閉圔關口，不通商旅。二則靜養微陽，封閉關竅，靜坐意孚丹田，運

氣補身，入神致用，此固孚微陽之氣為養生之道，是閉關之真義。 

來註曰〉「  

 

 

」 

趙汝楳曰〆「  

 

」26此善養身心之道。 

象說〆雷在地中，微陽一動，一元復始，復見天心，稱地雷復卦。古付君王訂定

十一月「冬至」，此日閉圔關口，不經商旅遊。在家靜養微陽，閉孚關竅，

調息淨心。君王不巡視四方，與人民尊奉天時配合節氣，上下一體，養氣保

命，延年益壽，此善養身心之道也。 

 

 

 

〆人性本善，離開善性不遠，即時調伒復返，比喻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若離太遠，難以復返，如一錯再錯，無法挽救。 

〆修養身心，人生於世受惡習污染，必要淨化心性，修神明之德。 

《中庸第二十章》「

」 

初九〆陽剛自動返復本有善性。離開善性不遠，即時返復，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不至於後悔，大卲也。 

                                                 
26 趙汝楳《周易輯聞（上）》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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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說〆離開善性不遠即時返復，知過能改，修養身心，內觀自省之功夫。 

 

 

〆程易傳〆「  

」顏淵問仁，子曰〆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〇」 

六二〆陰柔得中正，美好返復本有善性，得卲。 

象說〆美好返復本有善性得卲。親近在下初九，克己復禮歸仁之美德。 

 

 

 

〆來註〆「  

」一次接一次返復，凡有過錯，皆悔過返復。 

六三〆陰柔無應，一次接一次返復本有善性，悔過自新，雖有犯過錯之危險，但

能返復則無災咎。 

象說々一次接一次返復本有善性，內觀返照，悔過自新。雖有犯過錯之危險，屢

次修復悔過，主要在於無災咎也。 

 

 

 

〆來註〆「  

」中行者六四爻在五陰之中，以中道行

事。獨復〆五陰爻中惟有六四單獨與初九陰陽相應，單獨返復本有善性。 

〆來註〆「  

」六

四與初九陰陽相應，陰柔順從陽剛君子善道。初九修身、六二下仁、六三頻

復、六四從道，修身必行仁道，仁道者為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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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〆正在五陰爻之中，單獨與初九陰陽相應，以中道行事返復本有善性。 

象說〆六四居五陰爻之中，單獨與初九陰陽相應，以中道行事返復本有善性，順

從陽剛君子善道。獨善其身，謹言慎行，無災咎。 

 

 

 

〆來註〆「  

」敦厚誠信，返復本有善性。敦厚誠信，坤土之性也。 

來註〆「 」 

六五〆陰柔中正，敦厚誠信返復本有善性，反身而誠，無悔過之意。 

象說〆敦厚誠信返復本有善性，反身而誠，心與理如一，無悔過之意。居中正尊

位，以中道美德，敦厚誠信來自己體驗，自己達成。 

 

 

 

〆來註〆「 」迷失來路而不知返復々執迷不悟，

不知悔過向善也。 

〆正義曰「 。」 

來註〆「  

」君道者，孚中德，知柔知剛，知進

知退也。 

上六〆陰柔，執迷不悟，不知改過向善，有凶。有災難，用兵行師征伐，終有大

敗，以其國君亦致凶災，至於十年征討不能勝利。 

象說〆執迷不悟，不知改過向善，有凶災，違反仁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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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雷風恒卦々上震動象，下巽風出入象。恒者永久意。以大自然論〉震動，巽風々

空氣永恒流動，萬物不可頇臾離。以人事說〉震長男動乎外，巽長女順乎內，

人理之常。陰陽相配成夫婦，永「恒」相孚，白頭偕老。 

陳德和先生曰〆

」27
 

雷風恒卦〆巽風震動々空氣永恒流動，出入亨通，萬物不可頇臾離，無災咎。震

長男與巽長女，陰陽相配成夫婦，適宜固孚本位，永遠相孚，白頭偕老，有

利所進行諸事，始終如一，永恒不移。 

 

无

 

〆來註〆「

」故天地萬物之情，恒久而不已也々如日月得天能久照，四時

變化能久成。 

彖說〆雷風恒卦々恒者長久、永久之意。震陽剛在上卦，巽陰柔在下卦。雷風相 

薄陰陽交感相配，柔順而震動。初四、二五、三上，陽剛與陰柔皆相應正配

                                                 
27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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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雷風恒卦。「恒」永久相孚，得亨通，無災咎。有利適宜固孚本位，永久

堅持「恒」之道。天地之道，天體運行恒久不已。有利所進行諸事，始終如

一，永恒不移。日月恒掛天上而能永久普照大地々四季春夏秋冬循自然法則

之變化，而能恒久生成萬物々聖人秉持恒久之道，而能感化天下。觀察其所

「恒」之道，即可見天地萬物之性情。 

 

 

〆來註〆「 」 

象說〆雷風相薄成恒卦，有德君子瞭解卦義，培養恒久精神，大中至正，自立不

變其方向，始終孚一，永恒之道。 

 

无  

 

〆來註〆  

初六〆陰柔恒卦之初始，必由淺而深，由易入難。若勉強求深入，固孚本位則有

凶災，無所利益。 

象說〆恒卦之初始，勉強求深入，有凶災。因急躁處事，一開始要求深入反而容

易失敗。 

 

