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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與管理簡介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譽為「群經之首，
大道之源」。

•「易」有簡易、變易、不易的意思。

•教人啟發智慧、進德修業、趨吉避凶、克念修持之

道，期達到「无咎」(善補過)的最高境界。

•《易經》可應用在人生與企業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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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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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取象歌

乾三連( )（天） 坤六斷( )（地）

震仰盂( )（雷） 艮覆碗( )（山）

離中虛( )（火） 坎中滿( )（水）

兌上缺( )（澤） 巽下斷(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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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周易本義．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無妄大畜頤，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恆遯兮及大壯，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是為下經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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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上經>第三十卦離卦【象辭】

【原文】<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章旨】此<象>辭讚美大人將光明的美德施展天下。(離爲日，日爲明。

指離卦上下皆離，明兩作，猶光明兩次升起；亦指繼往開來，承傳正

法。) 《易經》德位最高的是「大人」。<文言傳>說：「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譯文】《象傳》説：光明兩次升起，這是離卦的象徵。道德高尚之

大人以相繼不絕的光明品德，照耀於天下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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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彌陀光明普照十方世界

▪《易經》<上經>的歸宿－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光明世界，「含弘

光大，品物咸亨」也！

▪《阿彌陀經》云：「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

故號為阿彌陀。」

▪《無量壽經》彌陀第十三願云：「我作佛時，光明無量，普照

十方，絕勝諸佛，勝於日月之明，千萬億倍」。

▪阿彌陀佛光明，普照十方無量無邊無數佛剎(光明遍照第十二品)。

▪又云：「光明無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匿耀」，在在說明彌陀

光明普照十方世界。



【釋名】

 咸(無心之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卦，

爲下經首卦。

 柔上(少女)剛下(少男)，交相感應，構成陰陽

對應的關係，上下卦完全相應與；然二至上爻

卦中卦構成澤風大過( )－恐怖情人。

 上經衍天道，下經衍人事，咸卦就是作為下經

一個新的開始。

 咸卦是「信受」的境界，恒卦是「奉行」，要

能持之以恆，變成日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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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一家有八口(父母、三男、三女)

(一) 家人 

乾(天)  震(雷)  坎(水)  艮(山) 

； 

 

 

 

      

父  長男  中男  少男 

 

坤(地)  巽(風)  離(火)  兌(澤) 

； 

 

 

 

      

母  長女  中女  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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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卦、恒卦(定慧)、損卦、益卦(養德修善)相錯、相綜、相交關係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 ) 

澤山咸 

相錯 

 ( ) 

山澤損 

相綜     

( ) 

雷風恒 

 

 ( ) 

風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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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原文】咸，亨，利貞，取女吉。

【章旨】此卦辭言男女由貞正而交感，可

獲吉祥。「咸」詞義為交感、感應，也有

「全」、「皆」的意思。取：通「娶」。

【譯文】咸卦象徵交感，亨通，守持貞正

將有利，娶妻可獲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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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章旨】澤在山上，山承載澤，澤滋潤山，兩相交感，故

曰咸。此<象>辭勉勵君子虛懷以容納眾人。

【譯文】《象傳》説：山上有大澤，山澤相通，這是咸卦

的象徵。看到此象，君子因此虛懷若谷，廣泛容納感化衆

人（君子能夠以虛懷若谷來感，萬物都會與之相應）。

(按：如頤卦( )，中間是虛的，沒有我執、法執；老子

云︰「致虛極，守靜篤。」)

長白山上的天池



天山上的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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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章旨】「二氣」即陽氣與陰氣。「以相與」，

即水乳交融，攜手合作，合而為一。此<彖>辭

闡釋咸卦卦名，及交感在自然與社會領域的重大

意義。從上述卦辭云男女之交感，延伸到君

子、聖人對眾人的「感化」，可見咸卦之應用無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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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譯文】《彖傳》説：咸，就是「感應」之意。陰柔居上而陽剛在

