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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爻辭】

◼ 【原文】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 【章旨】此爻言在等待之始，必須培養久待的恒心，不可
妄動。德行的累積，要日積月累，有恆為成功之本。

◼ 【譯文】需卦的初爻，象徵等待剛剛開始，就像在遠離危
險的郊外等待，保持恒心必將有利，沒有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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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六【爻辭】

◼ 【原文】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

◼ 【章旨】此爻言等待到達極限之時，雖
處於險穴之中，但只要有幫助者，亦能
終獲吉祥。

◼ 【譯文】需卦的上爻，象徵等待已達極
限，陷入險境之中，有三個未經邀請的
客人前來(下乾的三個陽爻)，只要恭敬
地對待他們，終能賓主盡歡，歸於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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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卦【管理心法】－「五心」的修練

◼ 「有孚」－要有信心，「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若能發菩提心（愛心），至心求道，精進
不止，可超越生死苦海，登涅槃之彼岸！

◼ <象>辭：「君子以飲食宴樂」－要有平常心。

◼ 「利用恆，无咎」－「有恒為成功之本」
（要有恆心）

◼ 需，須也－必須要有耐心，長久的等待。

◼ 需卦須修煉的五心－信心、愛心、平常心、

恆心、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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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需」等待因緣時節，弘法利生，不可終遯

◼ 六祖惠能大師得到衣缽後，躲在獵人隊中
，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每
至飯時，六祖以蔬菜寄煮在肉鍋中，有人
問起，則回答說：「但吃肉邊菜。」

◼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眾
皆駭然的故事。

◼ 廣州光孝寺(法性寺)是禪宗六祖惠能剃度
出家的道場，也是中國禪宗的祖庭，禪宗
自達摩祖師來到中國之後，由六祖發揚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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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等待因緣時節，弘法利生，不可終遯

◼ 印宗法師在為惠能薙髮後，沒有嫉妒障礙之心，當天拜
六祖為師，將光孝寺送給六祖，作為講經弘法的道場，
在菩提樹下開演東山法門。

◼ 希望大家能效法先聖先賢的行止，荷擔
如來家業，盡未來際講經說法，幫助眾
生「破迷開悟」，究竟「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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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六卦，下坎上乾。

◼ 許慎《說文解字》：「訟，爭也。
言之于公也。」

◼ 訟卦和需卦是相綜，而且相交的卦。

◼ 朱熹《周易本義》釋為「爭辯」。

◼ 訟卦上體乾為剛，下體坎為險陷。

◼ 一方剛健，一方陰險，必然引起矛
盾而爭訟。

6 天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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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
大人，不利涉大川。

◼ 【章旨】此卦辭言爭訟乃由誠信
被窒塞而產生，如果窮爭不已，
將有凶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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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譯文】訟卦象徵爭訟，是由於誠信被窒塞
，才引起爭訟。倘若心中能夠有所戒懼，堅
持中正而不偏頗(九二，主爻)，可獲吉祥；
若窮爭不已，則將導致凶險。去謁見公正的
大人(九五)以解決爭訟將有利，此時去涉越
凶險將不利。

天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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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 【章旨】此<象>辭告誡君子行事先謀，以避免爭訟。「訟」是
六十四卦最痛苦的一個卦，也被稱為「魔心」，可見不可以隨
便興訟，不然痛苦不堪。

◼ 【譯文】<象傳>說：天道運轉與水流方向
相違背而行，這就是衝突而產生爭訟的象
徵。君子應當在行事之前，先進行周密的
考慮，以避免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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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原文】<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
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
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 【章旨】此<彖>辭闡釋訟卦的卦象和爻象，及其所象徵的不可
窮爭的道理。