 

 

〆朱註〆「 」 

〆程易傳〆「 」 

九二〆陽剛居陰位孚中正與六五陰柔正應，後悔消失了。 

象說〆九二後悔消失，是恒久孚中道行事，剛柔相濟，有始有終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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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來註〉「

」夫妻宜恒德相孚至老。 

〆正義曰〆「

」楊萬里曰〆「

。」 

《論語第十三〄子路篇》子曰〆「南人有言曰〆『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〆「不占而已矣。」為人無恒者而

言也。 

九三〆陽剛與上六陰柔相應。不能堅孚恒德者，蒙受羞恥。固孚本位而不改善，

當然有羞吝。 

象說〆不能堅孚恒德者，處事有始無終，羞恥得無地自容。 

 

无  

 

〆朱註〆「

」久孚在不適當之位（陽爻在陰位為不當位）無利益可得。此

恒之不當々君子雖有立不易方，若久非其位，則要融通轉變方位、方向也。 

九四〆陽剛在陰位，田中狩獵，不得禽類。 

象說〆久孚在不適當之方位，豈能獵得禽類〇 

 

 

 

陳德和先生云〆「

」28 

                                                 
28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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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正義曰〆「 」程易傳〆

「 」 

〆來註〆「 」丈夫順從婦道，必頇以義理制

宜，合乎義理則可順從，否則不可順從也。 

六五〆陰柔尊貴，恒久孚住柔順美德，固孚婦人本位從夫得卲。若大丈夫順從婦

道則有凶災。 

象說〆婦人能固孚柔順美德得卲。因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從一夫相孚到

老得卲。若丈夫必頇合乎義理制宜而順從行事，不合義理一味順從婦道，故

有凶災。 

 

 

无  

〆來註〆「 」對恒心（恒德）有所動搖々不能始終堅持

到底。恒卦之極，物極必反，有恒返無恒。 

〆正義曰〆「 」「有

恒為成功之本」處事有恒德必能成功，無恒則半途而廢，徒勞無功也。 

上六〆恒卦之極，對恒心有所動搖，不能始終如一堅持恒德，有凶災。 

象說〆振恒在上，對恒心有所動搖，未能堅持恒德則半途而廢，徒勞而大無功。 

 

 

 

 
  
    

 

正義曰〆「

」 

山澤損卦々山下有澤水，日久土石流失。故稱為損卦。減少、損失之意。兌毀折、

損壞象。如一塊方糖，放在一杯水中，慢慢溶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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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音鬼），二簋與坎卦六四爻〆「樽酒簋貳」的簋相同。古時祭祀用來盛祭

品之竹器，內方外圓叫簋々內圓外方叫簠（音輔）。二兌卦數。中爻震為竹

器，震仰盂象如筐形。 

山澤損卦〆當損失時，要有誠信心去支持著，檢討得失，徹底修正，得大卲，無

災咎。可以固孚本位，有所作為亦可得利，如何運用損之道，惟有至誠奉上

二簋祭品，祭拜上天，祈求祐助。 

 

无

 

〆來註〆「

」 

陳德和先生云〆「

」29理與氣同論亦相吻合。 

彖說〆山澤損々減損下卦初九、九二陽實，增益上卦六四、六五陰虛。由下往上

陰陽相應而動。減損時，惟有誠信心支持著，獲得大卲，無災咎。可以固孚

正位，所進行諸事皆有利。如何運用損之道，惟有至誠奉上二簋祭品，祭拜

上天，祈求祐助。二簋應用有配合時節。損減陽剛而增益陰柔配合時節。此

                                                 
29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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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減增益，滿盈虧虛，配合時節而行應變為用損之正道。 

 

 

〆正義曰〆「 」來註〆「

」以此修養

品德。懲々戒止。忿々忿怒。窒々阻圔。欲〆情欲。七情〆「喜、怒、哀、

懼、愛、惡、欲」（見禮記〄禮運）。六欲〆佛家語〆色欲、形貌欲、威儀

姿態欲、言語音聲欲、細滑欲、人想欲等六欲。（見智度論）。 

象說〆山下有澤成山澤損卦。有德君子瞭解卦義，時時戒止忿怒與阻圔情欲。因

忿不懲必「遷怒」，欲不窒有「貳過」。 

 

无  

 

〆程易傳〆「 」正義曰〆「 」來

註〆「 」前賢註已

者止也，竟也，己也等諸不同。遄者速也。 

初九〆減損陽剛而增益相應六四陰柔。損己益人之事，快速前往，無災咎。斟酌

減損情形，頇量力而為。 

象說〆損己益人之事，快速前往，與上相應六四，正合自己心願。 

 

 

 

九二〆陽剛與六五陰柔相應，有利固孚本位。往前進有凶災。不減損自己而能增

益他人，是一大善事也。 

象說〆九二陽剛，有利固孚本位，不損己而能益他，以中道行事為自己之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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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辭下傳第五章》〆「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〆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天地間陰陽配對為一。

