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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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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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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苦)、苦因(集)、樂果(滅)、樂因(道)，以無盡大悲，矜
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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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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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嗜欲深，天機淺)

煩惱、痛苦、沮喪、挫折、
壓力、困頓

覺(嗜欲淺，天機深)

快樂、自在、歡喜、微笑、
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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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
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業，
以斷天下之疑



四諦(知苦樂法)

苦

集

滅

道

這四法，自性不虛，皆悉審實，故稱為
諦。

這是聖者所悟的真理，吾人依之而修，
可以超凡入聖，故又名四聖諦。



苦諦
苦是逼迫性，痛惱之義，這是指眾生的身心
（正報）和國土環境（依報）皆苦。

三界眾生，依業受報，雖有不同的身心環境，
都常為種種痛苦所逼惱，故說是苦諦。

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
甚可怖畏。」

吾人生此五濁惡世中，其所感受，不論正報依報，
都是憂患的、束縛的、逼迫的、苦惱的、無常的，
所以說為苦諦。

這是三界生死大苦的果報。



集諦

集是招感性，招集之義，這是指眾生
的見思二惑。

眾生自心所起的見思煩惱，能驅使妄
造一切惡業，而依業受報，自然招集
來無盡的生死等苦，所以說為集諦。

經云：「惑與業俱，能招生死。」

見思二惑，細分之，見惑有八十八使，
思惑有八十一品。

這是三界生死大苦的根源。



滅諦

滅是可證性，滅無之義，這是指小乘
所證的湼槃。

聲聞聖者，只要證到湼槃的果位，就
已滅盡一切煩惱惑業，永無生死的痛
苦，所以說為滅諦。

湼槃有兩種：

有餘依湼槃，指三界惑業，雖已斷盡，
而壽命未到，尚留報身者。

無餘依湼槃，指惑業斷盡，又捨報身
者，這是了脫生死的聖果。



道諦
道是可修性，能通之義，這是指小乘的正助道法。

依此道法，正助雙修，即能從生死凡地通至湼
槃聖地，所以說為道諦。

正助道法，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這
是了脫生死(分段生死、變易生死)的辦法。

分段生死：壽命有「分」限，形體有「段」落。
這是六道凡夫的生死。

變易生死：斷一分無明煩惱謂之「死」，證一
分中道法身為「生」。這是三乘聖者之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