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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 第二十八卦，下巽上兌，卦名為《大過》卦。頤卦與大過卦

相錯，正好是「養生」和「送死」之間的關係。

◼ 此卦有四陽爻居中，陽過度旺盛，有大得過度，超過負荷的

形象(overloading)，象徵「大有所過」。

◼ 《雜卦傳》：「大過，顛也。」顛倒無常，失去節制，大宇

宙及小宇宙的生態平衡被破壞。

◼ 大過卦上爻和下爻都是陰爻，有棺槨、陰宅之象，槨(ㄍㄨ

ㄛˇ)外棺，棺是內棺，有濃厚的死亡意象。

◼ 孟子：「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領導者對民生、

民死(養生、送死)都要高度重視，這才是「王道」。

◼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道強調以德

服人，如堯舜禹等古代聖王；霸道強調以力服人(如秦始皇、

項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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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人是日日向死的存在」－《易經》的地獄(「坎」)與西方極樂世界(「離」)

◼ 「所惡有甚於死者」(造作「不義之事」，墮三途)，

面對死亡，想要絕處逢生，一定要激發身心最大的潛能。

◼ 蓋「西方佛國，非悠悠散善所能致；

萬劫生死，非因循怠惰所能脫。」

◼ 「所欲有大於生者」(「捨生取義」)，吾人要超越生死

「大過」這一關的考驗，就是要一心一意，念佛求生淨土，遯世而无悶。

◼ 到西方極樂世界，就能無量壽、無量光，也才能超越生死輪迴。



4

【釋名】

◼ 六十四卦中之第二十九卦，下坎上坎，卦名為《坎》

卦。漢帛《易》作「習贛」(贛：通「坎」，引伸為

險)。

◼ 《說文解字》：「習( )，數飛也。」如小鳥要頻頻

拍動翅膀試飛，每天練習飛行，自強不息，日新又新。

◼ 《說文解字》：「坎，陷也。」自然界有許多「坎」

(欠土，萬劫不復)，外太空也有，如黑洞。

◼ 坎卦中間四個爻的卦中卦，有頤卦( )的象，所以

在險境當中(周文王牢獄之災)，可以養身、養心，堅

忍不拔努力學習、懺悔念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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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

(新增)【原文】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章旨】此卦辭言處於重重險陷，指要心懷誠信，

前往將有功也。(維：語助詞。以至誠之心(信願行)，

排除險難而前往，就會有成功的機會。)

【譯文】坎卦象徵重重險陷，只要心懷誠信，內心亨通，

勇往直前就有成功的希望，必能受人崇尚。

(按：往生極樂世界菩薩，身色相好，功德

辯才，具足莊嚴，無與等者，常為諸佛所共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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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章旨】此<象>辭勉君子常持美德，勤於教育事業。

◼ 洊，音薦，古同「薦」，再、屢次、接連的意思。

◼ 在六十四卦中，唯獨在「坎」卦前面加一個「習」，

有其深刻的涵義。

「習坎」就是告訴我們要在艱難「坎」坷的人生道路上，

要好好虛心地學「習」聖教。

◼ 養成「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習慣，持之以恆地在日

常生活中加以實踐，而且「一門深入，長期薰修」，才會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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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 【譯文】《象傳》説：水一至再至，長流不滯，

象徵著重重險陷。君子感此卦象，而恒久保持修

習自身德行，反復熟習教育之事。

◼ (按：《周易禪解》：「常德行，即學而不厭也

；習教事，即誨人不倦也。)

◼ (在社會轉型時期，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

：臨卦：「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觀卦：「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坎卦：「習教事」，都

強調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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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 【原文】<彖>曰；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 【章旨】此<彖>辭闡釋坎卦卦名、卦辭，以及利用險難以守國的義理。

◼ 【譯文】《彖傳》説：習坎是表示重重危險之意

。天之險處，在於無階可登；地之險處，在於有

山川和丘陵。天子和公侯因此而效法天地，設立

險隘以保衛其國家。可見「險陷」的時用是多麽

的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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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險境憂患，是通往成功階梯

◼ 《說文解字》：「憂者，愁也；詩曰：憂心忡忡。」

◼ 《岳陽樓記》有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又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之樂」。

◼ 若能轉念，具備人生的智慧，放下心中的執著，就能轉「煩惱」成「菩提

」覺悟，常生歡喜的心，面對逆境能不懷「憂」喪志。

◼ 面對阻塞我們的事物或批評我們的人，我們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不必太過憂慮。

◼ 學習「善識通塞，即塞成通」之法，逆境憂患與阻塞，都是幫助我們取得

通往成功的階梯，正如古德所說：「居礙反通，求通反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