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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豫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2 月 04日 

 

此卦甚善，又善美，勸人莫溺於極樂，樂極生悲，悔已遲。 

一、論豫卦由來及其含意： 

根據序卦傳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大有事豐盛之世，謙

是尊光之源。豐盛臻於一國，尊光集於一身，此正是帝王應該逸樂的時候。

此乃文王聖人安排序卦的奧妙，以提示世人，能大有又能謙之人，必能領導

眾人走向康樂之境。 

二、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

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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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註] 上震， 下坤，震動而坤順，上下相應，剛柔相從，其行至宜，

其志亦得。 

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代明，皆豫之道，順以動也，悠久無疆，

法度長在，中和不失，人能仰之，其得用可勝也。寒暑之迭遷，晝夜交替，

春生秋殺，所要得其平，無太過，無不及，皆適於中道。豫道之大，天地上

不違，何況人乎！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註]飲水思源，慎終追源，此豫重在人事，而首在報德，例：周朝以孝治天

下，故重在祭祀，在孝經裡有好幾章也提到。 

三、淺述六爻：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註]用於人事，比喻在下位，無功德以聞於人，素佚樂，為恣嫚以驕於眾，

有如鳥鳴求友之象，唯在下卦，居初爻，處於潛息之地，宜靜以順之，不當

急於求見。 

譬如：子弟不肖，愛慕虛榮，顯財富與人比，猶不知是先人財富得之不

易，更易招引盜賊，故其鳴為禍因，應效法老子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所以不可鋒芒太露，否則易遭傷害。豫本和樂之意，所以

反成凶的原因。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註]此爻之吉，全在能貞，陰爻居陰爻，又是內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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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東漢楊震，為人品格廉潔，為官時，走人半夜送賄賂金，他堅不

受，送金人說：夜深無人知，請收下吧！楊震怒斥道：此事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何以說無人知。以其氣節，終成為萬代傳頌的名臣，此志堅不奪，

故如須爾，威武不屈，正是介如石的節操所正。 

孔子在易大傳第十三章第六節曰：為人君子應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註]陰居陽位，以藉於豫，不肯自卑從人，自勞服人，而鳴出於聲，發出於

口，盱出於目，厲色以威人，則遲早會有後悔。俗云：天作孽，猶可為，自

作孽，不可活。各爻辭義多屬垂戒之語，以常情立論，處勞者易善，處逸者

易呃。豫之為道，在勞中求逸。 

總之，凡事皆先未雨綢繆，就沒有不良的後果。 

DNA 

                 
 

因果通三世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註]五陰朝一陽，佳朋盍簪，皆是志同道合，既不疑而共處又合志以聽命，

故曰勿疑，朋盍簪。 

雖豫，亦自強不息，自貞不二，貞則由不失其道，必致其誠信，估一爻

主之，眾爻順之，一爻導之，眾爻附之，大眾所同豫也。故曰：大有得。 

豫卦 小過卦 大過卦 

六三動爻 二至五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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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註]以陰居陽位，為柔乘剛，邪凌正，故有疾病之慮。雖逢疾病，不失其貞，

五在中，屬為陽，氣孚后土，土得中氣，雖於疾苦，亦有可治之象。故曰：

恒不死。 

在事理言，豫者以愉樂為志，愉樂過度，反而為患。例：陰飲食不當，

生活起居失常，或情欲所傷，或操勞過度，皆為一時不慎，而六淫間的廢氣

不和，而五邪干之，病因起之。因豫傷於和，而疾病斯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註]如盲人騎瞎馬，逍遙於夜中，欲求在豫，但天時已故，人事已非，豫用

以竭盡，此景何可長也。 

佛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浪子回頭，金不換。唯有潔身引退，自免

無咎。 

四、錯、綜複雜的關係： 

1. 「豫卦」錯卦 「小畜卦」：累積小善，必能成為大德。行素位而行，

謹慎履踐心願，終能成為大德敦化之境域。如孔子說：盡善又盡美，即是「既

雨無處，德積載也」，又有「高德載婦貞」之品德，最後達到「月幾望」的

美好意境。 

2. 「豫卦」之二爻到五爻互為 「蹇卦」：外 坎為險，多阻擋之意。

內 艮為止。內受阻礙，外有危險之象，應遇險之止。大難當前考驗試煉

人的意志是否堅定不移，君子進德修業，反求諸其身，不遷怒，不貳過。 

人生遇到困難，要懂得善止，善止反而善於時用。《大學》的五步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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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定、靜、安、慮，是最好的方法。 

