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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用九」 

乾卦「用九，見群龍無首，吉。」從三方面來講： 

一、獨特性 

易經六十四卦每一卦基本上皆各有六個爻辭，惟獨乾卦多了一個「用

九」的爻辭。 

二、平等覺 

《華嚴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對於一切人、事、物

皆沒有差別，自然就沒有愛、恨、取、捨的分別心，一律平等視之，這

就是菩提，也就是真如。達到「平等覺」，自然「見群龍無首，吉。」。 

三、順時而變、隨位而成 

傅佩榮認為：「群龍無首就是六爻各龍『順時而變、隨位而成』，六

爻是個整體，並沒有首尾、本末、先後、上下之分，所以結果是吉祥的。

萬物的變化始卒若環，開始與結束像是一個連環，無法分辨先後，因而

可以一往平等。人面對生命的歷程，如果能夠體認變化的微妙，在適當

的時候做合宜的事，順受其正，順著情理接受它正當的部分，自然心安

理得。」 

每個人來到人間都負有任務，如何掌握「時」與「位」完成任務是

當下功課。如何放下分別心，達到平等覺，應刻不容緩修「六和敬」。因

此「群龍無首」是生命歷程中最高境界。



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坤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0 月 23日 

◎ 心得報告一 

【原文】孔子繫辭（上）言：生生之為《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譯文】層出不窮、生生不已就叫做《易》，主動生成各類物象就叫做乾，

效法而助成它就叫做坤，窮盡卦爻變化以預測未來就叫做占問，通曉事務的

變化有所行動就叫做事，至於變化中不可捉摸的偶然性那就稱作神祕。  

所以坤之德，在於效法，也就是順。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法就是效法，也就是說人要效法自然的原理原則，一切事物才會

吉祥。 

事例 1. 

學了易經，才深深體會大自然真有自己的步調。去年冬天，在樹下撿了

一顆鳳眼果的種子，因為表皮略有破損，所以回家後就把它放在花盆裡，稍

稍壓入土內，半個露出土外，是希望能看見它發芽的樣子，觀賞新事物總是

令人喜悅，所以每天都很認真的澆水與觀察。 

（履霜堅冰至）～天氣是越來越冷，二十幾天下來，心中不見喜悅只覺

失落，只見它皮皺肉縮，一點消息也沒有，心想這個種子可能壞掉了，順手

要將它拿起來丟掉，但卻一點也拿不起來，原來它長根了，但芽呢？完全不

見蹤影。只好告訴自己要耐心等候，當它在窩冬好了。（冬天時異常寒冷，

霸王級的寒流也來台南了，那一天是星期天要上課，前一晚心情相當掙扎，



到底要不要去上課，左思右想後決定去，因為那個理由說服不了自己，一來

自己不想缺課，學道有真樂。二來這寒流不是每年都有，沒出門怎麼知道多

冷。現在已經知道了，真凍！不是冷，是"凍"，感謝老師那天沒停課。現在

回憶起來都覺得畫面很美麗，所以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想那個畫面，

勇氣就升起來了。） 

（潛龍勿用）～等發芽，這一等又等了三十天，都快過年了，它仍然不

肯發芽。我內心思忖，天地間應該沒有只長根不發芽的種子吧！前所未見，

我怎麼想都不通，但它就是不出來。你也拿它沒辦法。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時節已近春天，它終於發芽了，從開裂的種子

中探出綠嫩芽，終於一掃先前的諸多疑慮猜想，是植物就應該要這樣嘛！ 

原來缺了天時，三個月來等的就是天時，時節因緣對了，自然就會顯現。

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足以成事，大自然雖無言，萬事萬物皆在大自然

的法則中運行不已。我們來這裡進德修業要想有成就也是如此，有天時（張

教授每周日上午上課）、有地利（極樂寺）、有人和（大家的參與），馴至其

道，道業終會有所成。 

事例 2. 

