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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
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章旨】闡述乾卦所象徵的天德和陽剛之氣，統率天地萬物的偉大力量和重要的作
用，讀起來真是擲地有聲，令人感動。

【譯文】《彖傳》説：偉大啊！乾卦所象徵的陽剛之氣(宇宙的本體)！它是開創一切
的本元(道或太極)，萬物依靠它而萌生，它統率天地萬物。像雲彩的飄行聚散，雨水
(陰陽和合)的普施大地(因)，萬事萬物都不斷變化出各種形狀(果)。

(如《法華經》云：「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
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如三乘)而得生長，華
果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正氣歌云：「天地有正
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太陽的光明終而復始地出現，六爻的位置無一不是應時而成(能「與時俱進」)，
然後依循時序乘駕六爻之陽氣，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的神龍，去
駕馭整體大自然環境的運行。(天即性德也，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故名「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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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 明白這一道理後，就要駕馭乾道所有變化之道，隨著陽剛之氣有規律的變
化，萬物各自發展自己的稟性和特色(即多樣性)，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各得其
正（止於一，止欲修行，止於至善；《妄盡還源觀》之行四德：隨緣妙用、威
儀有則、柔和質直、代眾生苦）。

◼ 萬事萬物如果常存和諧之氣及最大的和諧(great  harmony)，求同存異，才能
處於有利的狀況，就能實現最終的和諧貞正。(若各行其是，會破壞和諧)

◼ 聖人在普通的百姓之上，而不自爲天下人之首，讓天下萬國各得其所，各安其
位，這樣萬國自然和諧相安，無侵無爭，天下都得到安寧和平！

◼ (按：本彖辭包括：萬物(總)、品物(分級)、庶物(基層民眾)三種「物」，都
要和諧相處，才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下經第一卦「咸」卦；此顯聖人修

德功圓，而利他自在也)。
保和殿
(殿試)

太和殿
(金鑾殿)



【原文】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
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

【註】:《周易禪解》：「君子行此四德者，無非常樂我淨；
常樂我淨之慧名一切種智，常樂我淨之定名首楞嚴定，所以乾
坤各明元亨利貞四德也。今以儒理言之，則為仁義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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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
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 【譯文】《文言傳》説：元始，是衆善的成長(發展)；亨通，是美好
的會聚；有利(公利)，是適宜的和合(《說文》：「利，从刀。和然後
利)；貞正，是辦事的根本。君子體察仁道，處處行仁，就足以領導
衆人；尋求美好事物的會聚，不吝溝通，就會處處合乎禮儀；施利
於他物，就會處處合乎道義；堅守貞正之道，就可以辦好事情。君
子應當實行此四種德行，所以説：「乾卦，象徵元始、通達、和諧
有利、貞正堅固。」

◼ (按：在六十四卦中，只有比卦的「元永貞，无咎」和損卦的「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外，其餘卦辭，有「元」必有「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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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
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
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章旨】此為《文言》解釋九三爻辭，闡述進德修業、不驕
不憂的德性。

【譯文】九三爻辭說：「君子應當自立自强，勇猛精進，終日不懈
，連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樣警醒自己。假如能夠朝夕戒懼，如臨
危境，不敢稍懈，哪怕遇到危難，最終也不會有災禍和過失。」爲什
麽這麽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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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文】孔子説：「這是君子修德立業的根本道理。

推忠於人，以信待物(忠信是立身之本)，

德行就能夠得到提升；研修文辭(言，講話)、確立誠心

，就是修業(各種事業)的根基。處在上位的時候不敢心懷驕慢，處在下位的時候也不
會憂悶；

◼ 因此，能夠終日自强不息，隨時警惕戒懼，即使面臨危機，也就不會有什麽過失
和患難了。」

◼ 《周易禪解》：「止觀雙行，定慧具足，則能上合諸佛慈力而不驕，下合衆生悲
仰而不憂矣。」

◼ (按：人所貴者，心也；「言」者，心之聲也。又「人言」為「信」；又《論語》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不遷怒，不貳過)。」活到老
，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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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
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故无咎。」
【章旨】此為《文言》解釋九四爻辭，闡述上下進退、待機而動的德性。三
爻、四爻是人位，都強調「時」，三爻是「因其時而惕」；四爻是「及時」
，欲於今生了辦生死大事也。 蓋「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譯文】九四爻辭說：「深水中的游龍，時機一到，即可騰躍九天，必無禍
害」，孔子指出：「這是說上升或下降，並非經常不變，但卻不是為了邪惡
(不要有邪惡的動機)。前進或後退(上台或下台)，沒有一定的規律(無常)，
但絕不脫離人群而自利。君子增進美德、修治功業，要把握有利的時機，所
以就不會有過失與災難。

(按：《六祖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
兔角。)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