3. 「豫卦」綜為 「謙卦」：人的生命是在不斷的完成，自己製造自己

圓滿完成人生的使用，所以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風格，陶冶氣質，德有「謙」

則易持、易行，故以柄譽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凡是唯有懷抱謙恭禮讓之心，才能化解一切紛爭，

並且才能容納異議，接受批評，終能受人尊敬。《弟子規》：「聞譽恐，聞過

欣，直諒士，漸相親」，正是此意。 

謙，教人養大德。俗云：對長輩謙虛是應該，對平輩謙虛是和善，對晚

輩謙虛是高貴，對一般人謙虛是安全。 

4. 「豫卦」內外交易 「復卦」：在易大傳三陳九卦中，復卦，第一次，

德之本也：常常心存中庸之道，為獨善其身的主要方法。第二次，德小而辨

於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就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走了不遠

就知道回頭，這是良心未泯。第三次，復以自知：回復本性的光明，修身在

正其心。 

五、結語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樂有君

子之樂，小人之樂，夫君子以天下為憂樂。 

我認為真正的快樂是不帶給任何人麻煩，不佔任何人便宜，不留給人壞

印象，做起事來要觀前顧後，助人為快樂之本。 

 

卦名追想曲 

八八衍化六十四  次序文王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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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首開基   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及大有 

謙豫和樂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啊......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恆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兩相依  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起. 

艮漸及歸妹  豐旅巽悅而.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啊......是為下經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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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TLDZZXY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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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隨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2 月 04日 

從三方面來看： 

一、 道的真相——十德：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隨

緣 念佛 

要達到「隨緣」境界，必須作到「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看破、放下、自在」。 

1.真誠是成道的根本，善導大師：「一切要從真實心中作！」。 

2.清淨是真誠心的表現，不清淨是六道的業因。 

3.平等是沒有分別、沒有執著，不平等是六道的業因。 

4.正覺是是無上正等正覺，是三寶中的佛寶。 

5.慈悲來自清淨、平等、正覺，對人、事、物都是出於自性。  

6.看破是徹底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7.放下是成道的關鍵。看破幫助放下增上，放下又幫助看破增上。看

破是學問，放下要功夫。 

8.自在的境界深廣無限，能夠看破、放下，生活就自在了。 

9.隨緣指一切事隨念成就，反之，攀緣生煩惱、生知見，完全覆蓋住

真誠心。 

10.念佛與十德相應，《華嚴經》上說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任何一句含攝其餘九句，含攝一切諸佛無量的妙理，含攝世出世間一

切法。 

二、隨緣含括下列四種境界： 

1. 不變隨緣：佛究竟果地不變隨緣，他能夠隨十法界眾生的緣，應以什

麼身得度，他就現什麼身，這是佛。 

2. 隨緣不變是菩薩，菩薩在隨緣當中學不變。 

3. 不變不隨緣是阿羅漢，小乘，他不度眾生。他自己證得偏真涅槃，他

怕麻煩，他不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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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緣隨變，我們六道凡夫隨緣隨變。 

三、隨卦的精髓 

隨卦是易經六十四卦中最灑脫的一卦：應當追隨什麼以及怎樣追隨。 

（一）、應當追隨什麼 

＜象傳＞云：「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由此可知，應當「隨

時」隨順天時。 

（二）、怎樣追隨 

初九爻：「官有渝，貞吉。」告訴我們堅持正道、忠貞誠信自然

可獲吉祥。 

元塵弘法師曾說道：「隨卦告訴我們，生活在大自然的環境中，要適應

生存的環境，適者才能生存。要順隨大自然規律，融入其中，與大自然同步，

才不會被大自然所淘汰，才會有所發展。『隨』有隨和、隨順和隨從之別。

隨和者，就是不管是非，人言亦言，而附合之。隨順是順乎道理與正義，而

遵行之。隨從是曲意逢迎，阿諛盲從，以苟合之。故『隨』應順天、順理，

得其道，得其德。 

一個人如果沒有『隨』的修養，那他很難適應這個世界，能『隨緣不變，

不變隨緣』，又不失其正，才不致隨波逐流，不僅能適應環境，進而能改造

環境，使人生活得更有意義。」（《風水大師精選集》第 30期，＜漫談隨

卦＞） 

《小品般若經‧卷十》指出：「眾緣合則有，而無所從來；眾緣散則滅，

而去無所至。」明白因緣和合的道理，隨順因緣，善巧方便，秉持著「隨機

應變，把握機緣」，主動而非被動，惜緣而不攀緣，緣來勿拒，緣去勿留；

緣來勿喜，緣去勿悲。在遷流變化的無常中，掌握著「心不住於身，身亦不

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隨順現實的環境條件，認清自己的能力

狀況，才能安身立命，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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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初‧永明延壽禪師在《心賦注‧卷二》中提到：「如金剛珠，於