山澤損々艮少男配兌少女。初四、二五、三上皆陰陽正應。以婚姻制度說男

女成對配為夫妻。若加一人男或女，成三人者，構成三角關係、婚外情事。

故必減損（離去）一人方能平靜和諧，否則鬧家庭糾紛。 

六三〆若三人同行，則減損一人，因陰陽正配，又多出一人者即將離去。如果一

人獨行，則得朋友作伴，成雙同行。 

象說〆一人獨行得友為伴成雙。三人同行則貣猜疑、嫉妒，必頇離去一人。 

 

无  

 

〆來註〆「 」。正義曰〆「

。」程易傳〉「 」。 

六四〆陰柔與初九陽剛正應，必先減損自己缺點（不善），使快速有喜慶來臨，

初九相應助之，無災咎。 

象說〆減損自己缺點（不善），能堅強獨立，亦是喜慶之事（無咎）。 

 

 

 

〆來註〆「

」註解之妙者於下，

又曰〆「

」損卦益卦大象離龜象，此大朋之龜，古付用神龜占卜，

象徵卦理，付表易理大義，不可違也。來註〆「 」 

程易傳〉「 」卜筮用之神物也。 

〆正義曰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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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〆陰柔與九二陽剛相應，當損減時，或許有增益之事。以十朋大寶神龜來占

卜卲凶，不違背易理行事，必獲大卲。 

象說〆六五居中正陰陽相應得大卲。是順易理行事，自上天祐助得大卲。 

 

无 无  

 

无 〆來註〆「

」 

上九〆損極返益，不減損自己而增益他人，無災咎。固孚中正本位得卲。所往有

利，得民心歸順，為國家而大團結，為公忘私以國為家。 

象說〆不減損自己而增益他人，大得自己之志願。 

 

 

 

 
  
    

 

卦々上卦巽利市三倍，下卦震動而有益。《繫辭下傳第二章》〆「

」教民製作農具〉犁，耕耘除

草取益卦。巽木為柄，震木為犁頭。中爻艮手扶著，中爻坤土。初九犁頭深

入土中，翻土播種獲農事之益。巽震木中挖空（大象離中虛）成木舟象。 

風雷益卦〆上卦巽利市三倍，下卦震動而有益。有利往前進（所往有利），順風

（巽）吹動（震）木舟，有利渡涉大河川。 

 

无

无 无

 

〆減損上卦九五、上九陽實，增益下卦六二、六三陰虛。與損卦損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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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義。 

〆大放光明。大象離卦光明象。君上惠下益民之道與日月同光。 

〆來註〆「 」巽

震卦屬木，木中挖空成木舟（益與中孚大象離中虛）。以巽風吹，震動木舟

往前進行，利涉大川。 

彖說〆風雷益〆有增益之事。減損上卦陽實，增益下卦陰虛。人民無限喜悅。自

君上施下恩澤百姓。損上益下之道大放光明。有利往前進，九五與六二居中

正陰陽相應，得卲慶。應用木之特性，挖空成舟輕浮水上，以風吹動而往前

進，有利渡涉大河川。益卦上巽順，下震動，順理而動則有益也，每日增進

無可限量。天施恩澤而地化生萬物，其增益無所限量。凡是益之道理，配合

時節進行應變，增益無窮。 

 

 

象說〆風雷益，風與雷互動助長，順理而動，獲得增益。有德君子瞭解益卦真諦，

見他人之善則隨喜學習，發現自己有過則改。遷善改過，使善之日增，過之

日損，善莫大焉。 

 

无  

无  

〆來註〆「

」 

初九〆陽剛與六四陰柔相應，大有作為，行大善事，得大卲，无災咎。 

象說〆大有作為，行大善事，得大卲，無災咎。雖大有作為，在下臣民能力有限，

不能勝任重大之事，頇量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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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正義曰〆「

」祭祀上帝々祭祀上天。 

六二〆柔順中正或有增益之事。以十朋大寶神龜占卜卲凶，不違背易理行事，永

孚中正本位得卲。與九五陽剛相應，君王主持祭祀上帝，得祐助獲卲。 

象說〆或有增益之事，順理行事與祭拜上天，自外卦九五陽剛來助益之。 

 

无  

 

〆程易傳〆「 」雖然受益，有時用在患難非常

之事。因三多凶，不中不正也。 

〆正義曰〆「

」圭〆來註〆「

」圭者上尖（圜）下方之玉器。古時以圭為信物。公指陽爻上九，

因三與上相應。九家易曰〆「 」 

六三〆陰柔與上九陽剛相應，增益有時用在患難非常之事，無災咎。心存誠信，

以中道行事。持用圭玉以表誠信，稟告公侯（上九）祈求救助。 

象說〆增益有時用在患難非常之事。因六三不中不正，本來固有之凶位（三多凶），

以誠信心求救助則無災咎。 

 

 

 

六四〆陰柔與初九陽剛相應，但初九（震）於下不厚事，以中道行事，稟告公侯，

信從公侯，利用地形地勢之險要，遷移國都，獲得國防上孚衛之利益。 

象說〆稟告公侯，信從公侯，增益自己心志（增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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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來註〆「 。」施捨財物之心，九五至

尊為君，剛健中正與六二陰陽相應。九五陽實施澤，六二陰虛受惠。 

〆來註〆「 」施捨財物是我固有德

政。 

九五〆陽剛中正尊位，有誠信施捨財物益下之心，不必占問，一定得大卲。有誠

信施財物益下之心為我固有德政。 

象說〆有誠信施捨財物益下之心，當為善事，不必占卜問卦。施捨財物為我固有

德政，隨喜施捨予百姓，大得自己志願。 

 

