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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三十四卦，下乾上震，四陽二陰對決，雷天大壯卦也是

天山遯卦(         )的綜卦。<雜卦>：「大壯則止。」

 乾剛震動，天鳴雷，雲雷滾，聲勢宏大，陽氣盛壯，萬物生長。剛壯

有力，義為大為強盛，故曰「大壯」。《老子》：「物壯則老，是謂

不道(逞強黷武是不符合於「道」的)，不道早已(提早滅亡)。」如納粹

德軍、法國拿破崙攻打俄國，美國越戰吃了敗仗。

 四個陽爻稱雷天「大壯」( )，四個陰爻是風地「觀卦」( )，
是大壯卦的錯卦。

 「凡夫」修行的過程，從「大壯」的「熱情衝動」，到六爻全變，

「觀」卦(陰曆八月)明心見性的「冷靜觀察」，解「六結」，照見五

蘊皆空，寂滅現前。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復卦的「天地之心」與大壯卦的「天地之情」有密切關聯。
2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六五

上六

34 雷天大壯



觀音菩薩的修行方法－解「六結」，破五蘊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合覺背塵)」－解「動」結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解「靜」結

 「如是漸增，聞所聞盡」－解「根」結 破受蘊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解「覺」結 破想蘊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解「空」結 破行蘊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解「滅」結 (寂無所寂) 破識蘊

 (按：「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楞嚴經》：「寂滅現前，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覺妙心，與佛

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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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章旨】此<象>辭勉勵君子勿行非禮之事。君子觀察大壯卦象，悟知於强盛之時，

必須守正「履禮」，善保其「壯」。顏回所說：「克己復禮」，其細目為：「非禮

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均須落實在人的日常生活當中，這樣才

能履險如夷。

【譯文】《象傳》説：震雷響徹天上，剛强威盛，這是大壯的象徵。君子因此效法

此卦的精神，克己復禮，不施行不符合禮的事情。

【故事】高陽公主與辯機和尚(《大唐西域記》由高僧玄奘口述，門人辯機撰)

【故事】狄仁傑戒邪淫(白骨觀、不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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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辭】
【原文】<彖>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

之情可見矣！

【章旨】此<彖>辭闡釋大壯卦卦名、卦辭與卦象及「正大」

的道理。《周易禪解》云：「約佛法者，天地即理智，亦

表定慧。」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譯文】《彖傳》説：大壯卦，大為强盛，此時守持貞正

最爲有利。「大」是「正大」。光明正大之賢人觀萬物，

則天地萬物的一切情狀，皆可通達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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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原文】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章旨】此爻辭說明大為強盛時，仍須堅持正道，誠信自守，勿恃才德而妄動；要

能「潛龍勿用」，忍辱包羞，否則光靠熱情(有「孚」)衝動，不足以成事。因「初

九」過剛不中，與九四無應，若躁動前往必有凶險；「初九」爻變為恒卦，須再長

時歷練，否則並不可靠。

【譯文】大壯卦初爻，象徵強盛在腳趾而躁動，如此前往必有凶險，應當心懷誠信

而自守。<象傳>說：初九爻辭言：「強盛在腳趾而躁動」，是說徒有熱情不能成事，

必然窮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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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大壯之時，安排接班－
「交棒像生小孩，要在健康時做」

在《序卦傳》的排序，遯卦之後是大壯卦，說明事物消長循環，衰退而後必壯

盛的道理。

在企業管理上也可以視為做好世代交替的工作，才能注入新血，活絡壯大企業，

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捷安特(巨大)創辦人劉金標、執行長羅祥安

在2016 年同時引退，創下董總同步交棒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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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物壯則老」，「大壯則止」－「飄風不終朝，驟雨
不終日」

「萬事萬物，一到強大勝壯的時候，便開始趨於衰敗。所以逞強黷

武，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的事，很快就會消失」。

<雜卦傳>云：「大壯則止」。給年輕人一個提醒：「在大壯的時候，

要多見習，不要躁動」，要學習適可而「止」的智慧，避免衝過頭。

勇於剛強就有害，勇於表現柔弱就有利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

則活」)。

如果我們能像水一樣柔軟，學習「上善若水」－水能滋養萬物，不

和萬物相爭，說話真實無妄，治理國家就能獲得很好的政績，做事

能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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