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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十一卦，下乾上坤。三
陰三陽的卦，沒有卦主。

◼ 漢帛《易》作「柰」。《說文解字》：
「古文泰，夳 。周易泰，通也。否，
塞也。」

◼ 「泰」，訓通，訓交。卦名為《泰》，
象徵「通泰」。

◼ 內卦乾為心，外卦坤為物，事物對立面
能交合、統一，身心自然舒泰。

◼ 在《周易》中，凡有交感之象的卦為吉，
反之則凶。11  地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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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原文】泰，小往大來，吉，亨。
◼ 【章旨】此卦辭言陰往陽來互相應合，可致亨通
。「小往」指坤居外卦，坤為陰、為小。從下至
上為「往」；乾為陽、為大。「來」為入內，由
外向內。

◼ 如念佛，投入有限（若七日、三年），收穫無限
（無量光、無量壽），故吉亨。

◼ 【譯文】泰卦象徵通泰，柔小者由下而往，剛大
者自上而來，吉祥，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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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主效法泰之卦德，治國安民。「后」指諸侯國

的國君，出現在姤卦、復卦；「財」通「裁」，指安排。

◼ 【譯文】《象傳》説：天地互相交感應
合，象徵順暢通達；君主應在此時體會
天地交泰的道理，制定裁成天地寒暑生
殺的常道，輔助天地化育萬物的道理，
護佑天下黎民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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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 【章旨】此<彖>辭闡釋泰卦卦辭、卦象及其天地交泰的道理。

◼ 【譯文】《彖傳》説：天地陰陽交合，萬物生養之道
就通暢無阻；君臣上下交心感應，就會有志一同，關
係和諧起來。
此時，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君子之道就能逐漸增長
，小人之道就會逐漸消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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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泰極否來，同人大有

◼ 按照卦序，沒有「否極泰來」，而是「泰極
否來」，人生並不好受。

◼ 否卦之後，就要大徹大悟，不要再重蹈覆轍
。

◼ 因為前面還有一個同人、大有的境界在等著
我們，那是更廣闊的國際空間和人生舞台。

◼ 啟示：趁「暇滿之身」，及早修行，超越輪
迴，往生淨土。



「否泰，反其類也。」
如果地在上、天在下…

從變化運動的角度看，
地因為比較重，會由上往
下降；
天比較輕，會由下往上升，
所以反而產生密切交流。

地重，往下沉

天輕，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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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天

【管理心法】為何「天在下，地在上」是「泰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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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者能透過「溝通交流」、「走動式管理」，
了解基層員工的心聲，而不是高高在上，在冷氣
房做決策。

◼ <雜卦傳>云：「否泰，反其類也。」告訴我們要
反向思考，了解「天地否、地天泰」的意義；同
時思考「否泰」是渾然一體的，要重視整體系統
的思維。

◼ 「反」也是老子道家思想的核心，所謂「反者，
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管理心法】為何「天在下，地在上」是「泰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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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十二卦，下坤上乾。

◼ 「否」，音痞。

◼ 《說文解字》：「否 ，不也。

从口从不。」

◼ 陸德明《經典釋文》：「否，閉也，
塞也。」訓為閉塞。

◼ 《泰》卦倒轉，成為《否》卦，彼
此為「綜卦」。

◼ 泰極而否，否極泰來，互為因果。

◼ 君子當堅定信心，努力修習德行，
防患未然。

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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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原文】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

◼ 【章旨】此卦辭言陰陽不交，而形成不利於君子正
道的閉阻不通局面。匪通「非」，「匪人」指小人
道長或謂非「人道」，如佛經所說外表是人，實質
上根本就不是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 【譯文】否卦象徵閉塞，不應阻塞者卻遭到閉阻，
這不利君子的正道；剛大者向上而往，柔小者向下
而來。這是小人得勢，君子被排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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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
，不可榮以祿。

◼ 【章旨】此<象>辭勉君子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
不求榮祿。「否」還會往「四陰觀」( )、「五陰剝」( )發展
，一切恐化為烏有！

◼ 【譯文】《象傳》説：天地不交感應合，
這就是閉塞的象徵。天地陰陽之間不能夠
互相交合，所以世道閉塞不通；此時君子
必須以節儉之德，才能避開小人陷害的危
險與災難，不可以謀取高官厚祿。

【卦辭】



14

◼【原文】<彖>曰：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
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
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

◼ 【章旨】此<彖>辭闡釋否卦卦辭、卦象即
天地、上下不通而造成閉塞的道理。意即

君王「親小人，遠賢臣」也。

【彖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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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文】《彖傳》説：天地互不相交，萬物生長不暢通；君臣之間
互不溝通，國家就會衰敗滅亡。此卦内卦坤體陰，外卦乾體陽，表
示内柔而外剛，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此時，小人之道就會日漸增
長，君子之道就會日漸消亡。

【彖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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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 【章旨】此爻言倚仗尊者而妄為，終致羞辱；而且社會的人性沉淪，
全部是「匪人」，壞人醜事全部被包庇，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完全沒
有保障弱勢、遏惡揚善的正義力量。

【爻辭】

◼ 【譯文】否卦的第三爻，象徵倚仗尊者的包容而盲動
妄為，終致羞辱。<象傳>說：「倚仗尊者的包容而盲
動妄為，必致羞辱」，是因為他居位不正當。

（按：「六三」爻變是天山遯卦，大家都隱居避世，儉
德避難。如周文王、司馬遷都曾經「包羞」（忍辱）過
，後來才有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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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 【章旨】此則<小象傳>解釋九五爻象（九五爻爻變為火地晉卦）。蓋居
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爲木，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
者，衆根堅固，弗能拔之也。《詩經》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爻辭】

◼ 【譯文】否卦的第五爻，象徵閉塞之道的休止
，此時只有大人可獲得吉祥；但要懂得居安思
危，常常以「不久將要滅亡，不久將要滅亡」
，這樣的警句來提醒自己，以自戒慎恐懼，才
能像繫結在一大片叢生的桑樹上那樣牢固，安

然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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