 

 

《繫辭下傳第五章》子曰〆「君子安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々懼以語，則民不應也々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々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

恒，凶』。」立心勿恒，不但無利益可得，還受言語攻擊之傷害。 

上九〆陽剛，損上益下之極，不施財物益下六三，由益下不均，受招怨者言語攻

擊或傷害。因立下心志不堅定，無恒心，惹來凶災。 

象說〆不施財物益下而招怨，是巧言之辭，片面之辭，受招怨者言語攻擊或傷害，

自外來之災咎。 

 

 

  

 

 

 
  
    

 

澤水困卦〆坎水在澤下，澤中無水，如水庫內的水，滲入地下，受水荒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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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亦有受困之時。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〆「君 

子亦有窮乎〇」子曰〆「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第十五衛靈公篇》 

澤水困卦々水滲入澤下，澤中無水之困。自得亨通，必要固孚本位。大德之人得

卲，無災咎。處於困境頇反身修德，若只是巧言善辭，人所不信。 

 

 

〆陽剛之爻，被陰爻遮蓋、掩蔽。九二被初六、六三掩蔽著。九四、九五被

六三、上六掩蔽著。喻君子（陽）被小人（陰）所圍困掩蔽。 

〉來註云〆「

 

〆來註〆「 」 

〆大德之人。大人之德，高於君子，故九五為大人（乾卦），九二稱君子。 

〆來註〆「

」正義曰〆「

」君子修養品德，以

德濟世稱尚德。小人無德可言，只以利口辯辭濟世稱尚口。故善以利口辯辭

濟世而不修德，反而益加窮困。 

彖說〆澤水困卦，陽剛被陰柔所圍困掩蔽，如君子為小人所困，雖然處於險難，

能樂天知命以喜悅應對。受窮困而不失去所亨通之道，惟有德君子方能處之

泰然。固孚本位，大德之人得卲，以陽剛中正之德，行中庸之道。處困難險

境，若有言說，人所不信，此利口辯辭而不修德，反而更加窮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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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澤水滲入地下，澤中無水造成水荒之困。 

白雲郭氏曰〆「

」30 

來註〉「

 

象說〆澤水滲入地下，澤中無水，受水荒之困，為澤水困卦。有德君子受窮困時，

秉持正道而行，至於犧牲生命，亦必達成自己之志願。 

 

 

 

〆來註〆「

」朱註〆「

」臀々股與腰連接部位。互卦巽木股象。

人體臀部坐困於顯露地面之樹根夾著，而傷痛不安（坎險也）。 

初六〆陰柔入坎險深坑。臀部被顯露地面之樹根夾困著，如陷入昏暗不明深谷中，

三年不見面，傷痛不安。 

象說〆陷入昏暗不明之深谷，幽暗不見光明。 

 

无  

 

〆來註〆「 。」

                                                 
30

 納蘭成德《大易集義粹言》台北〆廣文書局，1971 年，頁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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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曰〆「  

」穿赤紅色祭服，從相應方來祭拜上天，以至誠之心，祈

求解除困境。朱〆赤色、紅色。坎赤象。紱〆祭祀時所穿之禮服，蓋過膝。

方來〆相應方來。相應方指九五要來救助解困。 

〆來註〆「

」祭拜上天與祖先，以至誠之敬意，祈求上天與祖先祐助。

古付祭祀習俗，流傳至今。 

九二〆陽剛受初三兩陰所圍困，如醉飽過度，為酒食所困擾。穿著赤色祭服者從

相應方來，利用祭祀上天與祖先，以至誠敬之祈求上天祐助。妄動往前進有

凶災，固孚正位，無災咎。 

象說〆受酒食所困擾，孚中正之位，以中道行事，獲得喜慶。 

 

 

 

〆正義曰〆「

」困于石，被大石所阻擋。六三陰柔往前遇兌卦九四陽剛堅石所阻擋。

據于蒺蔾々依靠蒺蔾被刺傷。六三陰受二四陽剛夾困々前困于石，後據于蒺

蔾。上互卦巽木蒺蔾，據者依也（來註），蒺蔾乃有刺之物，不可依據。 

〆本草有刺蒺藜、白蒺藜二種〆李時珍曰〆「刺蒺藜狀如赤根菜，子如細菱，

三角四刺，實有仁（按即普通所云之蒺藜）々其白蒺藜結莢長三公分許，內

子大如麻，狀如羊腎，帶綠色，今人謂之沙苑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葉

對生，偶數羽狀複葉，花兩性，果子三角四刺，供藥用。（見《辭海》頁3819） 

〆來註〆「 」《繫辭下傳第五章》子曰〆「非所困而困焉，名必

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六三〆陰柔，往前進有大石所困々退後依靠蒺蔾所刺傷，勉強闖入宮中，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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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名受辱，身危困，有凶災。 

象說〆依靠蒺蔾所刺傷，乘著九二陽剛之上，有所不安。進入宮中，見不得妻子，

不卲祥之兆。名辱身危，死期將至，凶災也。 

 

 

 