颱風接二連三侵襲台灣，梅姬颱風更一舉橫掃全國，雖然替大家解除放

假問題，但從北到南超大雨下不停，不僅澆熄了大家的怒火，連農作物都難

逃水攻，一般民眾屋毀、菜漲也荷包大失血。面對滿目瘡痍，兒子與我聊起，

同樣心生不捨。我問他，大家想要的是什麼？大家想不要颱風、不要大水、

不必逃難、沒有壞人....，我告訴他，這有「解」。他睜大眼睛看我，一副



不可置信的模樣，我緩緩拿出《無量壽經》翻到第三十七如貧得寶，大聲朗

讀：「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

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

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我念得鏗鏘有力，他的回答令我啼笑皆非，他

說：那就請老和尚來台灣走一圈。光看字面沒翻譯就會一知半解！ 

蓋「佛所行處」是指佛法推行的地方，「靡不蒙化」是指人民都接受佛

法的教化並變化了氣質，所以感得無災無難。同樣地，易經乾卦用九：見群

龍無首，吉。沒人爭強好勝，沒有分別心，必定吉祥。因為「兵戈無用」了。

坤卦用六：利永貞。利者，宜也，應該永遠守住中正與正直。因為「崇德興

仁」，社會就會一片祥和，所以大家的願望都能實現，此方即淨土，淨土即

此方。 

學易經要先細究乾坤這兩卦，體會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道理，那麼萬變就

不離其中了。 

影片分享：日本高中實驗 無殼雞蛋也能孵出小雞 

 

 

 

1 翻譯取自 徐子宏譯注，《周易》，頁 417，台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y8tCHkTLg


◎ 心得報告二 

《周易禪解》：「六畫皆陰，故名為坤。坤者順也。」所以，坤卦有柔順

卑下之義。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君仁臣忠與兄友弟恭的倫常關係中，子孝、

婦德、臣忠與弟恭皆是坤卦精神的實際展現，提供我們實踐坤德的下手處。

例如舜王是孝子最好的榜樣，體現「恆順眾生，隨喜功德」的精神，其「親

憎我，孝方賢」的表現，啟發吾人如何在逆境、惡緣當中以真誠心與人相處，

不生瞋恚惡念，終能自行化他，感動化解。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周易闡真》：「柔順之德，即人生之初，秉彜之良能，此能交於後天，

爲氣質所拘，積習所染。順非所順，順其所欲，良能變爲假能矣。」「聖人

教人行順道者，由假順而變爲真順，還其當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本面耳。

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具真如本性

之萬德萬能，雖性相近，但因受後天環境汙染，導致習相遠的現象，人生當

中遭受種種苦果。聖賢佛菩薩大慈大悲憫念眾生，合光同塵，身行言教，幫

助眾生明瞭宇宙人生真相。若能真誠恭敬順承教誨，一定可以轉惡為善、轉

迷為悟、轉凡成聖。 

《周易禪解》：「必先用乾智。以開圓解。然後用此坤行以卒成之。若未

有智解。先修定行。則必成暗證之迷。惟隨智後用之。則得主而有利。如目

足並運。安穩入清涼池。亦如巧力並具。能中於百步之外也。」所以坤卦也

啟示我們在修行路上，要依信解行證的道路，才能有所成就，才不致走錯方

向，忙修瞎練無所成。印光大師：「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般若如心，五度



如身。」有正知正見的智慧為先導，才能真有功德利益，無智慧的福報，不

是真福。如此解行相資，不斷提升境界，終能證得無上菩提。 

◎故事 (取自《歷史感應統紀語譯》) 

〈文言〉解釋初六爻辭說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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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此段有很明顯的因果意

涵，因此早在佛在傳入中國之前，古人已知道因果報應的道理，並且可由歷

史紀載得到驗證。 

以下列舉二個歷史故事，取自《歷史感應統紀語譯》。 

一、積善餘慶 – 丙吉 

丙吉。治巫蠱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知無辜。

擇謹厚女保養之。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詔繫獄者無輕重

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

還奏。武帝亦寤。因赦天下。宣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事。有宮婢自陳阿保

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上親見問。然後知吉有舊恩。封為博陽侯。吉疾病。

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

非死疾也。後果瘉。代魏相為丞相。子孫嗣侯。至王莽時乃絕。(丙吉傳) 

丙吉漢朝魯國人，字少卿，為人厚道，待人掩過揚善，己有功善從不誇

耀。為魯獄吏升為廷尉，武帝晚年，江充以巫蠱事誣陷太子據，太子男女妻

妾皆連坐受害。當時宣帝(名病已，太子之孫，號皇曾孫)出生數月，也因太

子事，連坐囚繫獄中。丙吉奉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受冤枉，憐憫皇曾孫無



辜繫獄，特選派謹慎忠厚女子，保護養育，丙吉每天再三來獄探望。 

武帝後元二年，望氣家觀望星相雲氣奏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

帝聞之，下詔凡囚拘獄中犯人，無論輕重罪狀，一概格殺，使者夜間抵達，

丙吉閉門拒絕使者不納並說：「別人無辜處死尚且不可，何況皇上親曾孫呢？」

使者不得入，還奏皇上，武帝聞言醒悟，因而赦免天下。皇曾孫(後為宣帝)