日中而色不定，此皆表心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雖不守自性，亦不失自性。

不守性是隨緣，不失性是不變。」 

隨卦給我們的啟示：維繫人際關係必須「以正相隨」，為人行事切不可

「趨炎附勢」、「隨波逐流」。 

隨卦＜彖傳＞總共只有二十七個字,是六十四卦中篇幅最少的一卦，要

言不煩，但意義很深。隨卦強調千變萬化、間不容髮，隨機應變，否則稍縱

即逝。面臨「無常」，在生命最重要的時刻，如何融通隨卦的精髓，讓我們

可以清楚明白地放下，寧靜平順地走過，而享有一個完整的人生，是一個不

容忽視的人生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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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蠱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2 月 04日 

  蠱卦(山風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

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 

 

◎卦辭 

【原文】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追隨人必

有事業，故蠱繼之。 

  蠱字从虫从皿會意，引申作迷惑壞亂之意。又其象巽風遇艮山而回，物

皆撓亂，既蠱而治之，所以做事業為蠱，為壞極之境而有事可做，即解決迷

惑壞亂故有一番事業可做。 

  如齊桓公（春秋時代齊國第十五位國君）在公孫無知亂後興起，而稱霸

天下。 

  晉文公在驪姬之亂與惠公懷公之失政後興起，而振興晉國，稱雄天下。 

  唐太宗在隋末大亂後，一匡天下； 

  國父在滿清末造，外夷交侵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最惠國待遇、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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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權及關稅等，喪權辱國，民不聊生之後而發起革命，皆有一番事業可作，

而成元亨之大功，彼等皆以涉大川之勇，先甲後甲之前後準備，而成功立業。 

  台灣政壇長久以來的藍綠惡鬥現象，令人厭煩，或許台北市長柯文哲的

出現，也是人民的一種寄託。（僅現象觀察，無政治傾向）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原本意指吉日，甲日之前三日為辛日，甲日之

後三日為丁日。辛日與丁日皆為吉日。辛又有「改過自新」的意味，丁日則

取「丁寧」（叮嚀）的意思。再引申之，「甲」指的是有事之後的整飭革新，

重新制定與施行一件事，也就是「重新開始」的意思。因為「甲」為十天干

之首。「前三日」與「後三日」則是指施行要有規畫與思慮。所以事情雖然

敗壞，仍然講「元亨」，代表事情是大有可為，可謂是亂世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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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原文】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承九二，有承父之象。又初爻動則成乾，乾為父，動而承父業。 

  有好的兒子繼承父親的事業，做父親的便沒有災咎。雖然艱苦而有危險，

但最終能得吉慶。 

 

【原文】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承擔母親的事業，須以中道揆度，不可以堅持剛正而不知變通。 

又一說，文王周公作卦爻辭時，尚在臣子之位，故以母子比擬君臣。 

 

【原文】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承擔父親的事，有小小的後悔，但並無大的罪咎。 

  九三處多憂之位，動而成坎，坎為心病為憂心，故有悔。九三陽剛又當

位，故其悔不大而小。 

 

【原文】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擴大營運（擴充速度太快）父親的事業，如此前往，會受到悔恨（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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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將不會有所得。（例：興航） 

 

【原文】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擔父親的事業，也能夠繼承父親的道德，因而建立起良好的聲譽。 

  六五雖柔而無能，但居於尊位，柔中而與九二相應，又承上九，得多方

陽剛（喻君子、能人）之助，因此為吉。 

 

【原文】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用為王侯做事，可以高尚的去做自己修身立命之事。 

  居蠱卦的最頂端，象徵淡泊，天下本無事，無事一身輕。可以效法陶淵

明，於世無爭，於人無求，是多麼的清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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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報告二 

  易經蠱卦〈彖〉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艮為陽卦而居上，

艮卦有抑止、適可而止的意思；巽為陰卦而居下，巽卦有謙順的意思。此象

徵上者止息而不作為，下者卑順上意而因循苟且，如此下去將導致停止發展

而敗壞。又序卦傳提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蠱卦之前幾卦(例如：同人～隨)都是代表和平富足的社會現象，承平日久，

