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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子效法前賢，蓄積美德。

前言往行：指前代聖賢的言論與事蹟。

 【譯文】《象傳》説：天包含在山中，這是寬廣包容之象；君子感此

卦象，應該牢記古聖先賢的的嘉言善行，來培養自己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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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章旨】此彖辭闡述大畜卦厚重踏實，其道光明，日新又新的義理

。

 【譯文】《彖傳》説：大畜卦，其性

陽剛強健、厚重踏實，君子感此卦象

，得以藉天地之輝光，不斷使自己的

品德光輝顯曜，日新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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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多識「前言往行」，日新其德

 善財童子參訪德雲比丘（第一參）

－修般舟三昧，一心念佛。

 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就是屬於「大畜

」，能夠以乾道的本質－自強不息、勇猛精進

的精神，來面對考驗。

 同時內心也發起真正的菩提心，充滿進取的力

道，向「大善知識」們學習，才能克服外在的

險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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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毘目瞿沙仙人（第八參）－「於一念頃，遍遊一切佛土」

 毘目瞿沙仙人修「菩薩無勝幢解脫門」，讓善財童子覺得剎那間，

覺得自己已經到達十方諸佛剎微塵數的世界，見到諸佛種種相好，

種種莊嚴，以及演說妙法的種種勝會。

 同時，聽經聞法經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的時間。

 「於一念頃，遍遊一切佛土」，這是阿彌陀佛第十一願「遍供諸佛

」的境界。



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

的不同，可分為十二部類，或者又名十二

分教。如來以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

受化的因緣，則千差萬別；「遇」到「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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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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