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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四十卦，下坎上震，是雷水解卦。

◼險在内，動在外，意爲解除險難(「動而免乎險」)。「解」從

字型上看，就是用「牛角」當成「刀」，把死結挑開，把人生

「蹇」難的結解開。

◼解除險難應該遵循迅速及時、堅持誠信、杜絶後患的原則。

◼<序卦傳>曰：「事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以永嘉禪師：「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

恰恰無」之「無住生心」(放鬆身心、事緩則圓)的態度解決問

題，不要咬牙切齒盯在一個問題上，永遠「解」不開。

◼吾人信願持名念佛，可以蒙阿彌陀佛的加持，「帶業往生」

(如同「赦過宥罪」)到西方極樂世界，一生成佛，究竟解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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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老子》第五十六章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這是告訴我

們若要解決紛爭，實應避免鋒芒太露、逼人太甚，把稜角磨圓，且外表溫和內

斂，放下身段，與對方打成一片，自然能解決紛爭。這就是不爭的精神。

◼要把「心有千千結」的人生問題解決，在《楞嚴經》中，佛曾以繩子為喻，以

觀世音法門教我們解開「動結」、「靜結」、「根結」、「覺結」、「空結」，

以及「滅結」等「六」結，並破「五陰」(色、受、想、行、識)。

◼淨土宗的「斷疑生信，信願念佛」，「一門深入，長時薰修」，就是佛陀教我

們走向究竟「解決」生死問題的捷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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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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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解卦的交卦與卦中卦分析

◼「雷水」解卦 (    )的交卦是「水雷」屯卦(    )，彖辭：「動乎險中，大亨貞」，

震卦在坎卦下面，還在險中動；可是解卦不同，解卦是出險，「動而免乎險」。

◼從解卦的卦中卦，可以知道解卦的二、三、四、五爻，構成的就是「水火既濟」，

靠智慧度彼岸，遠離顛倒夢想；

◼解卦的初爻到四爻，就是「火水未濟」，就看我們如何運用智慧，由「未濟」到

「既濟」。

◼解卦的三、四、五、上爻，構成的是「雷水解」，這就是解中有解。

◼有人說蹇中有蹇(       )(初爻至四爻)，人生真是苦不堪言，寸步難行；可是我們也

要相信，解中有解，永遠有佛法的般若妙智慧，幫助我們解決世間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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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名】

◼六十四卦之第四十一卦，下兑上艮；最難理解的兩個卦(損、益

二卦)，如「吃虧就是占便宜」、「施比受有福」、「犧牲享受」

等，都是損益的關係。

◼上山下澤，大澤浸蝕山根，損益相間，損中有益，益中有損。

《說文解字》：「損，減也」。

◼<繫辭傳>在三陳九卦中，對損、益二卦的闡釋：「損，德之修

也；益，德之裕也」(P.713)。最好的損是減損自己的欲望，以

增益自己的德行。

◼<雜卦傳>：「損益，盛衰之始也。」泰否是大環境的盛衰；損

益是個人或組織的盛衰，如企業都會設「停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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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卦、恒卦(定慧)；損卦、益卦(養德修善，無為無不為)相錯、相綜、相交關係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 ) 

澤山咸 

相錯 

 ( ) 

山澤損 

相綜     

( ) 

雷風恒 

 

 ( ) 

風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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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卦的卦中卦

◆第二爻到第六爻的卦中卦，就是山雷頤卦( )，損卦中的「懲忿窒欲」，對欲

望的減損，能夠幫我們長壽養生。

◆以二、三、四、五爻構成的是地雷復卦( )，損卦中的「懲忿窒欲」也能保持

生生不息「復」的創造力；

◆三、四、五、上爻，構成的就是山地剝卦( )；初爻到五爻的地澤臨卦( )，

自由開放，元亨利貞，但是「至于八月有凶」。

◆還有初、二、三、四爻，構成的雷澤歸妹卦( )，可說是關係非常的錯綜複雜，

和「益」卦一樣，都是較難理解的一個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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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辭】

【原文】<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ꨂ。

【章旨】此<象>辭勉君子懲戒忿怒，窒塞欲望。澤在山下，容易被汙染；人如被習

氣汙染，嗜欲深者天機淺，就要下「損」的功夫。

因為內卦的兌( )象徵心中的欲望之海，外卦的艮( ，大山)就是以「止欲修

行」、「移山填海」(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功夫，來節制欲望與習氣。

【譯文】《象傳》説：山下有澤，是減損的象徵。君子效法損卦的精神，要控制自

己的憤怒，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增益自己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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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八章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胡適說：「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無為而無不為」就是損、益兩卦的目標。因「無為」是「損之又損」的境界，

損極轉益，所以「無為」絕對不是消極的，其目的是「無為而無不為」；「無不

為」就是「益」的境界，能夠布施來利益一切眾生。

◼乾卦講到天道，一開始就有「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天下為公)，這也是自然布施回饋的法則。因為要先

「利他」，才能給自己帶來真正的利益，因為

「施比受有福」、「利他才能永續的利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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