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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漸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7年 4 月 8日 

巽上艮下 

 

卦辭: 女歸吉，利貞。 

爻辭: 初六：鴻漸於幹，小子厲，有言，旡咎。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旡咎。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漸字古意為水緩流之貌，又作水浸潤解。《詩經衛風》：「漸車帷裳。｣

是說車子行過溪水，溪水濺濕了車帷和衣裳。 《經典釋文》：「漸，濕也。｣

《廣雅》：「漸，沒也。｣《說文解字》辵部有漸字，進也。可見在漢代漸字

作水浸潤之義，而漸字亦是進行緩慢之義。在六十四卦中，晉、升、漸三卦

卦義都是進，但意義不完全相同，晉是上進，升是上升，漸則是漸漸而進，

漸在艮卦之後，靜止而後又開始緩緩運動，循序漸進宜遲不宜速。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意思是

事物不可總是停止不前，所以在表示止的艮卦之後接著是漸卦。「漸」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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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透，有漸漸進的含義。 

這一卦，下卦「艮」是止，上卦「巽」是順，柔順的停停進進，有漸進

的意義。當女子出嫁時，必須經過一切婚嫁的禮節，當然也是漸進。這一卦，

由「六二」到「九五」，各爻都得正，象徵出嫁的女子品德純正，當然吉祥；

但這一純正，必須堅持，才會有利。 

漸的覆卦就是歸妹，「歸」是女子出嫁，「歸妹」就是嫁妹，所以《雜

卦》說漸是女子等待出嫁。虞翻說：「否三之四。」意為，漸卦是由否卦變

來，否卦的六三上升到四位就變為漸卦。三爻與四爻換位。彖辭提示說「進

得位」，指的是六四柔爻進居四的柔位，得位。虞氏的說法與彖傳合。 

漸卦是男女婚姻的禮儀屬性。漸為有次序的行進。古代女子出嫁，男方

家要經過納彩、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個步驟循序漸進地進行。

故《雜卦傳》云：「漸，女歸待男行也。」 

 

 

古代婚禮圖 

(二) 卦辭 

漸，女歸吉。利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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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漸卦，女子出嫁吉祥。利於正固。(另解:吉利的占問。)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

位剛得中也。止兩巽，動不窮也。 

白話《彖辭》:逐漸而進，女子出嫁吉祥。進而取得正位，前往有功。按正

道前進，可以正邦國。漸卦的位是剛天居中。能停下隨順地等待，行動起來

就沒有困窮。 

(三) 爻辭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無咎。 

［白話］初六，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水涯旁邊，落伍離群，顯得不安；象

徵著年幼無知的孩子有危難，受到言語中傷，如果能夠循序漸進，就不會受

害。 

(據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干」，帛書本作淵，水洼。)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白話:山上長有樹木就是漸卦，君子從中得到啟示，要以賢德自居，改善風

俗。 

這一爻，說明不可勉強，應量力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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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水涯旁邊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白話：六二，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安穩的磐石之上，飲食和樂，吉祥。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白話］《象辭》說：「飲食和樂」，說明決不是尸位素餐不幹事情的。 

  「磐」是大石。「衎衎」(國音 kàn;粵音「漢」)是和樂狀，快樂的樣

子。「素飽」與素餐同，不勞而食的意思。「不素飽」即有盡責做事。 

  「初六」是在水邊徘徊的鴻雁，「六二」已漸進到磐石，堅固平坦，是

落腳最安穩的場所。「六二」柔順中正，與上方的「九五」相應，所以說是

磐石，可以在上面和樂的飲食。「二」是臣位，「五」是君位，又有「九五」

賜給俸祿，使「六二」和樂飲食。但「六二」並不是尸位素餐，具備中正的

德性，能夠輔佐君王，地位安定，所以吉祥。 

這一爻，說明漸進應穩當踏實。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御寇。 

［白話］九三: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較平的山頂，好比丈夫遠去出征而不

復還，他的妻子懷孕卻不敢生育，出征當然是兇險的事；但卻能以剛烈禦強

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丑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順相保也。 

［白話］《象辭》說：「好比丈夫遠去出征而不復還」，離開自己的同類是

值得憂慮的：「他的妻子非夫而孕而不敢生育」，因為違反了婦道：「但(丈

夫)卻能以剛烈禦強寇」說明守正能夠使丈夫與妻子和順相保。 



5 

 

