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卜骨上的符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商 1956年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如左圖)
 長13釐米

 牛肩胛骨，反面有圓鑽，內見灼痕，正面有卜兆；在卜兆附近刻有
數占數列符號兩列，分別為「六八一一五一」與「五一一六八一」
(按：分別是「雷天大壯」卦， 以及「天雷无妄」卦)。

 數占又名「筮」，與骨卜是貫穿於中國古代兩種主要的占卜手段。
在古代典籍之中，多記載以蓍草為工具，通過數蓍草得出數，古人
認為數中可見吉凶。

 在這塊牛肩胛骨上，數占數列符號刻在卜兆附近，是當時「卜筮並
用」的實例。

天雷无妄
(511681)

雷天大壯
(681151)



【原文】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十章，説明易理之唯深(深奧)、唯幾(縝密)和唯
神(神妙)等「三唯」。幾，即機也(如商機、軍機、時機等)，事情發生前的徵兆，隱微而
不顯。

其中「唯神」與「至神」相應，「唯深」與「至精」相關，「唯幾」通「至變」，以明
《易經》之用。

其中，「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與《莊子·說劍》的一段故事(如下頁)，很類似。

「聖人之道四焉」，即「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譯文】《易經》是聖人用來深入探求研究事物深奧、微妙道理的書。正因爲深奧，所

以能夠通曉與天下人的心志(希望主政者勤政愛民、落實公平正義)；正因爲知機，所以

能夠成就天下的一切事務；正因爲神妙，所以能夠不急於求成，却自然地很快速地成就，

不動而心想事成，自然達到目標。孔子説：「《易經》在四個方面展現了聖人之道(有辭、

變、象、占四個方面)」，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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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說劍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與莊子論劍之「後發先至｣的理論

• 《莊子·說劍》是一篇莊子說服趙文王停止鬥劍的寓言故事。話說戰國的
趙文王喜歡擊劍，於是日夜鬥劍，死傷無數。

• 經過三年，國家衰弱，諸侯圖謀攻取趙國。太子悝對此十分憂愁，於是
召集身邊的人商量對策，大家推薦莊子去說服文王停止鬥劍。

• 莊子見到文王時，說出自己的劍法：「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文王
大喜，說「天下無敵矣！」

• 莊子接著說出他的劍道理論：「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這就是「後發先至」的理論，把趙文王說服了。

• 關於上述幾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懂得劍道的人，先示對手以弱點，
給予對手感到有機可乘，當對方進攻時，已經落入了我方預先設計好的
圈套；如此往往能達到後於對手發動進攻，卻搶先擊中對方要害」。

【結論】很多事情不是埋頭苦幹，就會有成果。要能抓對方法，看準形勢
把握條件，雖然慢一點出手(「不疾而速」)，一出手就解決問題(「不行而
至」)。



【原文】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十一章，這一章主要是説明《易經》有開創萬物、
成就事業、涵蓋萬物的學問。冒：包容、涵蓋的意思。

如何通天下之志？同人卦提醒我們：「君子以類族辨物。」只要虛心探求各族群的差
異，尊重其文化特色與生活方式，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定可以求同(理也；
性空、體空)存異(事也；緣起、相有)，成天下之務。

【譯文】孔子説：「《易經》是做什麼的呢？《易經》是一部揭示開創萬物、成就天下
事物、包容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的書，如此而已！」
因此，聖人用《易經》來通曉天下人的心志(「改往修來，洒心易行，自然感降，所願

輒得」)，用《易經》來確定天下的大業(「天下和順，日月清明，災厲不起，國豐民
安」)，用《易經》來決斷天下的一切疑難問題(知苦樂法，「以善攻惡，拔生死之苦，
令獲五德，升無為之安」)。

(按：知苦樂法：佛陀徹底了解何者是苦因、苦果、樂因、樂果，故出興於世，光闡
道教，欲拯群萌，惠以真實之利，教導我們究竟「離苦得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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