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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

第四章，説明《易經》與天地的規律

相應。聖人作《易經》完全效仿天地

自然。通曉易理，就能通曉天下萬事

萬物之理。準，相同；平齊之意，

無過與不及。彌綸，即普遍地包括天地 甘肅天水伏羲廟

一切道理。「幽」是指無形，台面下看不見的，「明」是有形看得見的，如浮在水面上冰山

之一角的部份。「原」，推究、追溯；「反」，反求；一說應為「及」，形似而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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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易經》和天地之理相等同，所以天地間的一切道理

都普遍包含在裏面了。用《易經》之理仰觀天上日月星辰的各

種現象，俯察大地山川原野的各種情况，因此能夠知道幽隱難

見的和顯而易見的事情。追溯萬物的起始，並反求萬物的終結，

因此能夠知道萬物死亡與生長的道理。

精與氣的聚合而形成生物；精氣一散，靈魂離體便告死亡，而

遊蕩分散的靈魂(神識，阿賴耶識，第八識頌云：「去後來先作

主公」)也會有不同的變化(按：佛家所說的「六道輪迴」也)因

此而能知曉鬼神的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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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樂天知命，故不

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四章，是説明《易經》中的道理涵蓋天下萬物，明瞭

易道就能周濟天下萬物，以善巧方便幫助一切人、事、物。知，是指智慧的「智」；濟，周

濟、幫助，解決天下眾生的問題，「道濟天下」是《易經》的終極目標。範圍有形塑、控制、

效法之意；曲成，多方設法使有成就。《周易》「無」字皆作「无」。

【譯文】《易經》之理和天地的規律相近似，所以不會違背天地的法則。《易經》的智慧周

遍地包容萬物，而又足以匡濟天下，就能夠解決天下的問題，所以行為恰到好處，不會有過

錯。能夠樂觀地順從天道，明瞭人生宇宙的真相，所以没有憂慮。《易經》效法天地之間的

一切變化，而没有過失；多方設法成就萬物而没有遺漏。

因此《易經》之理，神妙而不居於一方，變化無窮而没有固定的形體。

(按：即無定在，而無所不在；實相無相，實相無不相，實相無相無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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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五章，是説明易道爲萬物之本，

却鮮有人真正明瞭通達。近代資通訊(ICT)科技的發展，有人說：「0和1，構成

了浩瀚無窮的網際網路。」其實早在三千多年前，《易經》就指出：「一陰一

陽之謂道」，也就是說：「一陰(0)一陽(1)，產生了宇宙萬象。」這是大家忽略

的宇宙人生密碼啊! 之謂，「就是」(is)的意思。謂之，「叫作」(as)的意思；乾

繼承此道，開創萬物。善也，隱含了性善觀。

坤承順此道，成就萬物，人性本善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萬方百姓，

恒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君子，謂聖人也；鮮，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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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一陰一陽相互對待與作用就是「道」，繼承此道而開創萬

物就叫做「善」，承順而成就此道以化育萬物就叫作「性」。仁者

見到道，就將它叫做「仁」，智者見到道，就將它叫做「智」，百

姓每天都在運用道，却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真正懂得聖人之道的

人很少了。(按：真理無所不在，在我們平常的生活中，如起心動念、

舉手投足、言語造作都含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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