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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第十九卦，卦為下兌上坤。蠱卦改革成功，

就是自由開放的臨卦(有大震之象 ) ，陰曆12月。

◼ 《說文解字》：「臨，監臨也」。《爾雅·釋詁》：
「臨，視也。」「人在做，天在看」。

◼ 「臨」，簡體作临，臣是目的隸變，金文從目，訓
居高視下，如臨深淵。

◼ 引申為監督、領導、視察、統治等意，這裡主要取
管理 (「治」)義。

◼ 臨卦告訴我們要有戒慎恐懼之心，才不會因自由過
度，而造成災難(如全球金融風暴、氣候變遷等)，
落到「八月之凶」的下場。

◼ 臨卦(「政治」)和觀卦(「宗教」)是相綜一體的卦。
價值觀影響待人、處事與如何治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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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 【章旨】此卦辭言監臨之道具有元、亨、利、貞四德，但亦有
盛極而衰的危險(有但書的四德)。「至于八月有凶」，如台灣
「九二一」大地震，是陰曆八月，這是自然災害；美國「九一
一」恐怖攻擊事件、2008年「九一五」金融風暴是人禍，也在
陰曆八月。

◼ 【譯文】臨卦象徵監臨，具有初始、通達、和諧、貞正的德行
。但到了陽氣日衰的八月，將有凶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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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
无窮，容保民无疆。

◼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子施行教化，包容保護百姓；臨卦和
蠱卦(「振民育德」)，都強調教育的重要，否則改革開放會落
空。

◼ 《易經》坤卦有：「德合無疆、行地無疆、應地無疆」，益卦
有：「民說無疆、日進無疆」，加上本卦，共有六個無疆。地
水師卦曰：「君子以容民畜眾。」

◼ 【譯文】<象傳>說：水澤之上有大地，這就是「監臨」的象徵
，君子當效此而不斷思考如何教化百姓，永遠包容保護百姓。

◼ (按：《周易禪解》：教思無窮猶如澤，故為三界大師；容保
無疆猶如地，故為四生慈父。)

【象辭】 地水師



◼ 【原文】<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
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 【章旨】此<彖>辭闡釋臨卦卦名、卦辭和卦象。其中日本「大正」天皇的年
號，乃是出自此卦。上卦坤是慈愛的母親，下卦兌是少女，當然寵愛無限。
又「浸而長，消不久」可以做為警世座右銘。

◼ 【譯文】<彖傳>說：臨卦象徵監臨，此時陽剛(初九、九二)逐漸增長，和悅
而溫順，剛健者居中(九二爻，權力下放)而上下應合。卦辭言「大為通達和
諧而貞正」(元亨利貞)，說明它符合天道的規律。言「到了陽氣日衰的八月
將有凶險」，是說監臨之道(陽道)終將消亡(濫用自由)，不能保持長久，因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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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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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
无咎，位當也。

◼ 【章旨】此爻言極為親近監臨於人，必無禍害。「至臨」
就是行動力、執行力 (按：臨卦的力量深入到最低層) 。
如大勢至菩薩，說到做到，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
土。

◼ 《周易禪解》云：「佛法釋者，以正定而應初九之正慧，
故為至臨」。

◼ 【譯文】臨卦的第四爻，象徵極為親近地監臨眾人，如此
必無禍害。<象傳>說：六四爻辭言「極為親近地監臨眾人
，如此必無禍害」，是因為它位居正當(陰居陰位)。

大勢至菩薩7

【爻辭】



【爻辭】 水澤節

◼ 【原文】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 【章旨】此爻言以明智監臨於人，可獲吉祥。「知」通「智」。

◼ 六五爻變是節卦，就是恰到好處，自由而不過分，不會有「八月之凶」。大君
：偉大的君主。從「知臨」到「至臨］就是從願景、策略到實踐，是理想的團
隊合作，且有好的績效，所以說「大君之宜。」

◼ 周易禪解》云：「佛法釋者，有慧之定，而應九二有定之慧，此所謂王三昧(
念佛)也。中道統一切法，名為大君之宜。」又指六五居上卦之中，指中道。

◼ 【譯文】臨卦的第五爻，象徵以智慧監臨眾人，這是偉大君主最適宜的治理方
法，吉祥。<象傳>說：六五爻辭「這是偉大君主最適宜的治理方法」，是說行
事能夠遵守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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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有效管理，作「君、親、師」

◼ 「臨」卦義為監臨、管理與掌控的意思；揭示在上者
對下進行治理時，必須彼此溝通、運用智慧，敦厚容
眾，而不能依靠甜言巧語、欺騙手段達到目的。

◼ 好的領導，一方面就是要「以身作則」(「作之君」)
，「身教」重於「言教」；一方面更要對被領導的員
工，要以「親心」對待他們(「作之親」)，如同一家
人。

◼ 以「教思无窮」的態度，用「師心」（「作之師」）
教導他們、訓練他們，鼓勵員工進德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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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萬緣放下，一心念佛」是真實智慧

◼ 臨卦代表「大勢至菩薩」教我們念佛要：「都攝六根，淨念
相繼」。

◼ 「都攝六根」就是要「萬緣放下」，離一切相，不為境轉，
就是「應無所住」；念佛就是最好的懺悔法門。

◼ 「淨念相繼」，就是「一心念佛」，一句佛號，綿綿密密，
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就是「而生其心」也。這是真實
智慧，即「智臨」也。

◼ 「萬緣放下」，心淨則國土淨，不著「有」也；「一心念佛
」求彌陀之接引，不著「空」也。此即二邊不著，真修中道
，「行中」之謂也。

◼ 【故事】「大勢至菩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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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卦傳>云:「蠱者，事也。有事
而後可大，故受之臨。臨者，大
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

◼ 臨卦的上三爻就是上卦「坤」，
就叫「地勢坤」，而臨卦的第四
爻曰：「至臨，无咎」。

◼ 合起來看，不就是「大勢至」菩
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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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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