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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十四卦，下乾上離。

◼ 「有」( ) 本義為手持月以耕植。

◼ 「月」，指耒耜之類農具。耒耜(ㄌㄟˇ ㄙˋ)是
古代一种像犁的翻土農具。耜用於起土，耒是耜
上的彎木柄。

◼ 古時豐年稱「有」，大豐年稱「大有年」；五穀
豐收，國泰民安。

◼ 老農「野人獻曝」的故事；哲學家第歐根尼：
「走開，亞歷山大，不要擋住我的陽光。」

14 火天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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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同人、大有二卦相綜、相交，是一體的兩面，也是中華文化思想<
禮運大同篇>的「大同」社會理念。(師、比是霸道、衝突、談判，如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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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大有，元亨。

◼ 【章旨】此卦辭言大獲所有，可得亨通。日在天上，臨照四海，萬物
得以繁衍生長，欣欣向榮，此物之可得大有。澤萬民，此民心之可得
大有。

◼ 【譯文】「大有」卦象徵大家皆有，人人皆有良
知良能，眾生皆有佛性；若能開發眾人本具的良
知良能(「元」)，就絕對可以「亨」通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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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 【原文】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
，順天休命。

◼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子懲惡揚善，順應至善至美的天命
。「休」有美好的意思。《周易禪解》云：「佛法釋者，
修惡須斷盡，修善須滿足，方是隨順法性第一義天(即佛及
佛所證得之涅槃)之休命也。」

◼ 大有卦君子已經掌權，故強調「遏惡揚善」而非「隱惡揚
善」，因為「遏惡」才可以「揚善」。

◼ 【譯文】《象傳》説：火光高照於天上，無處不照，象徵「大有所
獲」。君子應當遏止奸邪，褒揚善良，以順應至美的天命。



【卦辭】 大有 vs 同人

◼ 【原文】<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
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 【章旨】此<彖>辭闡述大有卦卦名、卦辭、卦象及其義理。柔指「
六五」(哲學家皇帝)，居上卦之中，影響力不同凡響；同人卦的庶民哲
學家(得位)，只能在民間(下卦)開班授徒，如孔子(素王)、孟子、老莊。

◼ 【譯文】《彖傳》説：按照大有的卦象，柔
順厚德者得居於尊貴之位，博大而能保持中

道，上下均能與其應合，所以稱「大有」。

◼ 此時君子秉持剛健而又發揚文明的美德，順
應天地自然的規律，萬事按因緣時節進行，
這樣就會事事亨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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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在網路時代的意義

◼ 在當今網路發達的時代，造謠(假新聞)、抹黑、霸凌的言論，進
入每個家庭。

◼ 如果沒有「遏惡」(非「隱惡」)的機制，很多真相就會被負面的
、假的新聞或資訊遮蓋，如此如何「揚善」？

◼ 我們要遏阻惡人去作惡，以免得他的橫行，別人漸漸受到他的毒
害；

◼ 面對大是大非，要有明辨善惡的道德勇氣，不打口水戰，但要以
「遏惡」(向執法的機關去檢舉)來保障「揚善」，並且啟發別人
的智慧(「積德」)，然後才能「順天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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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大壯

◼ 【原文】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 【章旨】此爻言居極位而戒驕自守，可獲天佑而得吉

。「自天」是「自」中有「天」，自性能生萬法，眾
生皆有佛性，這是自性的覺醒。

◼ 【譯文】大有卦的上爻，居極位而戒驕自守，謙沖為
懷，故有來自於上天的護佑，凡事吉慶，無不順利。

(按：上九爻變為「大壯」，卦辭「利貞」。大有，元
亨；兩者合起來成為「元亨利貞」，四德俱全；又

《周易禪解》云：「上九秉圓教法，全性起修，全修在
性，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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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易經》的終極目標－「无咎」

◼ 「大有」卦六個爻中，「初九」、「九二」、「九四」三個爻都強
調「无咎」。

◼ 无咎者，無過失或善補過也。《易經》的終極目標就是「无咎」，
而不是充滿相對性的吉凶。

◼ 「无咎」不只是消極的保平安，而是積極的

要求自己不要犯錯，如佛家所說的五戒或十善

，都是讓我們達到「無過失」或「無咎」

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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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從同人、大有、謙三個卦看「大有」卦

◼ 「同人」卦的精神是和同於人，若能和同於一切人，即是《弟子規》所
說的「汎愛眾」，也是佛法中的「六合敬」。

◼ 當福報現前時，就呈現「大有」之象，此時氣勢、財富、運氣，都如日
中天(火在天上)，往往開始貢高我慢。

◼ 希望能夠長久保持(「大有」)，這時需要有「謙虛」之心。即使富貴如
山，也應當讓山藏於地之下（地山「謙」）。

◼ 「大有」卦正如《無量壽經》所說：

「手中常出無盡之寶，莊嚴之具，一切所須，

最上之物，利樂有情」，這也是「大有」的體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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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老子的三寶

◼ 《道德經》第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寶正與三個卦(同人、大有、
謙)相應。

◼ 「慈」就是愛護一切眾生，與人「合其光，同其塵」(同人)；

◼ 「儉」就是自身能節儉，蓄積德行，雖富有而不炫富(大有)；

◼ 「不敢為天下先」就是謙虛的意思，故能得到大眾的擁戴。

◼ 「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能得無盡福果，心想事成，

要什麼有什麼，沒有任何欠缺，可謂圓滿的「大有」之象。

◼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不可當面錯過此一

「稀有難逢」之因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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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

的不同，可分為十二部類，或者又名十二

分教。如來以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

受化的因緣，則千差萬別；「遇」到「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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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阿彌陀佛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