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充】聞佛聖德名，安穩得大利－「聞」要「至誠」深信不疑，

•《中庸》第32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即五倫)，立天下之大本(五常)，知天地之化育
(化：去其本無；育：還其本有。因「本覺本有，不
覺本無」)。

夫焉有所倚(需要依靠什麼)？肫肫(誠懇至極)其仁，
淵淵其淵(心像深潭般的清靜)，浩浩其天(自性像天一
樣浩瀚廣大)。茍不固(著實)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

（按：《觀經》菩提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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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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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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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既濟卦

• 下離上坎，是《易經》唯一六爻

全正的卦。

• 説明事成之時，要有「居安思危、

防患未然」的憂患意識。

• 以及「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

的風險管理概念。水火既濟

上六
九五
六四

九三
六二
初九

水

火

4



既濟卦

• 上坎爲水，下離爲火。水火相交，水在火上，水勢壓倒火

勢，救火大功告成。

•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 《象傳》説：水在火上，象徵事情已經成功。

• 君子觀此卦象，想到火可燒水以爲飲，而水傾覆卻可滅火。

• 考慮事成之後，可能出現的禍患而採取措施，防患於未然。

• 這是覺悟者的境界－無常是必然，有常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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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濟卦-管理心法

• 未濟(順流)與既濟(逆流)的抉擇：

• 以佛法而言：
未濟(順流)是指違背涅槃之道而隨順輪轉生死之因
果。
既濟(逆流)指的是違逆生死之流，趣入涅槃之道。

• 真正的人生，是逆水行舟，做人、做事、修道永無
止境，不進則退！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激流》的詩中說：「若欲發
現源頭，必須逆流而上；破浪尋求，決不放棄，你
知道源頭就在前方。」

• 說明要成聖成賢，必須要有「逆流而上」的決心與
勇氣，才能找到源頭(窮盡本源)，成就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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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未濟卦

• 火在水上，無法炊煮食物，飲

食難成。

• 故引申出事業未成之時，應當

守持中正、記取失敗教訓，以

逐步使事物邁向成功的道理。

火水未濟

上九
六五
九四

六三
九二
初六

火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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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濟卦-管理心法

• 行願無盡，眾生未濟，發菩

提心，廣度眾生。

• 有人認為《易經》的最後一

卦「未濟」結局並不圓滿。

• 這是因在成佛「既濟」之後，

還須「回入娑婆度有情」。

九華山「行願無盡」之山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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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 「一切法從心想生」－「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

－「畫馬變馬」的故事。

•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 「心」如一塊田「地」，

「福田心耕」－要用心去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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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地掃地掃心地

• 佛陀有ㄧ位弟子，名叫周利槃陀伽，因為

稟性魯鈍愚笨，所以被人稱之為「愚路」。

• 佛陀教他誦念簡短之「拂塵除垢」一語，

令他在掃地時反覆念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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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地掃地掃心地

• 周利槃陀伽將自己的「心」比之如「地」，將

心中的「煩惱」，比之如地上的「塵垢」。

• 他在掃地時，就自我思量將心上的煩惱、塵垢

清除一次－ 掃一次，就念一句「掃塵除垢」。

• 如此周利槃陀伽的業障，逐漸消除，某日忽然

開悟，證得阿羅漢果，具足神通，變化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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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地掃地掃心地

• 周利槃陀伽能依佛的教誨，漸漸悟到：

「掃地掃地掃心地，

心地不掃空掃地；

人人若把心地掃，

世間皆成清淨地

（朵朵蓮花開心底）」。

• 我們要能由外面掃地的工作，體悟到內在要

保持「清淨心」或「心靈環保」的道理。 13



掃地掃地掃心地

• 我們應了解我們本具的心，如清淨的琉璃。

• 然因久遠劫來，長期被貪、瞋、癡等「煩惱」的灰塵、

或心中的「垃圾」所覆蓋。

• 應積極從清除外在環境的污染，體會到「心靈環保」的

重要。

• 努力從「心地」下功夫，「心平，則一切皆平」、「心

淨，則一切皆淨」，保護自己善良的心地，才能不受外

在環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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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一：「无咎」(善補過)是易經的最高境界

•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套特定的符號系統；要
先了解並熟悉，才能進入《易經》的世界。

• 南懷瑾先生：「《易經》是經典中的經典，哲學中
的哲學，智慧中的智慧」。

• 《易經》學習三部曲：不學一定不會、學了不一定
會、學會終身受用。

• 「謙虛」是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當中的精華」、
「第一當中的第一」，以之待人、處事、接物將無
往而不利。

• 學習《易經》「不變隨緣，隨緣不變」(清淨、平等)
的智慧，將可達「无咎」(善補過)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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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二：「應無所住，而行布施」

• 人生在世若想要過得快樂、自在，應該把「服務」

和幫助別人變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 服務別人而不求回報－能有此心，陰德更大。

• 因此，「服務」就是一種「布施」。

• 幸福人生的關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別人錯的，也是對的；自己對的，也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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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二：隨時、
隨處、隨緣為
眾生服務

• 《韓非子．五蠹篇》說：「自環者謂之私，
背私謂之公。」

• 一般人常以服務別人為苦。
殊不知：「有能力去幫助別人，並為別人
服務是值得慶幸的。」

• 「人人是我服務的對象，
時時是我服務的良機，
處處是我服務的場所，
事事是我服務的題材。」

• 能為別人(公)著想，就是菩薩；為自己
(私)設想就是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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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萬」管理哲學的緣起

中華聖哲的教養觀－
《弟子規》

管理

『管』事情，

『理』人心
孝

宇宙人生觀

悌
服務觀

謹
自我修持

信
實踐力

汎愛眾
人類愛

親仁
道德觀

餘力學文
藝術.知識

聖賢境界
自利利他最難管理的是「人」；而

人的管理中，最難管理的

是「自己」，欲管理好自

己，應先從「修身」開始。

19



三千萬

千萬要
利他

千萬要
感恩

千萬要
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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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三：「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 孝悌忠信、仁愛和平、禮義廉恥，

都是為人處世重要的道理。

• 我們應該把握因緣，學習《易經》「進

德修業」，當成個人反省的鏡子及行為

的指標，如此必能經營自己幸福美滿的

人生！

21



22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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