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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與佛法
開啟人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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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嗜欲深，天機淺)

煩惱、沮喪、挫折、壓力、
困頓

覺(嗜欲淺，天機深)

快樂、自在、幸福、
美滿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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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啟智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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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歡喜心」面對人生，
把握機會去服務社會大眾(利他)

❖

「
臉
上
有
笑
容
，
心
中

有
愛
，
隨
時
充
滿
法
喜

的
人
，
就
是
天
使
，
就

是
菩
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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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時保持觀照內心和傾聽的習慣

❖

「
常
見
自
己
過
，
不
說

他
人
非
」

❖

藉
由
傾
聽
來
汲
取
別
人

的
學
識
和
人
生
經
驗
，

以
擴
大
自
己
的
習
慣
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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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持「謙虛」學習的態度與開闊
的心胸來面對人生

❖

「
改
變
，
從
學
習
開
始
」

❖

學
習
三
種
「
轉
變
」

1
轉
惡
為
善

；

2
轉
迷

為
悟
；

3
轉
凡
為
聖

❖

「
遇
緣
則
有
師
」—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師
焉
。

❖

「
天
下
沒
有
不
是

藥
的
草
」—

天
下
沒
有

煩
惱
不
能
轉
成
智
慧
！

地山謙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
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卻來白曰︰
「無有不是藥者。」(《指月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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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能經常保持一顆「感恩」的心

❖

「
感
謝
有
你
，
伴
我

一
生
」

❖

一
日
之
所
需
，
百
工

斯
為
備
。

❖

心
中
要
常
感
恩
，
因

為
有
眾
生
辛
苦
的
付

出
，
我
們
才
能
過
安

定
的
生
活
。



三千萬管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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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開啟智慧的方法

累積覺悟的經驗，因緣時節成熟時，

就能以清淨心，開啟自己人生的智慧

，親證究竟圓滿、自在、快樂的境界！

肆、結 語



【原文】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樂天知命，故不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神无
方，而易无體。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四章，是説明《易經》中的道理涵蓋天下
萬物，明瞭易道就能周濟天下萬物，以善巧方便幫助一切人、事、物。知，是指
智慧的「智」；濟，周濟、幫助，解決天下眾生的問題。

「道濟天下」之溺是《易經》的終極目標。《普賢行願品》：「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之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剎」；

「樂天知命」是中華文化對人生最高修養的描述，特別強調一個「樂」字(宇宙
論)和「知」字(人生論)。《周易禪解》曰：「樂天者，恒觀第一義天也(即佛及佛
所證得之涅槃)；知命者，善達十界緣起也。」

範圍有形塑、控制、效法之意；曲成，多方設法使有成就。《周易》「無」字
皆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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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易經》之理和天地的規律相近似，所以不會違背天地的
法則。《易經》的智慧周遍地包容萬物，而又足以匡濟天下，就能
夠解決天下的問題，所以行為恰到好處，不會有過錯。

《易經》能夠幫助我們樂觀地順從天道，明瞭人生宇宙的真相，
所以没有憂慮。《易經》效法天地之間的一切變化，而没有過失；
多方設法成就萬物而没有遺漏。因此《易經》之理，神妙而不居於
一方，變化無窮而没有固定的形體。

(按：「神无方，而易无體」即沒有一定的方式，沒有一定的形體；
亦即無定在，而無所不在；實相無相(空觀，離一切虛妄之相)，實
相無不相(假觀，具恆沙功德之相)，實相無相無不相(中觀，真空妙
有，性相不二)；佛要我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達到常
樂我淨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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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曲成萬物而不遺」，老
子的「曲則全」，就是從易經這個觀念而來。

• 為什麼「曲則全」呢？

• 因為宇宙沒有直線，通常是個圓圈，圓圈就是
一真法界， 就是太極，也代表圓滿。

• 子曰：「人之生也直。」亦即吾人處事，內心
要正「直」無私；《維摩詰經》云：「直心
是道場」；外面行事要委「曲」婉轉，恆順眾
生，才能成功。

• 山川河流的走向都是曲線；人體也到處充滿了
曲線，最重要的脊柱就是彎曲的。曲線是變化
多端的，曲線是美的，曲線是善於承受重力和
積蓄力量的—所謂能「曲」才能伸。

• 「曲」符合道，眾生的善行善事要隨順，惡行
惡事不隨順；見其惡，則慈悲勸導三次；若不
聽，則隨他去，此即「默擯」。所以「曲」才
能「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