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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大 有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1月 27日 

火天大有卦  

【引申】從三個卦象看大有 

依卦名次序歌來看，大有卦的前一個卦是同人卦，後一個卦是謙卦。順

序是同人、大有、謙。 

首先同人卦的精神是和同於人，若能和同於一切人，即是弟子規所說的

(汎愛眾)，也是佛法中的修六合敬。那麼這樣的人在無形之中，就在累積自

己的德行與福報。當累積到相當的程度，又遇到因緣時則福報現前。所謂「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易經。繫辭下傳》。 

而當福報現前時，就呈現大有之象，此時氣勢、財富、運氣，都如日中

天(火在天上)。這時最擔心的就是心態上的改變，認為自己有所成就，開始

貢高我慢。歷史上有不少人，得到大富貴之後，揮霍無度仗勢欺人，當福報

耗光時，往往比得到富貴之前更可憐。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且希望能夠長久保持(大有)，這時需要有謙虛之心。

即使富貴如山，也應當讓山藏於地之下。這並非要人吝嗇，而是不需炫耀，

連受用也不要過度，所謂「富貴不能淫」《孟子。滕文公下》。如此謙虛之心，

能不自滿，能保持最初同和於人，也能夠幫助大有之象綿延不絕。老子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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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與此三個卦相似，其云:「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正與此三個卦相應。 

大有卦相對於淨土法門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中的常寂光淨土。大有卦乾下

離上，乾是天，象徵自性。離為火，火表光明。當吾人證得無上圓滿佛果時，

自性中即包含無量福德，無量智慧。如惠能大師所說 :「何其自性，本自具

足」。也就是易經中的大有。居住在常寂光中，光光融合。一片光明中能生

萬法。 

大有之象得豐饒，是很多人想得到的，即使已經得到也想長久保持下去。

而想得果須先修因，得果之後繼續修因，能使此果永續不斷。在佛法中念佛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能得無盡福果，要什麼有什麼，沒有任何欠缺，可謂圓

滿的大有之象，且永續的保持下去。欲得無量福者，不可錯此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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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謙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1月 27日 

謙卦(艮下  坤上) 

 不爭 不顯 不露 

學習謙卦讓我更深地體悟到了不爭不顯不露的精神，高山那麼大可藏於

地底，不僅不爭且不顯不露，那是何等的謙卑，都卑下到地底了！佛經上說：

「忍辱如地」，可知地已很謙卑，而謙卦更是謙卑到極處了，所以才吉祥。

古語說人怕出名豬怕肥，財不露白，因為你顯了露了就會有凶(豬肥了被人

宰，人出名被嫉妒障礙)。六祖惠能大師在出來弘法之前，曾經隱於獵人隊

十五年，正是此精神的寫照。 

 菩提之心 

謙卦更可貴的是九三帶動整個山隱於地下，並不是為了自己吉祥避凶，

而是為了幫助眾生，要讓乾的光明照亮三途，使下層的三途眾生有機緣出離

苦海，正是"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所以謙卦讓我體悟到的不僅

僅是謙德的美好，還有其大公無私地奉獻精神，這不也是菩提心嗎？ 

 謙是乾坤之根本 

易經的開篇章是"乾"，緊接著是"坤"，乾坤是易經的門戶，我們要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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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的自強不息，也要效法"坤"的柔順謙卑，對內用乾的精神來鞭策自己，

對外則用"坤"的態度來和合一切，也呼應了嚴以待己寬以待人之道，沒有謙

卑，也就到不了乾的狀態，因為你很容易滿於現狀，甚至容易自大，那還會

精進不懈自強不息嗎？所以，謙並非是消極的退讓，而是積極的有所作為。 

 謙更是菩提心之根本 

易經六十四卦中唯有謙卦六爻皆吉，因為謙卦當中有菩提心。從初六的

謙謙君子到九三的勞謙君子，就是從謙卑之心到菩提心，可以看到菩提心是

從謙卑之心開始建立的，因為慢心是高下心是得失心是輪迴心，所以沒有謙

卑的心發不出真正的菩提心。而菩提真心即往生根源，沒有菩提心也就到不

了西方極樂世界。因此，這將會是我終生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