  「九三」在下卦的最上方，鴻雁已漸漸的走上陸地。「九三」與「上九」，

同是陽爻，不相應，祇好與情意不合的「六四」陰爻相親。丈夫指「九三」，

丈夫服役在外，不利治家；妻子有可能不守婦道，所以凶險。不過，丈夫極

為堅強，對防禦敵寇有利。 

(據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對「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的解釋是:妻子當

孕之時，而不生育，是凶兆。沒有說妻子不守婦道。亦通。) 

這一爻，說明漸進不可剛強過度，以致離群，剛強只適於防禦外敵。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無咎。 

［白話］六四: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高樹之上，或許能找到較平的枝杈得

以棲息，這樣就沒有愆尤。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白話］《象辭》說：「或許能尋找到橫生的樹枝得以棲息」，說明六四柔

順和服從。 

  「桷」是橫生的樹枝(據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六四」更進一步，

鴻雁落到樹上。但鴻雁的爪，不適於抓握樹枝，以致不安定，要在橫生的樹

枝上，才能站穩。 

這一爻，說明漸進應當因應狀況，才能安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白話］九五，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丘陵上，好比丈夫遠出在外，妻子三

年沒有懷孕；但邪畢竟不能勝正，因此最終得到吉祥。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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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象辭》說：「邪終久不能勝正，因此就得到吉祥」，實現了夫婦

聚首的願望。 

  鴻雁漸漸前進到高陵上，「九五」是尊位，相當於高陵。但「九五」雖

然與「六二」相應；可是，中間有「九三」與「六四」阻擋，尤其是「九三」，

採取防禦外寇的姿態，使「六二」無法與「九五」相聚，以致三年都沒有懷

孕。不過，「九五」與「六二」都中正，是正當的配偶，邪終於不能勝正，

「九五」與「六二」得以聚首，達成宿願，因而吉利。 

這一爻，說明在漸進中，也難免不會有障礙，但邪不能勝正。 

 

鴻雁飛到高陵上 

上九：鴻漸于陸(阿或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白話］上九，鴻雁飛起來逐漸前進到高山之上，漂亮的羽毛可以作為典禮

上潔美的裝飾品，吉祥。 

(唐明邦《周易評注》引《群經補義》謂，「陸」應作「阿」。《說文》:

「阿，大陵也。」即陵之高者。另一說:「逵」是四通八達的道路，與大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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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上九」的「何天之衢」相同，指雲在天上的往來無阻的通路。)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白話］《象辭》說：「洪亮的羽毛可以作為典禮上潔美的裝飾品，吉祥」，

說明潔美高尚的志向不能相亂的。 

(這是以鴻雁的羽毛，比擬隱士的志節。唐明邦《周易評注》則謂比喻女子

煥發青春之美。) 

  這一爻，說明超脫於世俗之外，即可進退由心。 

「漸」卦的六個爻，都是用鴻雁來做引喻，那是因為鴻之為物，往來有

時，先後有序，有不失其時序之義。婚禮用鴻雁，那是在暗示不再偶的意思，

那是因為鴻雁一失其偶就終身不再偶，有的甚至從高空自墜至地折頸而亡以

生相隨。我們不都是記著﹕「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的兩句話﹖

這就是出於古時因鴻雁為偶殉情的一個感人的民間傳說。 

「漸」的進，是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先後有序，慢慢但卻從不間斷。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漸」具有一種不見其跡，卻能默化事物於無形的功能。

而 「漸」的可怕之處也正是在它的那種「潛移默化」，因為這功能，根本就

令我們無法去預防，因為每一個人的本性就是對那些「微小的」，外表懦弱

的或是不起眼的 事物，常常不屑去重視，也不會特意去提防，而且總是要

等到，當我們發現原來的本質及擁有物已經完全被那些我們曾經認為是不起

眼的人﹑事﹑物改變了，才會覺悟及懊悔。文言傳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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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我們從這段話中就可 以發現，「積」是由「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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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在無形之中累積而成的。而形成「漸」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自己在