人民漸漸耽於逸樂；蠱者事也；將導致邪行腐敗的麻煩事，由史冊上治而亂

的紀載可以得到驗證。 

  當蠱之時，亂極必治，蠱卦揭示了如何匡正惑亂，革新除弊的道理。於

天下如是，於個人亦如是。欲為家國撥亂反正，當從「我」開始做起；行有

不得，反求諸己；即「君子以振民育德」是解決的辦法。蠱卦的六爻爻辭也

提供吾人於格致誠正的參考，其中所述的幹父之蠱(匡除父輩的弊亂)，也可

視為過往之積習弊害。例如初六代表蠱害未深，及早處理易於功治；九二剛

中上應六五(陰柔)，剛承柔而得中，提示我們事父母、尊長要委婉勸諫等。 

  懲弊治亂，振疲起衰，要有涉大川勇往直前不畏險阻的精神，與先甲三

日(自新)後甲三日(丁寧)的態度，一定可以終亂轉治。 

 

  



15 
 

◎ 心得報告三 

  末學報告，有一點不自在，之前在屏師上過，周易與適應原理，因聽不

懂，還認為易經有那裏不對(這是末學要慚悔)，問題還擱著，還是又遇到。

上課教授提到，能聽到，或看到的都跟我本身有關係，真的還是要去了解。

末學，還是未統整，易經很深奧，很難反應過來。張教授慈悲教學，定能把

末學思想，觀念導正，謝謝！ 

  蠱卦，蠱，壞極而有事也。蠱雜卦傳：「蠱則飾也」蠱則宜予整治「彖

曰…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意

即事情開始前應計劃，事情開始後宜執行與檢討，有終則復始，猶如天道之

運行，循環不已，至蠱宜先擬定計畫，謀定後始付諸實實施，執行之後認真

檢討，以作為擬定新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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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臨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6年 12 月 04日 

原文：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周易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

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

亨而利於正，然至於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

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周曆以正月建子，其月配復卦；二月建丑，

其月配臨卦；八月建未，其月配遯卦，為二陰在下滋長，有陽消陰長之象）。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有凶，

消不久也。 

周易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雖天運之當然，然

君子宜知所戒。 

程頤「伊川易傳」曰：二陽方長於下，陰道向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

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

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心得： 

從周曆十二消息卦可知，臨卦是二月之卦象，也正是陽長陰消之時，待

其前進由六三陰爻變為九三陽爻時，更是美好的泰卦（地天泰），是其正與

乾之元亨利貞同道，乃性德之本然。且其在蠱卦之後，正是弊端已革，可以

開始治理之際，猶如天將破曉、大地即將復甦，這是處於一種美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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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道輪轉有長有消，此乃自然之勢，若未能及早防閑、預作準備，一

旦放任至建未之時（即遯卦，表陰長陽消），必然就有災禍。 

古諺有云：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經國先生也要求國民要常保憂患

意識，而臺灣草創之十大建設時期，正是臨卦之具體表徵，事後也確實邁入

臺灣經濟起飛時期。雖然如今臺灣不再有耀眼的經濟成長，但仍處在相對穩

定的狀態，因此，未來臺灣能否消災免難，實仍繫於後繼者有無落實建國軍

民教學為先之教育理念，並為全民之真實福祉，建立整體之憂患共識。一旦

放任發展，反而強調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人權理念，就與聖賢教育完全背

道而馳，屆時自律失序，他律就會順勢而入。如同淨空老和尚所說：「在現

前這個階段裡，人們不要倫理道德、不信因果、不信有神，也不信有鬼，法

律也管不了，專走法律漏洞，幹什麼樣的壞事都是如法的。人到無法無天的

時候，上天就得來管，這就是所謂的人算不如天算，老天最後一算就全都完

了，那就是大災難降臨。」所以災難的根源，事實上是我們不善的心造成的。

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使我們改過遷善。 

落實到個人修行上，我們也應當在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建立憂患意識，知

道我們現在所享有的順境、善緣都是過去生積善種福之果報，然而世間無常、

國土危脆，不定時我們的人生存款就有消耗殆盡的可能，所以當下就要努力

修善積福。無量壽經也說：「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又說：

「大命將終，悔懼交至，不豫修善，臨時乃悔，悔之於後，將何及乎？」在

在說明平常就要積累善心、善行，千萬不要等到陰長陽消災禍臨頭之際，才

想到要修善，此時縱使觀音勢至就在身旁，佛菩薩也只能默默祝福行者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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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業後，重新再來世間修行。因此，我們若要這一世就獲得佛力加持，隨時

謹記「莊嚴眾行，軌範具足，觀法如化，三昧常寂，善護口業，不譏他過；

善護身業，不失律儀；善護意業，清淨無染」，然後念念皈命阿彌陀佛，唯

有念佛成佛，才是佛給予我們最真實的利益，也才是真正意義的消災免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