◼ 【譯文】<彖傳>說：訟卦象徵爭訟，就像上面是陽剛，下面是
坎險，遇到險惡還健行不已，就形成訴訟。
卦辭言「由於誠信被窒塞，才引起爭訟」，
倘若心中能夠有所戒懼，堅持中正而不偏頗
，可獲吉祥(九二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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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原文】<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
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
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譯文】(續)「窮爭不已，則將導致凶險」(上爻是「終」)，爭
訟不能獲得成功；卦辭言「謁見公正的大人(九五爻)以解決爭訟
將有利」，是說能崇尚中正之道；言「涉越凶險將不利」，是說
若一味爭訟，本身將沉陷在萬劫不復的萬丈深淵之中。

◼ 企業要遵守企業道德與社會責任(CSR)，
避免興訟，才能道德生財，基業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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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六祖壇經‧定慧第三》明示：「自悟修行，不在於諍。
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即增我法，不離四相。」

因此，如《易經》訟卦所說：「君子以作事謀始」，亦即在
作任何事之前，應審慎做沙盤推演，同時也要做最壞的打算
，避免引起爭端，一切「以和為貴」也。

子曰：「必也，使無訟乎！」避免兩敗俱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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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七卦，下坎上坤，下險
上順。

◼ 卦名為「師」，象徵兵眾，本義應是滿
山遍野都是人。

◼ 《說文解字》：「二千五百人為師，…
是眾意也。」

◼ 古代兵農合一，平時種田，戰時召集作
戰。兵法：「兵形象水。」

◼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夠因敵變化而
取勝的就是「神」；如韓信明修棧道、
背水為陣、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用兵
如神。

7 地水師

初六

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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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六五

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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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師，貞，丈人吉，无咎。

◼ 【章旨】此卦辭言以丈人（老謀深
算者，九二爻）為將，必獲吉祥。

◼ 【譯文】師卦象徵兵眾，堅守正道
，由老謀深算之賢明長者擔任主將
，必獲吉祥，而無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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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子效法師道，廣容百姓。

◼ 【譯文】《象傳》説：地中有水，水聚集在地中，象徵著
「兵衆」。君子觀察此卦象，因此包容、保護其民衆，積
聚其兵源。

◼ 如秦國「耕戰合一」，以色列
「全民皆兵」，把軍事力量隱
藏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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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 【章旨】此<彖>辭闡釋師卦的卦辭和卦象，及其堅守正道以用兵的
道理。

◼ 【譯文】<彖傳>說：師，是指兵眾；貞
，是指堅守正道。能夠率領部屬堅持正
道，就可君臨天下了。九二爻剛健居中
而與上相應，雖行於危險之中而能順合
天理、君道與人情，憑此用武力平定天
下，老百姓必會服從它，這樣自然可獲
吉祥，又會有何禍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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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章旨】此爻嚴師出須有嚴明的紀律。否，就是「不」；臧就是「善」
，指軍紀不善，結果一定凶。

【譯文】師卦的初爻，象徵兵衆初出，必須嚴明軍紀，如果不
依照律法和號令行事，即使勝了也會有凶險。

◼ 建立軍隊，一開始就要整頓軍紀。
士兵如果違反了軍紀，就算僥倖
立了大功，也是軍法所不容的；
所以軍隊出征不依照律法，即使
勝利了也是很危險的。

【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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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 【章旨】此爻言班師回朝，論功行賞。

◼ 【譯文】師卦的上爻，象徵班師行賞，
天子頒布命令，封賞功臣爲諸侯、爲
大夫，小人不能夠任用。

【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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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 【章旨】此則<小象傳>解釋上六爻象。正，評定的意思。

◼ 【譯文】《象傳》説：「天子頒布命令」，是爲了評定功績，進行
封賞；「小人不可任用」，是説明任用小人必將使國家陷入危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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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第三十一章)

◼ 由於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戰無不勝。

◼ 這是師卦的主要精神。卦辭强調三大原則：
(一)、用兵的前提在於「正」，就是「貞」；
(二)、出師的關鍵在於任用將領，用「賢人」才
能吉，小人勿用。

(三)師出有名：師出無名，無法凝聚共識。

【管理心法】：不戰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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