下，陰陽二氣感應而又相互交融。天與地相互感應，因而萬物得以

化生；聖人設立道德教化，與民心相感應，因而天下和平(即乾卦

所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通過觀察其感應的情狀，天地

萬物的性情就可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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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咸卦-無「心」之感，用心經營夫婦關係

 ＜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一
切都是從夫婦開始，先有夫婦，才有家庭以
外的社會生活。

 從咸卦少男少女的戀愛，接著進入恒卦老夫
老妻相處的婚姻。

 要長期用心去經營，夫妻的關係才會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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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永嘉禪師在《奢摩他頌》所說開悟境界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意為恰到好處地
用「智慧」的心

「無心」並非沒有
智慧，反而是正確
、恰到好處地發揮
「無私心」把事情
處理得很圓滿。

常用表示常為了利樂
他人，而忙得席不暇
暖，不知老之將至！

沒有自私自利、自
大自卑等愚癡迷惑
之心，而是用無私
無我、捨己為人的
慈悲心，積極為一
切眾生服務



【釋名】

 上卦爲震(長男)，震爲雷；下卦爲巽(長女)，巽爲風。成功

男人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

 因上下卦是相錯、完全契合的，剛柔相應，故會有恆久

(「亙古心」為恆)的關係。

 恆卦是《易經》憂患九卦之一，人在五濁惡世，不易有恆

心(因初爻到五爻也是是澤風大過( )卦，會有「棟橈」

的狀況，感情用事所致)。

 説明君子立身處世，要恒久地修習德行。「一日心」為

「恒」－「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需卦第一爻：「需于郊，利用恒，无咎」，就要懂得恒卦。

咸、恒卦是小宇宙，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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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恒
《説文解字》曰：
「恒，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閒上下。心以舟施，恒也。」

彼岸(既濟)

此岸(未濟)

心舟擺渡在此岸
與彼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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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原文】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章旨】此卦辭言堅持正道，持之以恆，

可得亨通。咎，過錯。人不可能永遠不犯錯，但是知錯能改(孟子曰：

「人恆過，然後能改。」)，就是「善補過」也，這就是「无咎」－

《易經》的終極目標就是追求「无咎」。

【譯文】恒卦象徵恆久，亨通，沒有禍害，守持貞正將有利，有所前

往求發展，亦將有利。

【故事】相責與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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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章旨】雷風動盪的考驗中，風吹不倒，雷也打不倒，亦即

在動亂的時代與環境，考驗出「恒」的修為。此<彖>辭勉勵

君子樹立恆久「不易」之道(《易經》基本之道)。「方」即

「道」也，正確的思想。

【譯文】《象傳》説：雷與風恒常相隨相助，剛柔相濟，恆

常相伴而生，這是恒久之象；君子效此而樹立卓然不可改變

之道。

【故事】柏拉圖的堅持(甩手運動，一個月、二個月、一

年…….)；念佛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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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

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章旨】此<彖>辭闡釋恒卦卦名，及恒久之道在自

然與社會領域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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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彖傳》説：天地運行的規律是永恒而不會停止的。日月依循天

道，而能長久照耀天下；四季往復變化，所以能恆久生成萬物；聖人長久

地推行道德仁義，所以能教化天下(「光宅天下」)，以成盛世(「天下平」

具體實現)。觀察其所以長久之現象，天地萬物的性情便可以知道了。



【爻辭】

【原文】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章旨】此爻言不恒守貞正美德，或將受到羞辱。至於朝三暮四，朝

令夕改，變節敗德，晚節不保，半途而廢等字眼，均為恆卦九三爻的

解析與延伸(按：九三上應上六，有躁進求上，不恆其正德之象)。

【譯文】九三：如果不能長久地保持

自己的德行，就有可能會招致别人的

羞辱，當守持貞正以防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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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章旨】此則解釋九三爻象。對一個沒有定

性、沒有恆心，又經常抱怨，粉飾自己過錯

的人，天地之大，無處容身啊！

 【譯文】<象傳>說：如果不能長久地保持德

行，到哪裡都不受歡迎，將無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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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一日心」為「恒」－「道是心常平」

