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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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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六爻高低位序貴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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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禪師證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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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

第四章，説明《易經》與天地的規律

相應。聖人作《易經》完全效仿天地

自然。通曉易理，就能通曉天下萬事

萬物之理。準，相同；平齊之意，

無過與不及。彌綸，即普遍地包括天地 甘肅天水伏羲廟(「開天明道」「一畫開天」)

一切道理。「幽」是指無形，台面下看不見的(占9/10)；「明」是有形看得見的，如浮在水面

上冰山之一角的部份(占1/10)。然而，知「幽」(即知「幾」其神乎！)比「知明」更重要。

「故」是指緣故；「原」，推究、追溯；「反」，反求事物之終結；一說應為「及」，形

似而誤，「原始及終」即追本溯源，探究事物的開始和結束，了解因果關係，便能知道死和

生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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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易經》和天地之理相等同，所以天地間的一切道理都
普遍包含在裏面了。用《易經》之理仰觀天上日月星辰的各種現
象，俯察大地山川原野的各種情况，因此能夠知道幽隱難見的和
顯而易見的事情。追溯萬物的起始，並反求萬物的終結，因此能
夠知道萬物死亡與生長的道理。

精與氣的聚合而形成生物；精氣一散，靈魂離體便告死亡，而
遊蕩分散的靈魂(神識，阿賴耶識，第八識頌云：「去後來先作主
公」)也會有不同的變化(按：佛家所說的「六道輪迴」也)，因此
而能知曉鬼神的情狀。

(又，儒家思想談論死生鬼神之事，有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祭神如神在」、「子
不語怪力亂神」等。)
然而，我們也可以說「未知死，焉知生」，亦即不能離「死」而論
「生」，因為「死亡品質」應包括在我們的「生活品質」之中，因此必
須「生死並觀」與「死生並論」，才能徹見生死的奧秘與智慧啊!

4



易經與佛法
開啟人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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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我們所處的環
境（包括人事環境、
物質環境）(樂天)。

人生：就是我們自己
(知命)。

智慧：正知正見、正
確的觀念（幫助我們
了解待人、處事、接
物的道理）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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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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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的人，就自在、

快樂，不會被外境所轉；也

不會「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

要歡喜、自在，須從「自我

教育」與「覺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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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的智慧

「智」是觀察
的能力

「慧」是選擇
與決斷的能力

智慧是本具的

《起信論》：「本覺
本有，不覺本無。」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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