平時對「微小」及「不起眼的外表的人事物」的忽視及不在乎，及對一件事

理將會發生的後果，不能洞見又不能深照遠識所至。或是雖亦能洞悉事理未

來的後果，卻又會因「人情」，「朋黨」的牽制而作罷。總而言之，「漸」卦

的啟 示就是要我們，凡事都要「按部就班」，「不能燥進」，「不可間斷」，「要

深識遠照」，勿因微小而弗為。勿因小庛而弗去」。 

但是生活在目前快速時代的我們，為了跟得上時代事事講求高速，事事

祈求利益快速回報，所以為了「快速」，任誰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重視小惡，

去珍惜小善。那是因為誰都沒有耐心去等待，「小惡」，「小善」會替我們帶

來後果。現代的一批科學家兼商人，他們為了滿足人類病態(追求快速)的需

要，所出產的新產品，根本就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在做越級的超越，這樣

而帶來的空隙，就是以後引起大災難的潛伏者。  

(四) 總結： 

  漸卦，闡釋由停頓的狀態，邁步向前時，應採取漸進的原則。前進才能

建功，前進當然要剛毅，但也要把握中庸原則。不可以勉強，不可以冒進，

應當穩當，依據狀況，把握時機，腳踏實地，一步步的循序向前邁進，動靜

順乎自然，才能安全，行動不會窮困。如果剛強過度，不停的冒進，就有脫

離群眾的危險。當然，在漸進中，會有阻礙，但邪不勝正，必須以正當的方

式突破。超脫於世俗之外，不為名利所累，則可進退由心，可以說是進的極

致。以上從正面立論，反面立論，對不正之風，則應杜漸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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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有關於雁鳥殉情的故事，發生在安徽銅陵市，某年的除夕，有一民居燃

燒艾草，想在過年時趨吉避凶。由於艾草在燃燒時產生大量煙氣，冉冉升空，

剛好有一群雁飛過，其一隻被煙燻昏了，從空中掉了下來。那戶人家認為這

是不祥之兆，就把那隻雁撿起來，拿到廚烹 煮，並將牠吃了。 

第二天，有一隻雁飛到那戶人家的屋頂上，不斷鳴叫，似乎是在尋找昨日失

蹤的那隻雁。想必這兩隻雁是一對夫妻吧！他們昨天在空中飛行時，是成雙

成對的，可是身邊的配偶被煙燻迷了，掉下地來，另一隻一直等待配偶返家，

但是到了第二天，愛侶依然未歸。牠急急尋了來，在偶伴掉下去的地方，不

斷鳴叫尋找。 

這隻孤單的雁，在那戶人家屋頂上連續叫了幾天，伴侶都沒有現身，牠知道

愛侶一定是遭遇不測了，牠也不願獨自活下去，於是墮地而亡。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直叫人生死相許，還生死相隨！ 

這種愛，真可比美人類呢！但是生死相隨固然浪漫，為對方殉情，是不被鼓

勵的。所以，當人們聽到殉情的故事，總是感嘆和惋惜。尤其聽聞雁鳥為愛

侶殉情，更叫人嘖嘖稱奇和感佩；當然，對釀成這樁悲劇的人，難免生出指

責之意。 

東漢和帝即位后，竇太后專權。她的哥哥竇憲官居大將軍，任用竇家兄弟為

文武大官，掌握著國家的軍政大權。看到這種現象，許多大臣心里很著急，

都為漢室江山捏了把汗。大臣丁鴻就是其中的一個。 

  丁鴻很有學問，對經書極有研究。對竇太后的專權他十分氣憤，決心為

國除掉這一禍根。幾年后，天上發生日蝕，丁鴻就借這個當時認為不祥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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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上書皇帝，指出竇家權勢對于國家的危害，建議迅速改變這種現象。和

帝本來早已有這種感覺和打算，于是迅速撤了竇憲的官，竇憲和他的兄弟們

因此而自殺。丁鴻在給和帝的上書中，說皇帝如果親手整頓政治，應在事故

開始萌芽時候就注意防止，這樣才可以消除隱患，使得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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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兌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7年 4 月 8日 

 

上
兌 

 

 

上六 

九五 

九四 

下
兌  

六三 

九二 

初九 

  兌為澤  

 

原文：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

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者，附麗也。雨澤相麗，交相侵

潤，互有滋益水就濕，各以類而相從，朋友之道，不出乎此。 

 

 

 

上六 引兌。 

九五 孚于剝，有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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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六三 來兌，凶。 

九二 孚兌，吉，悔亡。 

初九 和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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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上六，引兌。 

用引誘來取悅於人。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這不是光明正大的，而是偏離正德。所謂的過猶不及，樂極

生悲，必須戒懼。 

 

九五，孚于剝，有厲。 

誠心相信小人，必有危險。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是因為九五處在中正之位，而小人環繞的緣故。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說明和兌也須剛毅的明辨是非，並非同流合汙。介疾、小毛

病。病好了，心中自然就喜悅了。 

 

六三，來兌，凶。 

主動來奉承討好，有凶險。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意思是說「花言巧語」，一副討好人的臉色，這樣的人很少

有仁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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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心中誠信且與人相處和兌，可以得到吉祥，沒有悔恨。此爻

