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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卦第二 

坤䷁ 坤(地)上☷ 坤(地)下☷  綜卦坤䷁  錯卦乾䷀  交卦坤䷁ 

卦辭、彖辭與象辭 

◎坤 1，元亨，利牝
音聘

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 2。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3。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

大，品物咸亨 4。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5。君子攸行，先迷失道，

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

无疆 6。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7。 
 
淺註 

1.坤：《周易集註》：「偶者，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六畫皆偶，

則純陰而順之至矣，故不言地而言坤。」 
【按】：《說文解字》：「坤，地也，易之卦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

文王後天八卦中，坤位於西南方，地支中申位於西方，兩者接近，且申

中有甲
陰中有陽，有植物往下生根之象

、由
植物往上長之象

、田，取土蘊含萬物之能力。 
 

2.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周易集註》：「馬象乾，牝馬，取其為乾之配。牝馬

屬陰，柔順而從陽者也…。坤利牝馬之貞，與乾不同者，何也？蓋乾以剛

固為貞，坤以柔順為貞，言如牝馬之順而不息則正矣。牝馬地類，安得同

乾之貞，此占辭也，與乾卦元亨利貞同，但坤則貞利牝馬耳。 
迷者，如迷失其道路也。坤為地，故曰迷，言占者君子，先乾而行則

失其主而迷錯，後乾而行則得其主而利矣。蓋造化之理，陰從陽以生物，

待唱而和者也。君為臣主，夫為妻主，後乾即得所主矣，利孰大焉，其理

本如此。觀文言後得主而有常，此句可見矣。 
西南東北，以文王圓圖卦位而言，…西南乃坤之本鄉，兌離巽三女同

坤居之，故為得朋。震坎艮三男同乾居東北，則非女之朋矣，故喪朋。陰

從其陽謂之正，惟喪其三女之朋，從乎其陽，則有生育之功，是能安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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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安于其正故吉。」 
【按】：類似老子講「不敢為天下先」，位處坤順之人，行事當後順於乾

健之人，但非順於所有人。從後天八卦解釋之，即離原本西南之舒適圈

而至東北，故喪失原本之朋，然若能安住於此則吉。 
 

          
 

《周易禪解》：「六畫皆陰，故名為坤，坤者，順也，在天為陰，在

地為柔，在人為仁，在性為寂，在修為止，又在器界為載，在根身為腹為

腑臟，在家為妻，在國為臣。順則所行无逆，故亦元亨。然必利牝馬之貞，

隨順牡馬而不亂。其在君子之體坤德以修道也，必先用乾智以開圓解，然

後用此坤行以卒成之。 
若未有智解，先修定行，則必成暗證之迷，惟隨智後用之，則得主而

有利，如目足並運，安穩入清涼池。亦如巧力並具，能中于百步之外也。

若往西南，則但得陰之朋類，如水濟水，不堪成事。若往東北，則喪其陰

之朋黨，而與智慧相應，方安于定慧均平之貞而吉也。」 
 
3.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周易集註》：「至者極也。天包乎地，

故以大贊其大，而地止以至贊之，蓋言地之至則與天同，而大則不及乎天

也。元者四德之元，非乾有元，而坤復又有一元也。乾以施之，坤則受之，

交接之間，一氣而已。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之形，皆生于地，

然非地之自能為也。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乃順承天。乾健故一而施，

坤順故兩而承，此釋卦辭之元。」 
【按】：坤順承乾而生成萬物，此為合德，非主從優劣之故，資始為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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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為成形，故曰順承天德。 
 
4.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周易集註》：「坤厚載物，

以德言，非以形言。德者載物厚德，含弘光大是也。无疆者乾也，含者包容

也，弘則是其所含者無物不有，以蘊畜而言也。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光者，

昭明也。大則是其所光者，無遠不屆，以宣著而言也
此似種子蘊藏於地，而後蓬勃冒出

地
。其動也闢，故曰光大，言光大而必曰含弘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

此釋卦辭之亨。」 
 
5.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周易集註》：「地屬陰，牝陰物，故

曰地類，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不息矣，此則柔順所利之貞也，

故利牝馬之貞。」 
 

6.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

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周易集註》：「君子攸行，即文王卦辭，

君子有攸往。言占者君子，有所往也。失道者，失其坤順之道也。坤道主

成，成在後，若先乾而動，則迷而失道。得常者，得其坤順之常。惟後乾

而動，則順而得常。 
夫惟坤貞，利在柔順，是以君子有所往也。先則迷，後則得。西南雖

得朋，不過與巽離兌三女同類而行耳，未足以為慶也。若喪乎三女之朋，

能從乎陽，則有生物之功矣，終必有慶也。何也？蓋柔順從陽者，乃坤道

之安于其正也，能安于其正，則陽施陰受，生物无疆，應乎地之无疆矣，

所以乃終有慶也。此釋卦辭，君子有攸往至安貞吉。」 
【按】：坤有三陰之朋同行，利於有所往，無私地追隨乾之明主，則須放

下三陰之朋，離開西南
原本之舒適圈

至東北，且能安住於此道，應於地无疆之

德，故坤除順之外亦有健德。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以坤表多所舍蓄而无積聚之如來藏性。