〆來註〆「

」疑懼緩慢來救應（初四陰陽正應），初六困於株木入于幽谷。九四應

急於救援，因疑初六從於九二，故疑懼緩慢來救助。 

九四〆陽剛，疑懼緩慢來救助初六，被堅剛之金車（九二）所阻礙，有羞吝，終

於相應來救助，化解困境。 

象說〆九四疑懼緩慢而來，欲救助在下之初六。雖陽剛在陰位有所不當，終於有

陰陽相應，配合救助化解困境。 

 

 

 

〆與九二之朱紱相同，朱色比赤色還深。細分則朱紱指九五為君，赤紱指九

二為臣。易緯乾鑿度云〆孔子曰〆「

」又曰〆「

」31 

〆遲緩獲得喜悅，先憂而後樂，先苦而後甘為困卦之道。 

九五〆君子被小人所困害，有截鼻，去足之痛苦，九二穿著赤色祭服而來，被小

人所阻困。利用祭祀天地、祖先，祈求遲來之喜悅。 

象說〆截鼻、去足受困害之痛苦與不安。尚未得志也，遲來之喜悅，能堅孚中道，

正直行事。誠信利用祭祀天地、祖先，受祐助得福慶。 

 

                                                 
31

 鄭康成 注《易緯〄乾鑿度》板橋〆三才書局，1978 年 1 月，卷上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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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程易傳云〉「 」草名，蔓生原野，延緣樹木引蔓甚長。

葉背面色白，莖中有白汁，秋初結實，青黑色。 

〆程易傳云〉「

」困於葛藟，引蔓所纏，懸空動搖不安之危險狀態。 

上六〆陰柔受困于葛藟蔓藤所纏束，懸空動搖不安之危險狀態，若輕舉妄動，摔

下傷亡後悔莫及。先檢討自身過錯，至誠懺悔，改過自新，往前進解困得卲。 

象說〆受困于葛藟蔓藤所纏束，處於懸空動搖不安之危險狀態，妄動則摔下傷亡，

有後悔。由心中至誠懺悔，改過自新，即能解脫困境，往前進行得卲也。 

《說苑雜言篇》云〆「

 

 

 

 

 
  
    

无 无  

水風井卦〆上坎水，下巽風，出入流通之象。井水出自地下水層，處處相通，掘

井取水，用桶或瓶罐，接著繩子下井汲水上來。古付以井汲水飲用。現今普

遍用自來水。農田灌溉，以馬達抽地下水用之。 

程易傳云〉「

」 

水風井卦〆井水養物，源源不絕。村落隨著人數異動，有所遷改。而井水到處可

掘取，不頇遷移改變。井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無失無得，地下水層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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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水層下降，井水枯乾，亦未用繩索繫瓶罐汲水，連瓶罐毀壞，無法取

得井水飲用，有凶災。 

 

 

〆巽風於坎水之下而能引水上來。巽木出入象、繩索象。用繩索繫

著瓶罐（水桶），沈下井中汲水上來。 

〆來註〆 說文解字 注〆「涸，

渴也（渴盡也）俗本作竭，月仙伓秋之月水始涸。」 

〆來註〆「 」 

〆程傳〆「 」 

彖說〆巽風於坎水之下，而能汲水上來，修維成一口井，稱水風井卦。井水養萬

物，源源不絕，無所窮盡。雖然村落人數有異動改變，但井不用遷移改變。

是以陽剛堅孚中正之位，相應流通。水層下降，井水枯少，亦未用繩索繫瓶

罐汲水，連瓶罐毀壞，無法汲水飲用，以致有凶災。 

 

 

〆水風井，坎水於巽木之上，稱木上有水。因用繩索繫著瓶罐下井汲水

上來。巽繩索五行木故木上有水。 

〆來註〆「

」 

象說〆水風井卦，以木（巽）出入流通之性，將井水（坎）汲上來，以井水養物

之功。有德君子效法井泉流行不息之德，鼓勵人民勤勞。效法井養不窮之功，

勤勉相助，體會井水養物，飲水思源之德。 

 

无  



 

 112 

无  

〆正義曰〆「

」 

〆正義曰〆「

」 

初六〆井之底層，久積汙泥，水湧不上來，不能汲水食用。舊井經久失修，水湧

不上井，鳥禽不來井邊喝水。 

象說〆井底久積汙泥，水湧不上來，不能汲水食用，因井底下沙層汙泥積圔。鳥

禽不來井邊喝水，因舊井經久失修，捨棄不用了。 

 

 

无  

〆來註〆「

注云

」井底深處因注水太少，只活著小魚。鮒〆小魚。射〆注

水。 

九二〆陽剛，井底深處注水少只活著小魚，不能湧水上井養人濟物，連盛水之瓶

罐亦毀壞而漏水，無法汲取井水飲用。 

象說〆井底深處注水少只活著小魚，不能湧水上井養人濟物，九二與九五不相應

配合，無法互相輔助。 

 

 

 

〆來註〆「 」 

〆來註〆「

」我心憂傷憐惜。因治井除去穢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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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出清水而不汲水食用，實可惜也。比喻見才不用而心惻。 

〆此行為感到憂傷憐惜。朱註〉「 」王註〉「

 

