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彖辭】

【原文】<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
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章旨】此<彖>辭闡釋既濟卦卦辭、卦象。「止」，係因為成功之後志得意滿，
不思上進，不再成長，會被時代淘汰，走到窮途末路，趨向衰亂，故其道窮也。
因而由既濟轉向未濟。

【譯文】《彖傳》説：卦辭言「處在既濟的時候，無所不亨」，是說此時不能再
有較大的作為，只能稍有亨通，故稱「亨小」；言「利於守正」，是因爲陽爻陰
爻各得其正，各居陰陽的正位；言「起初吉祥」，是因為柔順者(六二爻)得居中
位；言「最後將導致危亂」，是說事成之道已經困窮了！

(按：終止則亂：如拿到博士學位不再進修，所學就落伍了！蓋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無量壽經》云：「人有至心求道，『精進不止』，會當尅果，何願
不得？」故「精進」乃菩薩唯一出世善根，是學佛成功的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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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 明夷

【原文】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章旨】此爻言事成之時，當虔誠儉樸地祀神以受福。東鄰指殷紂王，西鄰指
周文王。殺牛，指舉行盛大祭祀。禴祭：禴，音悦。古代宗廟祭祀用蔬菜做祭
品，祭之薄者也。

此句是説九五居「既濟」尊位，陽剛中正，物皆濟矣。然祭祀之盛，莫盛至誠
修德。正如劉禹錫<陋室銘>所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又「九五」爻變，就是「既濟」變地火「明夷」，
利艱貞。

【譯文】九五：東鄰殺牛厚祭鬼神(重奢華而不修德)，不如西鄰之薄祭(重修德
而不奢侈)，實際上西鄰更能得到鬼神的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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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未濟（「順流」)與既濟(「逆流」)的抉擇

《易經》最後的既濟和未濟卦，都有一個「濟」字。
「濟」表示齊水而過，就是渡河的意思。

在大乘佛法非常重視「濟」，如回向偈所說：「下濟
三途苦」，佛教的般若波羅蜜，意義是以智慧「度」
眾生到彼岸的意思，也就是《易經》所強調的「利涉
大川」。

「順流」乃是指眾生起惑造業，隨順三界、六道生死
之流轉，違背涅槃之道(即「未濟」)，而輪轉生死之
因果。

反之，眾生能斷三界惑障，違逆生死之流轉，趣入涅
槃之道(即「既濟」)，即為還滅之因果，則稱為「逆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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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十心」(隨順生死)－《摩訶止觀》(智者大師)

一 妄計人我：即眾生由於無明昏闇心，為無明所迷惑，起身見故，妄計人我，起顛倒妄想、貪瞋癡慢，故廣

造眾業，流轉生死。

二 外順惡友：即眾生內具煩惱，外為惡友迷惑，而失正行之心。

三 無隨喜心：內外惡緣既具，能內滅善心，外滅善事，對他人之善行，不能隨喜。

四 緃恣三業：即無惡不為，任意造作身、口、意三業罪。

五 惡心徧布：眾生所造惡事雖不廣，然為惡之心，徧布一切處。

六 惡心相續：眾生唯起惡心，增長惡事，晝夜不斷，常念惡事。

七 覆藏過失：即隱藏自己的過失，不欲人知，且無悔改心。

八 不畏惡道：即魯扈抵突，不怕趣入惡道。

九 無慚無愧：眾生造諸惡業，而無慚愧心。

十 撥無因果：謂否定一切因果道理，作一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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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十心」(懺悔十法) －《摩訶止觀》智者大師所
著述的《法華玄義》、《法華文句》與《摩訶止觀》，被稱為「天臺三大部」

一、明信因果：要深信因果，不生疑惑，以破除一闡提心。

二、自愧尅責：常生慚愧心，以對治無慚無愧心。

三、怖畏惡道：念人命無常，一息不來，即生惡道，求出無期，以對治不畏惡
道心。

四、發露瑕疵：向大眾發露懺悔，以此對治覆藏罪心也。

五、斷相續心：須知懺悔即是：「後不再造」。念佛人以一句佛號，不使三毒
之心相續，以對治常念惡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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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十心」(懺悔十法) (續)－《摩訶止觀》智者大師所著述的《法
華玄義》、《法華文句》與《摩訶止觀》，被稱為「天臺三大部」

六、發菩提心：即生起利益遍虛空法界一切眾生的心，以破惡心徧布也。

七、修功補過：昔三業作罪，不計晝夜，今身口意策勵不休以補過（使善果提早成熟），並對治縱恣三業心。

八、守護正法：即常攝受正法，並應依教奉行，使正法久住世間，續佛慧命，功德最為第一，以翻破無隨喜心。

九、念十方佛：即常念十方佛（即阿彌陀佛），念無礙慈，作不請之友；念無礙智，作大導師，以對治順惡友心。

十、觀罪性空：了達貪瞋癡之心，皆是寂靜門，具有真實智慧，真正體悟萬法皆空，求我不可得，我心自空，罪
福無主；今此空慧，與心相應，譬如日出時，朝露一時消失，修滅業懺，以對治無明昏闇也。

吾人應深信因果、懺悔業障，避免造作「隨順生死」之不善習氣，並應積極念佛，學習「逆流十心」，以漸趣

向涅槃之大道，達到「既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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