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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謙恭一切」－法達禪師悟道因緣

◼ 法達禪師初禮六祖的時候，頭不至地。

◼ 六祖呵叱道：「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
事耶（你心中必有值得驕傲之處，平時是如何修行的）？」

◼ 法達禪師回答道：「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

◼ 六祖：「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

◼ 六祖又說：「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 《禮記》有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 以「毋不敬」、「傲不可長」之心，謙虛地學習，方能與自性相
應，終得「悟道」矣！

【心得】：謙虛是「菩提心」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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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十六卦，下坤上震，卦名為
《豫》，漢帛《易》作「餘」。

◼ 《爾雅‧釋詁》說：「豫，樂也」。象徵「歡
樂」，有和樂的意思。

◼ 《說文解字》：「象之大者。此豫之本義、
故其字从象 也。《玉篇》或作預。

◼ 《易·旣濟》：「君子思患而豫防之。」《禮·

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

《中庸》：「凡事豫則立」。

◼ 豫，我之象(「我執」)。河南經考古人員發現，
在洪荒時代是千象之國，故稱「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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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豫，利建侯行師。

◼ 【章旨】此卦辭言眾樂之時，可開創事業
，討逆安民。豫卦下坤為順，上震為動，
順性而動，故悅逸安樂。

◼ 【譯文】豫卦象徵悅樂，此時建立諸侯，
興兵討逆安民，必將有利。

(又，猶(猴屬)、豫(大象)，二獸名，性多疑
。凡人臨事遲疑不決者，借以爲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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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 【原文】<象>曰：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 【章旨】此<象>辭在同人、大有之後，歷經改朝換代的革命成功，讚美先
王(天子)作樂崇德、祭天享祖的功績；此<象>辭也告訴我們要飲水思源，
慎終追遠。此豫卦重在人事，而首在報德，因周朝以孝治天下，故重在祭
祀也。「奮」，鳥在田中準備展翅奮飛，翅膀收斂很低調。

◼ 【譯文】《象傳》説：雷聲迸發，大地震動，萬物得氣而生，這是「悅樂
」之象；先代君王效此，而制作音樂以讚頌功德，透過盛大的典禮進獻給
上帝(宇宙的主宰)，並用以配享歷代祖先(列祖列宗陪祭)。

◼ 【故事】春秋楚莊王：「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這
是「豫」的準備功夫，奮發圖強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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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原文】<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
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
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

◼ 【章旨】由彖辭闡釋豫卦卦名、卦象、及順時順性的重要性。「九四」是
剛(主角)，與「初六」相應。《易經》談「時、義」的卦，這是第一個卦
，第二個是隨卦的「隨時之義大矣哉」，兩者不完全一樣。

◼ 之後還有旅卦、遯卦、姤卦，蓋《易經》很重視時機
、預測時機，及早準備，才能與時俱進，「時乘六龍
以御天」，否則會手忙腳亂，甚至被時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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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譯文】《彖傳》説：悅樂，是因為陽剛者(九四)與陰柔者(初六，
廣大群眾)相互應合，志向得以施行，同時又能順性而動，所以說「
悅樂」。悅樂，是因為順性而動，所以連天地的運轉也像這樣，何
況是建立諸侯，興兵討逆的事呢？

◼ 天地順時而動，所以日月的運行不會有過失，而四季的更替也不會
出現差錯；

◼ 聖人能夠順性而動，則刑罰清楚簡單，萬民服從。

豫卦所蘊含的「順時而動」的義理

是多麽的深遠廣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