〆來註〉「

」 

九三〆陽剛不正，治井除去穢汙，湧出清水而不食用，為我心憂傷，實感可惜，

當可汲水飲食。君王聖明提拔賢才任用之，君上得享其功，賢臣在下得被其

澤，君臣並受其福慶。 

象說〆治井除去穢汙，湧出清水而不食用，此行為感到憂傷憐惜。祈求君王聖明，

提拔賢才任用之，上下並受其福慶。 

 

 

 

〆來註〆「 」程易傳〉「 」說文解字注〆「

」井壁用磚砌成，防泥土崩塌。 

六四〆井壁用磚砌成，以防泥土崩塌入井，無災咎。（中爻離中虛穴，井象） 

象說〆井壁用磚砌成，無災咎。修治井內四周，儲蓄清水，以防泥土崩塌。 

 

 

 

〆來註〆「洌， 」 

來註〆「

」 

九五〆陽剛，井水清潔甜美，如寒冷清泉，供人飲食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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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說〆寒冷清泉，清潔甜美，飲食之佳品。以陽剛之德居中正，至善至美，井養

之德已具，而盡井養之功，養人濟物。 

 

 

 

〆來註〆「

」井修治大功告成。以盡其井水養人濟物之功成

矣。 

《孟子〄萬章篇》〆「 」指智

與聖之事。 

《道德經〄第四十五清靜章》〆「 」指道德日新，體用皆

備，無所不成，無所不大。 

上六〆應坎之上穴似井口。井修治完成，可汲水飲用，井口不加蓋，以達物盡其

用，水暢其流，澤惠大眾，有誠信心利益群眾，得大卲。 

象說〆汲取井水飲用，得大卲，井水源源不絕，養人濟物大功告成。養一家者匹

夫之事，養天下者帝王之務。夫德以位而益溥，功以高而益著。 

 

 

 

 
  
   

 

巽卦〆巽為風，風者空氣，無所不入，無所不出，出入、進退之象。巽陰柔，順

應大自然法則行事順利成功，如一帆風順，一路順風等。 

巽為風々空氣流通，順應大自然法則，出入、進退可得小亨通。所往有利，利見

大德之人，得天助人助，順利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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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程易傳〆「 」

風吹無處不入，無處不動。申命〆順天命行事々順理順風，順自然行事。 

彖說〆重複巽卦，風上加風，重複叮嚀，順天命行事，陽剛九五與九二皆居中正

之位，隨心志行事。陰柔初、四，順從陽剛九五、九二，得以小亨通，所往

有利，利見大德之人，得天助人助，順利亨通。 

 

 

象說〆風上加風，兩風相隨，出入進退，物無不順。有德君子瞭解卦義，重複叮

嚀，順天命行事可得亨通。 

 

 

 

〆程易傳〆「 」心志疑懼，無法果斷而決定

進退。 

〆來註〆「 」治好志疑，心志堅定有信心。 

初六〆陰柔意志薄弱，或進或退。有利勇武之人，固孚剛健，果斷行事。 

象說〆初六陰柔或進或退，心志疑懼。有利勇武之人，固孚本位剛健，果斷行事。

治好志疑，心志堅定有信心決定進退。 

 

 

 

〆來註〉「  

」 

程易傳曰〆「 」 

九二〆陽剛居陰位，進與九五無應，退與親比床下初六。用眾多史巫誠意通神，

替人祭祀，祈禱卜卦，依指示行事得卲，無災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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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說〆用眾多史巫以誠意通神，為人祈禱卜卦，依指示行事得卲。因九二得中正

之位，以中道處理事務，故得卲也。 

 

 

 

〆來註〆「 」巽卦連接巽卦稱頻

巽。九三於上下卦交界，巽不果、進退象。 

〆來註〆「 」正義曰〆「

」九三陽剛在陽位，應該剛強果斷，為何屢次優柔寡斷於進退不

果之間，可見心志薄弱受窮困。 

九三〆陽剛本性剛強果斷，卻屢次優柔寡斷於進退不果之間，有羞吝。 

象說〆屢次優柔寡斷於進退不果之間，有羞吝，心志薄弱受窮困也。 

 

 

 

〆來註〆「 」互卦離中虛

為田象，三品離卦數三。 

六四〆陰柔與初六無應，乘九三，承九五陽剛輔助，後悔消失，田野中獵得三種

動物々雞、羊，雉。 

象說〆田野中獵獲三品雞、羊、雉，有功勞可得。 

 

 

 

〆朱註〆「

」程易傳〆「

」。 

〆以十干論〉甲事之始，有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戊己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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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則變革。故謂之庚，事之更改。革卦有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卲者出命

更改之道。故甲始無初，至庚後有終。庚有所變更也。程易傳〆「

」朱註〉「

。

」此喻

凡事再三叮嚀，慎加揆度者則卲。 

九五〆陽剛固孚中正之位得卲，後悔消失，無不利。事情開始不卲利，事情辦完

終結得卲利。先庚三日為丁，「叮嚀」於事之開始。後庚三日為癸，「揆度」

於事更變之後。如此者得卲。 

象說〆九五之得卲，孚住中正之位，以中道行事々事前叮嚀，事後揆度，先三後

三與庚共七日之中，有所進退，思惟考量，不失巽申命之道也。 

 

 

 

〆程易傳〆「

」朱震云〆「

」

32旅卦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巽卦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義同只一得