約智名乾，約理名坤；約照名乾，約寂名坤；又可約性名乾，約修名坤；

又可修中慧行名乾，行行名坤。乾坤實无先後，以喻理智一如，寂照不二，

性修交徹，福慧互嚴。 
今于无先後中說先後者，由智故顯理，由照故顯寂，由性故起修，由

慧故導福，而理與智冥，寂與照一，修與性合，福與慧融，故曰：『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也。』稱理之行，自利利他。一行一切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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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合于无疆之智而含弘光大也。牝馬行地，雖順而健，三昧隨智慧行，所

以為佛之三昧也。 
夫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若以福行為先，則佛知見未開，未免落于旁

蹊曲徑而失道。惟以智導行，行順于智，則智常而行亦常，故西南得朋。

不過與類俱行而已惟東北喪朋，則于一一行中具見佛性，而行行无非法界，

當體絕待，終有慶矣，所以安貞之吉，定慧均平，乃可應如來藏性之无疆

也。」 
 
7.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集註》：「西北高，東南低，順流而下，

地之勢，本坤順者也，故曰地勢坤。且天地間持重載物，勢力無有厚於地

者，故下文曰厚。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厚德載物

者，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也。若以厚德載物，體之身心，豈有他道哉？

惟體吾長人之仁也，使一人得其願，推而人人各得其願，和吾利物之義也，

使一事得其宜，推而事各得其宜，則我之德厚，而物無不載矣。」 
【按】：天「行」健為動態，地「勢」坤為靜態，亦象徵主動與被動，此

即積功累德之意。《周易禪解》：「性德本厚，所以地勢亦厚，今法地

勢以厚積其德，荷載羣品，正以修合性之真學也。」 
 

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履霜，堅冰至 1。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2。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3。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

地道光也 4。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5。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6。 
 

淺註 

1.履霜，堅冰至：《周易集註》：「霜，一陰之象。冰，六陰之象。方履霜

而知堅冰至者，見占者防微杜漸，圖之不可不早也。易為君子謀，乾言勿

用，即復卦䷗閉關之義，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堅冰，即姤卦䷫女壯之戒，

防小人之易長也。」 
 
2.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周易集註》：「《易舉正》：

『履霜之下，無堅冰二字。』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必至于堅冰，小人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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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則漸至于盛。馴者擾也，順習也，道者，小人道長之道也，即上六其道

窮也之道。馴習因循，漸至其陰道之盛，理勢之必然也。」 
【按】：坤為陰曆十月卦

如下表 1，後將有堅冰形成，《周易》常以陰陽消
消

退
息

生長
作為君子小人盛衰之喻。 

 
表 1 十二消息卦(辟卦) 

陽
曆 一月(寅) 二月(卯) 三月(辰) 四月(巳) 五月(午) 六月(未) 

卦
象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 乾卦 ䷫天風姤 ䷠天山遯 

生
肖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時
辰 03-05 05-07 07-09 09-11 11-13 13-15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立
春 

雨
水 

驚
蟄 

春
分 

清
明 

穀
雨 

立
夏 

小
滿 

芒
種 

夏
至 

小
暑 

大
暑 

立
秋 

對
應
星
座 

寶
瓶
宮 

雙
魚
宮 

白
羊
宮 

金
牛
宮 

雙
子
宮 

巨
蟹
宮 

獅
子
宮 

陽
曆 七月(申) 八月(酉) 九月(戌) 十月(亥) 十一月(子) 十二月(丑) 

卦
象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 坤卦 ䷗地雷復 ䷒地澤臨 

時
辰 15-17 17-19 19-21 21-23 23-01 01-03 

生
肖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氣 節 

立
秋 

處
暑 

白
露 

秋
分 

寒
露 

霜
降 

立
冬 

小
雪 

大
雪 

冬
至 

小
寒 

大
寒 

立
春 

對
應
星
座 

獅
子
宮 

室
女
宮 

天
秤
宮 

天
蠍
宮 

人
馬
宮 

魔
羯
宮 

寶
瓶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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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齋易傳》：「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

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入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

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淮南子⋅齊俗訓》：「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

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
地位高的人

親親
親人

。』太公曰：『魯從

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尚功。』周

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論語⋅庸也第六》：「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齊所用為德威中之霸術，半年即安定齊國，魯則純用王道，伯禽花了三年

