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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觀，盥而不薦，有孚顒(ㄩㄥˊ)若。

◼ 【章旨】此卦辭言觀仰盛大祭典，將喚醒觀禮者誠信肅穆之心。
盥，古人在祭祀之前洗手(或齋戒沐浴)，以示尊敬。薦，祭祀時
奉獻祭品。有孚，誠信也。因無分別、執著方能「觀自在」＝＞
觀人自在、觀事自在、觀物自在、觀境自在…。

◼ 《說文解字》：「顒，大頭也。」如佛像，令人仰觀就有一種恭
敬、崇高的感覺 (卦辭無「元亨利貞」四德，強調重實質，不重
形式)。「若」是語助詞。

◼ 【譯文】觀卦象徵觀仰，加入祭祀前的盥洗，然後在旁觀仰盛大
的典禮而不參與薦獻，卻自然能喚起

觀禮者心中那種誠信肅穆的心

（強調「恭敬心」、「清淨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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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 【原文】<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

以省方，觀民設教。

◼ 【章旨】此<象>辭讚美先王巡察四方，觀民風而設立教化。風地觀
卦(   )和風天「小畜」卦(   )「風行天上」，密雲不雨，雨下不
下來，口惠而實不至，理想落空不同。省方：巡查四方。

◼ 【譯文】《象傳》説：觀卦的卦象是坤（地）下巽（風）上，爲風
吹拂於地上而遍及萬物之象，象徵瞻仰。先代君王仿效風吹拂於大
地，而遍及萬物的精神，巡察四方，考察民情風俗來設立教化。

(吾人要推廣宗教教育，一定要如「觀卦」風行於地上，才能紮根。
因此，除了講真諦，還要講俗諦，深入淺出，為廣大的民眾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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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原文】<彖>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 【章旨】此<彖>辭闡釋卦象，以及教化天下的義理。九五爻居中得正
，以觀於天下。《周易禪解》：「天之神道即是性德；以神道設教，
即為稱性圓教，故十界同歸服也。」

◼ 【譯文】《彖傳》説：具備温順謙遜的美德，居中得正位(九五爻)，
從而考察天下民風。觀察自然界運行的神妙規律，體會四季更替絲毫
不差的原則。

聖人能夠效法天道(隨順性德)，

而設教於天下，萬民就會自然
服從於他，天下實現垂拱而治。



【爻辭】

◼ 【原文】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 【章旨】此爻言瞻仰王朝的聖德(九五是「國之光」)，作王之賓客將
有利。亦即能夠幫助我們開拓視野，增長見識及智慧。

【譯文】觀卦第四爻，象徵觀仰國家大治的光輝景象，適宜以賓客的
身份入朝輔佐君王將有利，所以説「利用賓於王」。 (按：如玄奘有
周遊列國之歷練，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利於成爲君王(唐
太宗)的座上賓。)

◼ 唐初四傑駱賓王(字觀光)曾作《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其中的名句：
「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武則天

驚問何人所作？責問道：「宰相安得失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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