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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復」現「天地之心」，全性起修，全修在性

《周易禪解》對復卦的解釋，包括：

1.天地之心，就是佛性(佛種)。一闡提也有佛性，皆當作佛。例如，
唐朝沉睡一千多年的古蓮子、中東沙漠地區二千年的椰棗種子，經過
培育，又可以開花結果。

2.發菩提心，就是隨順法性(稱性而發)，依此全性起修，「一向專念

，阿彌陀佛」，自強不息，全修在性，現天地之心，因「念佛見佛成

佛時，三際一心無先後」(蓮公大士淨語) 。

3.「出」指「從空出假」，「入」謂「從假入空」，符合中道法性的

原則，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且能遊戲於生死涅槃之間，所以「出入

無疾」(沒有疾病)。



一千多年古蓮子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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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心靈環保，恢復清淨心

◼ 現在地球因人類的貪婪、自私自利，無限度的破壞

和汙染，使得地球受傷、生病了。

◼ 我們應當一起拯救地球，推動「心靈」環保教育。

◼ 只要多數人斷除自私自利、貪瞋癡慢、殺盜淫妄的

惡行，廣存善心、愛生護生，多行善事，找回本具

的清淨心，心淨則國土淨，地球自然就會恢「復」

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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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二十五卦，下震上乾，卦

名為《无妄》。

◼ 「无」，不。「妄」，亂。「无妄」即

「誠」，即不妄為。

◼ 「无妄」和下面的山天「大畜」(     )兩卦

是一體相綜的卦。

◼ 「大畜」(「外王」)，建構在「无妄」內部

的基礎(「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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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 【原文】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 【章旨】此卦辭言不妄為則亨通，不守正道將致禍患。匪正，不

正，無法誠意正心；眚：眼病。《說文解字》：「眚，目病生翳

也」，比喻禍患。災難是因為有妄念、欲望所造成；无妄就是要

修清淨心，才能化解災難。

◼ 【譯文】无妄卦象徵不妄為，具有初始、通達、和諧、貞正的德

行，如果不守正道，將有禍患，有所前往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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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 【原文】<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章旨】此<象>讚美先王以權威配合天時，養育萬物，教育英才。物與

：與，類也；一體也。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佛教：「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茂：興盛也，盡心盡力。對時，即配合天時，春耕

(養肝)、夏耘(清心)、秋收(潤肺)、冬藏(補腎)。

【譯文】<象傳>說：天下雷聲運行，萬物與我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不

分彼此全都不敢妄為(慎獨)，這就是不妄為的象徵；故先王效此，而用

強盛的權威配合天時，養育萬物，教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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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原文】<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章旨】剛指「初九」，從外卦乾而來。《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 「天命」在佛法而言，就是指我們的本心本性，是本來具足的。此處的「天

」又稱之為「理天」，亦即心性之理、因果之理、本具之理，法爾如是，廓

然本具，稱之為性。(提問：芸芸眾生，從外太空來？)

◼ 「大亨以正」，就是解釋「元亨利貞」，而且是「天之命」。



8

【彖辭】

【譯文】<彖傳>說：不妄為，是說陽剛從外前來，

而在內擔任主宰，震動而強健，陽剛者(「九五」)

處於中位，與下(「六二」)有相應配合，故萬物不

敢妄為。卦辭言「大得通達而和諧貞正」，因為天

命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