說明與人相處和兌的本質，就是心存誠信。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和顏悅色的態度待人，就能獲得吉祥。行為端正，且不被

人所疑忌，與人相處的態度和顏悅色，光明正大。 

 

卦旨： 

兌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八卦。兌為澤，兌為悅，上下皆悅，為兌。上

下皆澤相疊，兩澤相附麗，兩水相連，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像父母、

夫妻、兄弟姊妹的溫馨，全家團結在一起，快樂歡欣喜悅。但不能諂媚取悅，

應當以誠信真心為本，外柔內剛，與人和悅，唯有堅定意志，才不會墜入別

人陷阱。 

卦理： 

一、「兌，亨，利貞。」 

就是說，開懷豁達能使人歡欣、喜悅；亨通暢達，利於堅守正道。開懷

豁達就是不在意，不鑽牛角尖，別太要面子，別事事斤斤計較，別太小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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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什麼事都當回事。不在意是大度與寬容。不在意的人是超越自我的人。

豁達是一種人生態度，它包括了豪爽、正直、熱情、坦蕩、開朗、樂觀、泰

然等，構成人的良好素質所需因素的諸多方面。 

二、「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就是說兩片澤水相互流通滋潤，彼此受益，因而象徵喜悅，君子應效法

這種精神，樂於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討學習，講習道義，這是人生最大

的樂趣。 

(就像我們群書治要易經班的師兄師姐們，一起研討學習，在張教授耐

心教誨的學習中，一起受益，一起快樂進步一樣) 

孫子兵法說：「上下同欲者勝。」張自忠將軍曾說：「軍民團結如一人，

試看天下誰能敵。」只有團結的團隊，才具有堅不可摧的凝聚力，只有團結

的團隊，才具有攻無不克的戰鬥力。在企業中齊心協力具體體現為：同心、

同德、同向、同利、同樂，獨臂難舉石，人多可移山、人是需要幫助的，荷

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開朗豁達，可

以得到眾人的支持，齊心協力可以取得共同進步。 

故事： 

有個先生他一工作起來就很賣命，使得他的工作愈來愈繁重，每天都在

加班。太太雖知先生這麼努力，但心裡還是不免犯嘀咕：「真有那麼多事要

做嗎？總是很晚才回家，回家到半夜都還掛在網路上開視訊會議？這樣的生

活一點品質也沒有。」某天，先生本要和她一起吃晚餐，卻又因加班臨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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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待先生回來時，太太忍不住劈頭一陣牢騷：「今天不加班，公司就會倒

嗎？」沒有幾個人可以忍耐在自己疲憊不堪時被潑冷水，可是此時疲倦的他

卻說：「你知道嗎？我在加班的時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太太笑得像

桃花舞春風一樣，不再為失約的事計較了。 

綜論： 

一、 綜觀全卦大旨，無非說明：陽不牽於陰柔，秉持正德，決絕邪諂，才

能成「欣悅」之至美；反之，偏離正德，曲為欣悅，則不論是取悅於

人，還是因人而悅，均將導致凶咎。可見《周易》所肯定的「欣悅」

是立足於鮮明的道德準則之上。 

二、 (易經)妙用無窮，它是一本能解開宇宙人生六十四密碼的寶典，只要

能將易經的道理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例如：現在人常將「存好心、

說好話、做好事」掛在嘴上，然而卻往往由於思慮不周，判斷錯誤，

或流於一味討好，而淪為「好心做壞事」、「愛之反害之」的下場。其

實，好心只有兩個字「合理」，好話只有兩個字「妥當」，「合理的判斷」，

才是存好心，「妥善的表達」，才是說好話。 

《易經》可以糾正現今社會很多似是而非的觀念，可以幫助人們認識自我、

認識世界。 

《易經》有天、地、人三才，人居於天地之間，頂天立地。 

《易經》使我們自在，使我們快樂工作，使我們快樂學習。 

《易經》是我們生活離不開的經典，有促進人類生命共同體的精神，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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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學習體悟，才會幸福快樂過日子。 

以上是末學的心得報告，請尊敬的張教授、法師、師兄、師姐們繼續指

導，謝謝，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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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渙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7年 4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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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節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7年 4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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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學習班－易經班 

中 孚 卦 心 得 報 告 
報告日期：2017年 4 月 8日 

一、 爻辭： 

 

上九 翰音登于天，貞凶。 

九五 有孚攣如，无咎。 

六四 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三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九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二、 原文：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

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三、 結語： 

人言為信，做人處事要守誠信。 

人無信而不立；業無信而不興。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