◼「恒」從字形來看，就是「一日心」。

◼乾卦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也是「ㄧ日心」，

朝聞夕改，早上知錯，晚上就改；晚上犯錯，早上改。

◼今日事，今日畢。每天檢討反省自己，儘可能做好每一天，稱

之為「日課」。

◼《繫辭傳》對於「恒」的解釋為：「雜而不厭」。所謂「雜而

不厭」，「雜」就是錯綜複雜、千頭萬緒；「不厭」就是要耐

煩。「大道至簡」，「持名念佛」完全符合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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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平常心是道，道是心常平」

◼我們在面對雜亂無章的世界，要能不起厭煩心，甚至還能生喜歡

喜心，化繁為簡，以簡馭繁，能夠「雜而不厭」(如老實念佛)，

這是「恒」卦主要修行的目標。

◼我們在憂患亂世的時候，更需要耐煩，心不能亂，以「平常心是

道」及「道是心常平」之「恒以一德」的態度，來待人接物，才

是處世之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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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三卦，下艮上乾。其交卦

「山天大畜( )」：「不家食，吉。」

▪「遯」的造字就是典型的「豚(ㄊㄨㄣˊ，小豬)

走路」，小豬想抽身而退，不再承接任何責任。

▪天下有山，山高天退，陰長陽消，小人得勢，

君子退隱，明哲保身，止欲修行，伺機救天下。

27

初六

六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33 天山遯



【象辭】

【原文】<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ㄨˋ)而嚴。

【章旨】此<大象>辭勉勵君子疏遠小人，恭敬莊

重以別之。

【譯文】《象傳》説：高天之下立著大山，這是

退避之意。君子因此而遠避小人，並不憎惡小人，

但亦自具威嚴，使其不敢冒犯。

【引申】「天下有山」與「地中有山」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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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章旨】此<彖>辭闡釋遯卦卦辭與卦象，並讚其意義。

浸，漸也；讓新人慢慢熟悉業務。

【譯文】<彖傳>說：卦辭言「退避，亨通」，是說君子

能識時而退，可得亨通。陽剛(指九五)者中正居尊位，

而能與陰柔(指六二)相應合，所以能隨順時勢而行退避(交接圓滿)；

言「小人當守持貞正，方得有利」，是說陰氣雖已漸漸增長而不可妄

動。退避之時的意義是多麼重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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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原文】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章旨】此爻言盡善盡美及時地退避，可獲吉祥。九五爻居尊位，得中得正，

及時退避以待轉機，且六二與其心心相印。九五爻變為火山旅( )卦，亦即

在領導位置退下來之後，由於心志端正，可以安排度假計畫，出國旅遊，故

曰「嘉遯貞吉」也。

【譯文】九五：嘉美地遯去，是貞正而且吉利的。

《象傳》説：「嘉美地遯去，守持貞正可以獲得

吉祥」，是因爲其能端正心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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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原文】上九，肥遯，無不利。<象>曰：肥遯無不利，

無所疑也。

【章旨】「肥」，通「蜚」，飛也。此爻言高飛遠避塵

世，無所不利。上九爻變為澤山咸( )，要走就走，無

所罣礙(因處無位之位，下亦無應，故能無牽無掛)。

 【譯文】上九：象徵高飛遠避塵世，無所疑滯，退隱

山林，没有什麽不利的。《象傳》説：「遁世隱居，

没有什麽不利的」，這是説没有什麽可以疑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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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遯」的人生管理課題－「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及早預作準備，不戀棧職位，

使退位的大老，「老有所終」，才能遯得圓滿；

▪同時也能培養「有德有才」的後起之秀來接班，使「壯有所用」；

▪能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弘傳中華傳統文化，使「幼有所長」，這是我們每一個人

的責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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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遯」的智慧－脫身有術，心無罣礙

▪「遯」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課題，但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因大多數人「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都是

「亢龍」的命，在這個課題上很多人都不及格。

▪如果我們希望「死」得安詳，那麼就必須要在心中和日

常生「活」中，培養安詳的心境，並且學習「遯」的智

慧。

▪希望今生脫身有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心無罣礙，無

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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