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
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段旨】這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一章。《繫辭傳·上》第一章對《周易》產生
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性、綱領性的介紹和説明，揭示出在《周易》中包含著天道、
地道和人道，也就是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俗云：「物以類聚」，同人卦：「類族辨
物」；未濟卦：「慎辨物居方」，要與各類眾生，和睦相處，平等對待，皆為此理。

【譯文】天在上而尊貴，地在下而卑微，《易經》乾爲天，坤爲地，那麼乾尊坤卑的
地位就確定了。天下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卑賤到高大而排列，《易經》中六爻貴賤
的位置也依序排定，各居其位。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動極必靜，靜極必動，運動與靜
止都有一定的規律，陽剛主動，陰柔主靜，這樣剛柔的區分就很清楚了。

(註：在天燦然，仰而觀之，謂之萬象；在地卓爾，俯而察之，謂之森羅。永嘉禪師正

道歌云：「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靈光烜赫，瑩徹十方，無有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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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見矣。

【譯文(續)】天下人各行其道，而以類聚集；物各有其群，而以群體相區分。同於善、
同於君子的就吉，同於惡、同於小人的就凶，這樣吉祥與凶險也就産生了。

在天成就日月星辰、晝夜晦冥的現象；在地成就山川河岳、動植草木的形態，世間
萬事萬物錯綜複雜的變化，就顯現出來了。

(按：「象」謂懸象，日月星辰也。「形」謂山川草木也。<繫辭下傳>第三章云：「易者，
象也；象也者，像也。」因此《易經》重視象，從卦象、爻象中，推演出許多深刻的哲理，
並不拘泥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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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一章，説明陰陽變化生成萬物

之理。知，猶「爲」，與下句「作」意近，爲互文；大，同「太」。

太始，即最初創始。《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譯文】因此，天下萬物靠雷霆的鼓動而産生，靠風雨的滋潤而成長。

日月不停地運轉交替，形成了有寒冷、有暑熱的季節

變化。乾道為陽，象徵男性；坤道為陰，象徵女性。

乾陽為開始創造萬物，坤陰則為孕育生成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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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一章，是説明乾坤易簡之理，並將此一思想
廣泛用於社會，强調進德修業都要遵循「易簡」原則。真正大道必可深入淺出，與
人為善。

【譯文】乾以平易而為人所了解，坤以簡單而表現出化成萬物的功能。平易則易為
人所瞭解，簡易則容易為人所遵從。容易瞭解，就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和親近；

容易讓人遵從，就可以用來建立功業。

能得到他人的親近和理解就能長久，能夠建立功業就能更加宏大。長久，就是

賢德的人所應有的品德；能夠宏大，就是賢德的人應該建立的事業。

秉承易簡之德，則天下的道理就都懂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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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法】往生有分－淨宗法門易知、易從

蕅益大師在《彌陀要解》有云：「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

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由此可知，吾人只要具足信願，

皆可「自在往生」或「往生有分」也。

一句佛號，人人能念，個個能行，名召萬德，妙感難思，從有念

巧入無念，即凡心成佛心。淨宗「念佛」法門的道理與修行方法，

容易了解親近(「易知」則有親)，而且方便易行(「易從」)，故

「易從則有功」也；

念佛，正是念佛人的「自佛」，故感覺非常親切(「有親」)，「有

親則可久」，持之以恆必能「功夫得力」，成就往生的「大事」，

故「有功則可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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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願、行這三個條件是《阿彌陀經》所講的修行綱領，亦是往生淨
土之「三資糧」也；信行願三，如鼎三足，缺一不可。

信－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三時繫念》：信有西方
淨土，信有阿彌陀佛攝取眾生之事，我等眾生信有往生之分。

願－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願者，要與阿彌陀佛48大願，
願願相應，是為大願也。

行－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心不顛倒。行者，《楞嚴經》云：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因此，萬緣放下，一心念佛，持之以恒，則「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這就是念佛的好處啊！



「念佛往生」即是大團圓

為度眾生故，兼顧情義理，

不變而隨緣，寂靜而常照；

廣結善法緣，同生極樂國，

不退而成佛，是即大團圓。

願共勉之！

常慚愧後學有恒仰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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