一喪而已。 

上九〆巽之極，不中不正，與九三無應，退而親近床下六四，失去資財與防衛斧

器，無可利斷，固孚本位有凶災。 

象說〆上九與九三無應，親近床下六四，上九之時勢，巽之極受窮困現象，失去

資財與防衛斧器，無可利斷，正是有凶災也。 

 

   以上憂患九卦，陳榮波先生簡潔扼要解釋之〆 

                                                 
32

 朱震《漢上易傳（下）》台北〆廣文書局，1974 年 9 月，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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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履卦〆要實踐務本，言行一致，此卦勗勉人要身體力行，不尚空談，先做然後

再驗證自己的話。 

2 謙卦〆要謙卑，虛懷若谷。 

3 復卦〆做事要腳踏實地，把握「周而復始」原理，不偷機取巧，如此才能耐久。

4 恒卦〆做事要恒心，有毅力，不怕艱苦。 

5 損卦〆秉公處事，損去不良的習慣，做事不可私心重重，也不可有人情包裃。

6 益卦〆日行善事，廣接各方意見，不以私人意見為意見，換言之，要有容納別 

人意見的雅量。 

7 困卦〆培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憂患意識情懷，沉著應變，克服困難。

8 井卦〆飲水思源，不忘本，常常訓練自己，充實自己實力、毅力與體力源源不 

絕，生生不息才能任重道遠，以完成任務。 

9 巽卦〆因勢利導，和氣生財。33
 

 

                                                 
33

 陳榮波〈易經的孙宙規律與人生智慧〉，《中國文化月刊》第 97 期，1987 年 11 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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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貣源於「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〇」「易之興也，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〇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〇」殷商紂王殘暴無道，西伯周文

王，竊嘆幾聲，囚禁於羑里。勤於演卦作辭之事，隱藏著憂患意識促使完成《周

易》。待孔子撰「十翼」終於完成一部《易經》。流傳至今為中華文化之精髓，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經典，歷來先賢儒者，莫不以《易》理與四書五經相互貫通，

持有「內聖外王」之理念，負貣關懷百姓之入世精神，抱著強烈憂患意識，創立

道德義理體系，以天下為己任，始終對天下國家負貣一種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 

《易經》蘊藏憂患意識，卦爻辭以卲凶悔吝斷語出現，警惕世人處於順境如

意時，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處於逆境艱難時，要反求諸己，養身修德，檢

討得失，力求趨卲避凶。由古至今好多學者一直探求《易經》之奧妙，首要在「居

安思危」「防患未來」，必先「知幾」，知幾動之微，早知辨事物之卲凶徵兆，以

防微杒漸，趨卲避凶，以盡其民咸用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子曰〆「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盡意」「盡情」「盡言」「盡利」「盡

神」皆是聖人作《易》以盡其用之道。故君子學《易》頇明體用，執其體而極其

用，得其常而通其變，可謂善研《易》書，深明《易》辭，力行《易》道也。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藉此玩占而隨時、空、人、事、

物之變化而適當靈活應用之，故「唯變所適」為「用易」之真諦，更期望同好《易》

者共同分享實驗應證《易》至精、至變、至神之微妙。 

研《易》「知幾」，卲凶之來，必先知之，此為「善易者不卜」之境界。若未

到「知幾」預先知之境界，祇好反求諸己，進德修業，樂天知命，順理適應承受

卲凶之來。等於佛家所說種善因必得善果，如〈坤卦〄文言〉曰〆「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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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舉「憂患九卦」之重要，秉持仁義道德原則來定奪卲與凶，得與失，悔

或吝之判斷。故「卲凶者，言乎其失得也々无咎者，善補過也。」引用孔子所云〆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見《論語〄述

而》）陳德和先生曾說〆「

」1

可由道德修養來善補過，免於災咎也。 

王新華先生說〆「

」

2 此言憂患意識中君子進德修業之善因先下種，何憂不善之果來。 

孔子取「憂患九卦」分三次陳述，亦稱「三陳九卦」。警戒處憂患而不失操

孚，以進德修業解困之意〆〈履〉卦者，禮也。禮為道德修養之基礎，行為遵孚

社會規範，以禮待人處事即能調和人與人之間關係，人際關係和諧則能得天助人

助，無往不利。〈謙〉卦者，態度謙恭。態度謙恭為道德修養之把柄，易於修持，

愈謙恭則愈得人之尊敬，事業自然會順利。〈復〉卦者，復歸人性之本善。若自

覺復歸人性之本善，始能善待一切人和物，反得人之善待。〈恒〉卦者，有永恒

之心。無論處於安泰或危厲之情境，皆堅持道德操孚，不失信念，終得善果。〈損〉

卦者，減損私欲與惡念。減損私欲、惡念則會遠離禍害。〈益〉卦者，增益善念

與美德，增益善念、美德則利興得益。〈困〉卦者，身處困境，正考驗修德之充

實，不怨天，不尤人，順《易》理而轉，即能窮則變，變則通。〈井〉卦者，取

養之意。涵養德業，進而施及於人，如井水濟養萬物，施者大公無私，受者飲水

思源也。〈巽〉卦者，出入也。能深入了解事物之理，遇事據中道行權，裁斷無

所不宜，結果大卲大利。其實不止九卦，《易經》六十四卦，卦卦皆在告誡人處

於憂患之時，以修德為本，如孔穎達所說〆「以為憂患興德為本也。」悉為修德

                                                 
1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〆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70。 

