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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九卦，下艮上坎，即是蹇卦，寒氣

侵於足，造成行動不便。《說文解字》：「蹇，跛

也」。山高水深，困難重重，義爲「行走險難」。

◼在蹇卦闡明險難之時，君子要反求諸己、修習德行，

柔順待時，進退宜當。同時强調善用蹇難，使上下同

心協力、和衷同濟的重要作用。

◼學習《易經》好處，就是遇到再困難的問題(「蹇」)，

一定有解決的方法，就看你能不能耐心學習其解法(人

生智慧)，並且持之以恆，許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蹇」和「解」是整部《易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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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原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

：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章旨】蹇，古蹇意為直諫；蹇蹇，勤勉艱難地奔走或直言進諫之狀。躬，自身。此爻

言行走險難時，為臣者當不顧私利，勤勉濟助或直言進諫君王，就不會有過失。「六二」

要承「九三」，又應「九五」，非常辛苦；爻變為水風「井卦」( ) (開發自性潛能)。

【譯文】蹇卦的第二爻，象徵國家危難之時，君王的臣子忠誠正直，勤勉艱難地奔走，

志匡王室，不是爲了自己的緣故啊！用這種態度來處蹇，始終不會有什麽過失。<象傳>

說：臣子在艱難困苦時，還能履行職責，堅持王臣之道或直言進諫，使君王得以保全，

終必不會有何過失，也不會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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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濟蹇之道－時機、領導、正道

▪依照蹇卦的卦辭：「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因這一卦的上卦

是水，下卦是艮為山，山是險阻，水不易涉過，都是困難，所以命名為蹇，蹇

的原意為跛，即困難之義。

▪又吾人身處逆境時，只有遇到君子給予協助，才能繼續前進，獲得成功。由蹇

卦的卦辭，可知濟蹇之道有三：

（1）應見機行事、進退合宜－正確價值觀(方向)

（2）應有大人領導－心胸寬大

（3）應固守正道－誠信、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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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發掘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半

▪ 蹇卦和解卦就像濃縮版的《易經》，就是要發掘問題(「蹇」)，提出解決問題

(「解」)的方法。如果不知問題之所在，如何解決問題呢？

▪ 以一般企業而言，吾人未能提出經營「問題」的原因，在於：

(一)、知識不足：本身對專業知識、理論了解得不夠透徹

或一知半解，不能了解「理想」和「實際」的差距在哪裡？

(二)、經驗不足：對於業務的營運狀況毫無實作經驗，或歷練時間太短，未能了解

真正問題之所在。

▪ 水山蹇卦( )六二爻變，就是水風井卦( )，亦即人生遭遇困局的時候，山窮水盡，

就要去挖潛在的井水，開發自性或研究新的出路，並且從「利他」的角度出發，相

信許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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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四十卦，下坎上震，是雷水解卦。

◼險在内，動在外，意爲解除險難(「動而免乎險」)。「解」

從字型上看，就是用「牛角」當成「刀」，把死結挑開，

把人生「蹇」難的結解開。

◼解除險難應該遵循迅速及時、堅持誠信、杜絶後患的原則。

◼<序卦傳>曰：「事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

也。」以永嘉禪師：「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

恰用，常用恰恰無」之「無住生心」的態度解決問題。

◼吾人信願持名念佛，可以蒙阿彌陀佛的加持，「帶業往生」

(如同「赦過宥罪」)到西方極樂世界，一生成佛，究竟解

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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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子赦免小民的過失與罪刑。雷雨並作，嚴

寒解除，萬物承受自然的恩澤，而重萌生機，引申赦免小民的過失

與罪刑，強調和解的精神。「過」比較屬於「民事」可以赦；「罪」

就嚴重得多，像「刑事」犯罪，只能減免。

【譯文】《象傳》説：雷雨並作，嚴寒解除，化育萬物，是解除險

難的象徵。君子因此赦免人之過失，寬恕或減免有罪之人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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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坼(ㄔㄜˋ)。解之時大矣哉！

