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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原文】<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 【章旨】此＜彖＞辭闡釋隨卦卦名、卦辭、
卦象及「隨時」的大意。下卦震( )的初爻(初九) 是主爻，「來」
就是爻往內、往下走，一陽居二陰之下；或長男 (震)居少女(兌)之下
，貌美如花，親和力十足，令人生歡喜心。

◼ 反之，雷澤歸妹( )，就落得一場空。

◼ 【譯文】<彖傳>説：隨順，是因為陽剛(震卦)者前來，而謙居於陰柔(
兌)之下，同時行動就能使人愉悅，所以說隨順。

◼ 卦辭言「大為亨通，守持貞正，沒有禍害」，是說天地萬物都能隨順
於適當的時機。隨順適當時機的意義是多麽得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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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隨時之義」與「隨之時義」

◼ 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我們就要有正確的應變作為，那叫做

「義」。「隨時之義」，不限於隨卦。

◼ 隨卦強調所有的事物都是隨時變化的，我們要有智慧判斷，

可隨則隨，逐時而用，所以説隨順適當的時機，兼具原則與

彈性，通權達變，是多麽的重要啊！

◼ 「隨之時義」，就像「豫之時義」一樣只限於隨卦。

◼ 【故事】隨時、隨性、隨遇、隨緣、隨喜的「五隨」故事

◼ 【引申】「一時」(anytime)之義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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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看破、放下、自在、隨緣

◼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 因此，豫卦（嚮往未來），隨卦(重視當下)，蠱卦(面對過去)

三個卦都不能執著。「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 吾人應離念離相，與人無爭，於事無求，練習在各種境界中「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易理，如此方能看破、放下、自在、

隨緣也！

◼ 至誠念一句「阿彌陀佛」具足圓滿的信、願、行，即是「一時
」，即是「一心不亂」，因此「一時」之義大矣哉！



• 總世與前九世相合，而為十世。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而且過去者，已經過

去，未來者尚未來到，現在的一念，我們才說它是現在，倏忽之間又成過去，剎那

剎那在改變。所以三字經上說：「三世改」，這是佛家對時間的觀念(即時間是屬

「心不相應行法」，是一種抽象概念)。

• (按：《金剛經》亦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吾人會通這一點，那就能轉三世，

而不為三世所轉；又，改者，變也。我們思想的意識，

是前念既滅，後念復生，生生滅滅，剎那剎那在改變。)

【故事】德山禪師「三心不可得」的故事 德山禪師「點心」公案

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三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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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山風蠱

初六

九二

九三

六四

六五

上九

【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十八卦，下巽上艮。

◼ 許慎《說文解字》：「腹中蟲也。」《通
書·六書略上》說「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
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為蠱。」

◼ 蠱卦是典型的黑箱作業，貪腐政權、權錢
交易，裏面臭不可聞，外面卻看不到，因
被外卦「艮」的大山壓住，義為「惑亂」。

◼ 蠱的本義是器皿中的食物腐敗生蟲，故有
象徵「拯弊治亂」之義。

◼ 隨卦 和蠱卦 三陰三陽的卦，而且相錯又
相綜，是一體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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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

◼ 【章旨】此卦辭言匡除惑亂，然須先甲三日
以自新，後甲三日以丁寧，方可挽回積弊，
將亨通有利(「七日來復」也)。

◼ 【譯文】蠱卦象徵整弊治亂，至為亨通，利
於涉越大河巨流；應當預先思考「甲」日前
三天「辛(更新)」的情況，然後推求「甲」
日後三天「丁（叮嚀）」的治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