被赦免後，丙吉聞知故太子妃史良娣外家，有母貞君及兄恭，便載皇曾孫託

付史氏教養。 

到了昌邑王被廢，朝廷議立新帝，尚未決定時，丙吉建議霍光說：「當

今社稷宗廟，天下群生之命，全在將軍之舉，皇曾孫病已在宮妃外家，已十

九年，博通經術，才能優異，仁慈愛人，行為安詳而節和，可以嗣孝昭皇帝

之後，願將軍詳大義，決定大策。」霍光聽許，於是迎立皇曾孫病已即位，

是為宣帝。 

宣帝即位後，丙吉絕口不說前恩，後來有宮婢自說保育之功，言辭中牽

引到廷尉丙吉知道內情狀況，宣帝親自見問丙吉，然後才知丙吉有舊恩，宣

帝對他這種不居功的德行，大為稱歎，於是封為博陽侯。 

丙吉臨當封侯時，忽然害病，宣帝深慮丙吉一病不起，夏侯勝深明善惡

吉凶，洪範五行奏說：「臣聞有陰德者，必享福樂以及於子孫，如今丙吉未

獲善報，定非不治之疾，請陛下寬心。」不久丙吉果然痊癒，受封博陽侯，

代魏相為丞相，世稱賢相，死後追加封號為「定」，子孫繼承侯位，直至王

莽篡漢時才絕。 

二、積惡餘殃 – 霍光 



霍光。為大將軍。威震海內。妻顯。私使乳醫。行毒。弒許后。光薨。

子禹。嗣侯。顯夢大將軍謂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與人相觸。

鴞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禹夢車騎聲正驩來捕禹。舉家憂愁。謀廢立。事

發。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連坐誅者數千家。(霍光傳) 

霍光漢朝平陽人，字子孟，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武帝時，為奉

常都尉，親侍皇帝，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資質端正，

為人沈靜詳審，深得武帝親信。 

武帝崩，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即位，授大司馬大將軍官職，封博陸侯。昭

帝年幼，一切軍政決策，全出自霍光，昭帝待他如父，權威震服海內。 

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因荒淫無道，不久被廢，霍光又迎立武帝

曾孫病已即位，是為宣帝，一切朝政仍由光策劃，然後上奏天子。第二年受

帝恩賞，從此位極人臣，富甲天下，然霍光每朝見天子皆歛容謙恭，毫無驕

矜神態，秉政二十年，國泰民安，四夷賓服。但權傾內外，黨親滿朝，屢行

廢立，威震人主，難免使人主畏懼，吏民妒怨。 

但是霍光夫人顯，為人卻貪妒成性，欲使小女成君為后，仗恃霍光權勢，

暗中指使御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再行勸霍光奏請宣帝納成君為后，許后崩，

御醫淳于衍下獄，宣帝追究主兇，顯恐事機洩露，將實情告光，光大驚，欲

舉發其妻罪行，因念夫婦情深，不忍上奏，竟忘大義滅親之義，奏請宣帝勿

究治御醫罪。 

後來霍光去世，宣帝親臨喪禮，懷念霍光功績，以其子霍禹繼承侯位，

光兄去病之孫霍雲、霍山皆為列侯。霍夫人顯及霍氏子孫，卻家政不修，驕



傲奢侈，放縱享受，生活靡爛，此時宣帝親政，霍氏政敵當朝，有人洩露顯

弒許后事，宣帝聞知，收取霍氏兵權，逐步削減霍氏勢力，霍氏漸生怨懼之

心。 

有一天，夫人顯夢見大將軍霍光對她說：「妳知道兒子要被逮捕否？」

說罷，隨即被捕。家宅內老鼠暴亂，常與人撞觸，殿前樹上，鴞鳥鳴叫，聲

音悽慘恐怖，大門無故自壞，全家驚怪，霍禹又夢見車騎追捕甚急，全家憂

慮不安，於是霍山建議謀劃反叛，不久事機敗露，霍雲、霍山自殺，霍禹被

捕，腰斬於市，顯及霍氏女眷兄弟皆棄市，霍后成君，廢處昭台宮，霍氏親

族連坐誅殺者數十家，慘遭滅族大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