【章旨】此<彖>辭闡釋解卦卦名、卦辭、卦象及其義理。坼，裂開。解卦

的交卦是水雷屯( )，打悶雷不下雨，動乎險中；解卦則是傾盆大雨，化

解僵局，使草木欣欣向榮。

【譯文】《彖傳》説：天地解除封閉、舒解時，雷雨興起。雷雨興起後，

百果草木的種子開始裂開外皮，發芽生長。解除艱難之時的意義是多麽重

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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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原文】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章旨】此爻言小人得勢，隱患未解，將招致強寇。這是解卦中的眾矢之的(六二、九四、

上六皆欲去之而後快)，也是人生最難纏的業障、包袱、負債集於一身，要設法解決。

六三處「解」之時(三多凶，是非多)，陰居陽位，凌乘九二陽剛之上，不中不正；而攀

附於九四，猶如「小人」竊居高位，故以負重而乘車，招致强盜來搶奪爲喻，明其處於非

份之位，不能長久。(繫辭傳(上)，孔子有進一步的說明，P.674)

【譯文】解卦的第三爻，像小人身上背負重物，而乘大車，必招致强盜來搶奪，此時當守

持貞正，以防憾事，但這仍是君子所鄙視的行爲。此爻告誡我們，行事當守本份，不當踰

越。正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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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庖丁解牛的體會
◼《莊子》一書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一名「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技藝高超的寓言。

◼庖丁最初支解牛時，他所見到的是一整隻牛，因此用刀砍骨頭，並且每月換一把刀；

十九年後，庖丁認為他是以心神去接觸牛，已達到『游刃有餘』、『躊躇滿志』的地

步，刀刃還像新磨過的一樣，因為他能了解「剛柔之際，義无咎」(初爻象辭)啊！

◼世間任何一種技術的從業人員，如果能夠「一門深入，長期薰修」，人人都能提升到

類似「道」的層面。

◼此一寓言，讓我們體會到做學問或修行都是要經歷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考驗或歷練，

才能逐漸提升自己的境界，如孔子到七十歲才真正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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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老子》第五十六章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這是告訴

我們若要解決紛爭，實應避免鋒芒太露、逼人太甚，把稜角磨圓，且外表溫

和內斂，放下身段，與對方打成一片，自然能解決紛爭。這就是不爭的精神。

◼要把「心有千千結」的人生問題解決，在《楞嚴經》中，佛曾以繩子為喻，

以觀世音法門教我們解開「動結」、「靜結」、「根結」、「覺結」、「空

結」，以及「滅結」等「六」結，並破「五陰」(色、受、想、行、識)。

11



【引申】解卦的交卦與卦中卦分析

◼「雷水」解卦 (    )的交卦是「水雷」屯卦(    )，「動乎險中，大亨貞」，震卦

在坎卦下面，還在險中動；可是解卦不同，解卦是出險，「動而免乎險」。

◼從解卦的卦中卦，可以知道解卦的二、三、四、五爻，構成的就是「水火既濟」，

靠智慧度彼岸，遠離顛倒夢想；

◼但是解卦的初爻到四爻，就是「火水未濟」，就看我們如何運用智慧，由「未濟」

到「既濟」。

◼解卦的三、四、五、上爻，構成的是「雷水解」，這就是解中有解。

◼有人說蹇中有蹇(         )，人生真是苦不堪言，寸步難行；可是我們也要相信，解

中有解，永遠有佛法的般若妙智慧，幫助我們解決世間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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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四十一卦，下兑上艮。

◼上山下澤，大澤浸蝕山根，損益相間，損中有

益，益中有損。《說文解字》：「損，減也」。

◼<繫辭傳>在三陳九卦中，對損、益二卦的闡釋：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P.713)。最

好的損是減損自己的欲望，以增益自己的德行。

◼<雜卦傳>：「損益，盛衰之始也。」泰否是大

環境的盛衰，損益是個人或組織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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