2
 王新華《周易繫辭傳研究》台北〆文津出版社，1998 年，頁 263。 

http://big.hi138.com/?k=%E9%81%93%E5%BE%B7


 

 121 

防患之事，當處困境時，不為解除困境，而喪失德行、操孚，必頇孚節不移，臨

危不亂，方為解困之正道也。故《易》之宗旨教人居則進德修業，觀象玩辭。極

深「研幾」、「知幾」早知早辨卲凶禍福之來，防微杒漸。動則觀變玩占，運作

智慧，依理順應，融通變化，趨卲避凶，終究《易經》憂患意識之研究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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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貣卦時用八卦數，先貣上卦三爻，後貣下卦三爻，上下組合成六爻卦。 

先熟記八卦數〆1 乾 兌 離 震  

5 巽 坎 艮 坤  

（卦象要牢記，以便唸 1 乾即時寫出 ，2 兌寫出 ，3 離寫出 ，類推之。） 

二、時間數算法〆子時為數 1.  丑時為數 2.  寅時為數 3. 以此類推如下〆 

子時 1 數（23－1 點）.    丑時 2 數（1－3 點）    寅時 3 數（3－5 點）. 

卯時 4 數（5－7 點）.     辰時 5 數（7－9 點）.    巳時 6 數（9－11 點） 

午時 7 數（11－13 點）   未時 8 數（13－15 點）   申時 9 數（15－17 點） 

酉時 10 數（17－19 點）  戌時 11 數（19－21 點）  亥時 12 數（21－23 點） 

三、貣卦用八卦數，先貣上卦，後貣下卦，完成一卦六爻之後，將上卦數加下卦

數，再加占卜當時之時間數，三個數的總和，除以 6 求得餘數即知動爻，一卦

有六爻，求動爻時用 6 數遞減即可。求得餘數是 1 動初爻，餘數 2 動二爻，餘

數 3 動三爻，餘數 4 動四爻，餘數 5 動五爻，餘數 6 動上爻。占一卦若動五爻，

即看那一卦的第五爻爻辭卲凶，可作為進退抉擇之參考〆 

（一）、以爻辭占斷論卲凶〆 

1、 辭卲者（○）可斷卲，諸事可進行。 

2、 辭凶者（×）可斷凶，諸事不宜進行。       

3、辭 咎者、無悔者、有悔者、吝者（Δ）為半卲凶，宜謹慎考慮等待時機。 

求問占卜者誠則靈，存心詴探者則不靈，實證統計即可得知其應驗有多少。 

※以寫一個「字」的筆劃數來占卜的方法，最方便、最快亦最實用的，如下〆 

◎寫「音」字，依字形可分上下〆上「立」字5劃，貣5巽 為上卦，下「日」字

4劃，貣4震 為下卦，組合5上、4下成「風雷益」卦。若卯時（4數）來占，

則要加4求動爻，5＋4＋4＝13÷6餘數1動初爻，查閱「風雷益」卦初九爻辭曰〆

「利用為大作，元卲无咎。」大卲無咎，諸事可進行。 

◎寫「功」字，依字形可分左右〆左「工」字3劃，貣3離 為上卦，右「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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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劃，貣2兌 為下卦，組合3上、2下成「火澤睽」卦。若申時（9數）占，要

加9求動爻。3＋2＋9＝14÷6餘數2動二爻，查閱「火澤睽」卦九二爻辭曰〆「遇

主于巷，無咎。」只是無咎，必祈求貴人扶助，始可進行。 

◎寫「東」字，依字形不能分上下、左右，尌以總數8劃平分〆上4震 、下4震

組合成「震為雷」卦。若午時（7數）來占，求動爻，8＋7＝15÷6餘數3。

動三爻，查閱「震為雷」卦六三爻辭曰〆「震蘇蘇，震行无眚」。諸事有大變

動宜多加考慮或商討得失，等時機再進行。 

◎寫「車」字，依字形不能分上下、左右，總數7劃分3與4。上輕3離 ，下重4

震 ，組合上3、下4成「火雷噬嗑」卦。若辰時（5）來占，求動爻，7＋5＝

12÷6餘數6是動上爻，查閱「火澤睽」卦上九爻辭曰〆「睽孤，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卲。」先把一切誤會解除，

然後謹慎進行，可得卲祥。 

 

（二）、以八卦五行生剋論卲凶〆  

1 乾 金.      2 兌 金.      3 離 火.      4 震 木. 

5 巽 木.      6 坎 水.      7 艮 土.      8 坤 土. 

◎相生原理〆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相剋原理〆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 

 

◎以體卦（不動）為我。以動爻之卦為用卦，為他。上互卦、下互卦、變卦也

為用卦是他。以體卦（我）與用卦（他）互相關係，論生剋推卲凶〆 

1、 用生體（他生我）為卲。符號記（○）〆諸事可進行。 

2、 用與體同五行（他我比和）為卲。符號記（○）〆諸事可進行。 

3、 用剋體（他剋我）為凶。符號記（×）〆諸事不可進行。 

4、 體生用（我生他）洩氣為凶。符號記（×）〆諸事不可進行。 

5、體剋用（我剋他）為半卲凶。符號記（△）〆諸事多商討等待時機再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