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

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段旨】此節節錄自《繫辭傳·下》第二章，言包犧氏仰觀俯察，取象而作八卦。王：

治理；文，花紋；指鳥獸羽毛的花紋。罔，同「網」。罟，音古，網的總稱。離卦的

卦形( )，重疊成 ，像孔眼，且有網目相連之象。

。

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指的是太昊伏羲氏始畫八卦，代替了結繩記事，特別是
以龍紀官，治理農田、水利、居住等，為民造福，使廣
大民眾安居樂業，開創了人類文明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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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遠古的時候，伏羲氏治理天下，仰頭觀察日月星

辰等天象，低頭觀察地形高下的法則，觀察飛禽走獸身上

羽毛的花紋與行經地面所留下的足跡，以及適宜生長地上

的植物；從近處取象於人的一身，向遠處取象於宇宙萬物，

因此才創作了八卦，用來貫通神妙光明的德性(「明天人

之際，與天地參」)，用來分門別類比擬萬事萬物的情狀。

伏羲氏發明編結繩子作為羅網，用來打獵、捕魚，這大概

是吸取<離>卦網目相連的象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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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宮，不

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

據而據焉，身必危。」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下》第五章。這一章是孔子讀

《易》的示範，抽出困、噬嗑等卦的爻辭進行解釋，從而教導人

們如何學《易》。此一節是引孔子語解釋澤水困卦六三爻辭的含

義。蓋以六三爻本身不中不正，陰柔乘於九二陽剛之上，居內卦

坎險之極，嗜欲深重，終至自誤誤人，堪為借鏡。石，巨石，指

九四爻；據，憑靠。蒺藜，有刺的草本植物，喻九二爻。六三爻

變成大過卦( )，眾叛親離，死期將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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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周易》説：「(六三爻)前進則受困

於堅硬的巨石(九四爻)之下，後退則又憑靠於

多刺的蒺藜(九二爻)上面，進退皆困，走入自

己的居室，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妻子，必有凶

險。」孔子説：「本不是自己所應經歷的困境，

却爲了欲望而受困，必遭致聲名俱裂，蒙受恥

辱的惡果。蒺藜多刺，本不是自己所應憑據的

據點，却後退以安身，必遭刺傷，使身家遭遇

危險。」(按：上六又陰柔不應，無人可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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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下》第五章，此一節是引孔子語解釋火雷噬

嗑卦初九爻辭的含義，即對初犯者給予警告，方不致重犯。勸，勤勉。屨，音

巨，動詞，穿、戴著。校，木製刑具，此處指「脚桎」、「腳鐐」之類的刑具。

趾，腳趾。

【譯文】孔子説：「小人行不仁之事却不以爲羞耻，做了不義的事也不害怕，

不見到功利就不努力去做，不用刑威就不能使他得到懲戒。小的懲罰使他受到

大的戒懼，以致不犯大罪，這是小人之福。《周易》説：給最初犯有刑法的人，

戴上脚鐐的刑具，僅僅損傷他的腳趾，以示懲戒，但過失尚小，能從此改過自

新，也就無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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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

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何

校滅耳，凶』」。

【段旨】此一節錄自《繫辭傳·下》第五章，此一節是引孔子語解釋噬嗑卦

上九 (陽剛居極位，有施刑過烈之象)爻辭的含義。劉備對劉禪(阿斗)所說：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就是源自此處。何，通「荷」，動詞，

用肩扛或戴上、背負；校，此處指「木枷」之類的刑具。

【譯文】善行不積累，就不足以成名於天下；罪惡不積累，也不足以自滅其身。小人認為

小的善行沒有好處，便索性不去做了；認爲做些小的惡事，沒有害處，便不去改過。因此

日積月累，罪惡便盈滿天下，以致惡行累積到了無法掩蓋，罪過大到不可解救的地步。

《周易》説：「犯人罪惡深重，木枷刑具已戴在頭部，以至毀傷了耳朵，這是凶險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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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段旨】此一節節録自《繫辭傳·下》第五章，此一節是引孔子語解釋天地否卦

九五爻辭的含義。這是説明「危」、「亡」、「亂」，均來自於昔日自恃其

「安」、「存」、「治」也。由泰轉否，只有一步；

由否轉泰，卻有六十三步之遙！

溫水煮青蛙
居安思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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