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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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就是「耳聰目明，智慧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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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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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同人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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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卦，見天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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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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與西方三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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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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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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苦斷集，慕滅修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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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史記載，四諦之法，是
佛成道後，首先在鹿野苑，
對五比丘等所說。

當時共說三次，稱為「三轉
法輪」。

這是表示佛之說法，能以摧毀眾生的煩惱，
碾平眾生的心地，運載眾生離苦得樂，轉凡
成聖，喻如「車輪之運轉，故稱轉法輪」。



一為「示轉」：講「此是苦，逼迫性；
此是集，招感性；此是
滅，可證性；此是道，
可修性」。

二為「勸轉」：講「此是苦，汝應知；
此是集，汝應斷；此是
滅，汝應證；此是道，
汝應修」。

三為「證轉」：謂「此是苦，我已知；
此是集，我已斷；此是
滅，我已證；此是道，
我已修(汝亦可修)」。

(上根之人)

(中根之人)

(下根之人)



依斷惑之淺深，共分四階段：

初果「須陀洹」，譯為「入流」，
謂預入聖人之流。初果須斷三界八
十八使「見惑」。從此不墜惡道，
天上人間任運七番生死，而證阿羅
漢果。

二果「斯陀含」，譯為「一來」，
必須還到欲界來受生一次，故名一
來。



三果「阿那含」，譯為「不來」，已進斷
欲界後三品思惑盡；既無欲界煩惱之因，
則無欲界生死之果，故不再來欲界中受生。

四果「阿羅漢」，譯為「無生」，三果聖人
又斷上二界思惑七十二品盡，到此見思二惑
都已斷盡；生死之因既無，生死之果自亡，
故永不再受三界生死，名為「無生」。

阿羅漢證果的時候，都有一偈：「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即是
小乘之極果。



水中蓮花



五濁惡世 汙泥(六凡)

水 (四聖)

蓮華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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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諦法乃為佛教的根本思想，因為一
切教典都由四諦開展出來的。

但從表面看來似乎專屬小乘聲聞所修
之法，其實乃通一切大乘法門。

諦就是真理（為苦等所具之真理，
苦等為事相，諦是理性），亦即三
諦理。

中諦(中)

真諦(空)

俗諦(假)



體達「諸法皆空」，是「真」實
的道「理」，名為「真諦」－
「一切智」。

理性之空，不廢事相之假，是「真」
實的道「理」，名為「俗諦」－
「道種智」。

空假不二，性相一如，是「真」實
的道「理」名為「中諦」－「一切
種智」。



迷此諦理為凡夫，悟此諦理為佛為
聖者。

對於諦理全迷者為凡夫（不知人人
本具天然三諦之性德）。

中迷者為二乘（二乘迷中俗二諦，
唯悟真諦故云中迷）。

少迷者為菩薩（菩薩只迷中諦，
已悟真俗二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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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悟者為二乘（祇悟真諦，未悟中
俗二諦）。

中悟者為菩薩（已悟真俗二諦只迷
中諦）。

圓悟者為佛（徹悟三諦）。

大乘菩薩的四弘誓願也都依準於
四諦而發的。



眾生無邊誓願度－苦諦

煩惱無盡誓願斷－集諦

法門無量誓願學－道諦

佛道無上誓願成－滅諦

四弘誓願

「四弘誓願」其實都是為「眾生無邊誓願度」，幫助

眾生覺悟的大願而發，這樣的人生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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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治療學（Logotherapy）認為，人生命的意義：

1. 藉著對生命的付出與奉獻社會(立德、立功、立言)
－「死而不亡者壽」(老子《道德經》)；

2. 透過我們對真、善、美、慧的價值體驗與追求；

3. 受苦也有其意義：捨己為人、利他之心的精神－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正代表人生

的意義與價值！

人生有哪些意義？



佛法一代時教的內容，無論原始佛教
與後期佛教，均不脫離四諦的範疇。

四諦確為釋尊一代時教說法的中心思
想，與大小諸乘一貫的根本教義－
「知苦樂法」，確實值得我們加以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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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
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闔一闢謂之
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ㄒㄧㄢ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
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十一章，這一段主要是説明聖人可用《易》理治民修

德，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天之道，乃是天地自然界運行的法則。

【譯文】有誰能夠達到這種程度呢？大概是古代那種耳聰目明、心智聰慧、神妙勇武而又不

嗜濫殺的人吧？因此聖人透過《易經》來明曉天地自然界運行的法則，體察百姓事物，又兼

持清淨心的教戒，從而加强修養，使自己的德行更加神妙聖明！

一開(乾)一合(坤)叫做「變」化，有往有來而不窮盡叫做「通」。將變化顯現出來叫做

「象」，轉變成有形的就叫做「器」具。製造器具，供人學習使用，叫做「法」。反覆不斷

利用《易經》出出入入，往來不窮，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應用它却不知曉(「百姓日用而不

知」)，叫做「神」(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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