才安定魯國，魯雖衰但後齊而亡。 
《魯周公世家》：「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

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

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

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周易禪解》：「此爻其靜為垢䷫，其變為復䷗，垢則必至于坤，復

則必至于乾，皆所謂馴致其道者也。問曰：『乾坤之初爻，等耳，乾胡誡

以勿用，坤胡決其必至乎？』答曰：『陽性動，妄動，恐其洩也，故誡之；

陰性靜，安靜則有成也，故決之。積善積惡，皆如履霜，餘慶餘殃，皆如

堅冰。陽亦有剛善剛惡，陰亦有柔善柔惡，不當偏作陰柔邪惡釋之。』《說

統云》：『善乾惡坤，此晉魏大謬處。』」 
------------------------------------------------------------------------------------------------ 
3.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周易集註》：「以本爻論，六二得坤道之正，則

無私曲，故直。居坤之中，則地偏黨，故方。直者在內，所存之柔順中正

也；方者在外，所處之柔順中正也。惟柔順中正，在內則為直，在外則為

方，內而直，外而方，此其所以大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

此其所以不習也。若以人事論，直者內而天理為之主宰，無邪曲也。方者

外而天理為之裁制，無偏倚也。大者無一念之不直，無一事之不方也。」 
 

4.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周易集註》：「以字即

而字，言直方之德，惟動可見，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此則承天而動，生

物之幾也。若以人事論，心之動直而無私，事之動方而當理是也。地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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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六二之柔順中正，即地道也。地道柔順中正，光之所發者，自然而然，

不俟勉強，故曰不習无不利。光即含弘光大之光。」 
【按】：六二似自性本具德行之靜相，乾為動相。坤效乾為己德，故動則

剛直，乾體圓，坤效之則方，大哉乾元，故坤亦至。方可視為因地制宜

之方便，地產物養人係按地方之宜，故養生必食當地之作物。 
本爻為卦主，若變則為地水師䷆，有聚眾之意，故與直方大相應。表

坤德圓滿，不習亦不妨礙其圓。但欲圓滿度眾生則需磨練後得智，如惠能

大師潛於獵人隊中十數年，係磨其金剛慧劍，後度眾生更能圓融無礙。 
《周易禪解》：「純柔中正，順之至也。順理故直，依理而動故方，

既直且方，則必大矣。此地道本具之德，非關習也。佛法釋者，世間淨禪

即是實相，故直方大。正念真如為直，定之體也
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

；善

法无缺為方
本自具足，圓滿之方便

，定之相也；功德廣博為大，定之用也
能生萬法

。 
世間淨禪法爾本具實相三德，能于根本禪中通達實相，故不習而无不

利也。向淨禪中，覷實相理，名之為動，動則三德之理現前，于禪開祕密

藏，故地道光。」 
此似《修華嚴奧旨妄盡還原觀》中之行依四德：一者隨緣妙用無方德、

二者威儀住持有則德、三者柔和質直攝生德、四者普代眾生受苦德。 
------------------------------------------------------------------------------------------------ 
5.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周易集註》：「坤為吝嗇，含之象也。

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陽位而以陰居之，又坤為文章之象也。三

居下卦之終，終之象也
變為艮，亦有終之意

。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

之意。三居下卦之上，有位者也，其道當含晦其章美，有美則歸之于君，

乃可常久而得正，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職以終其事而已。」 
 

6.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周易集註》：「以時發者，

言非終于韜晦，含藏不出，而有所為也。…知光大者，正指其无成有終也。

蓋含弘光大无成而代有終者地道也，地道與臣道相同。」 
【按】：《誠齋易傳》：「程子謂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為，

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必盡。」本爻陰居陽位，半

動半靜之象，似乾之或躍在淵，含藏美麗之文采以貞正自立，修含弘光

大之德，以靜待其時；若時機至或可隨君建立王事，以不居功之無成而

致臣之有終，如范蠡與張良之急流勇退。本爻變則為地山謙䷎，隱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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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采奪目時，必須貞謙自守。 
《周易禪解》：「蘇眉山曰：『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為坤

也，故有章而含之，有章則可以為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亦非所以

為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佛法釋者，亦世間亦出世禪，

亦愛亦策，故含章而可貞。或從一乘无上王三昧事，則借此可發出世上上

妙智而有終，不復成次第禪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1。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2。 
◎六五，黃裳，元吉 3。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4。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5。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6。 
◎用六，利永貞 7。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8。 

 
淺註 

1.括囊，无咎无譽：《周易集註》：「坤為囊，陰虛能受，囊之象也。括者

結囊口也…。四近乎君，居多懼之地，不可妄咎妄譽，戒其作威福也。蓋

譽則有逼上之嫌，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晦藏其智，如結囊口，則不害矣。

六四柔順得正，蓋慎密不出者也，故有括囊之象，无咎之道也。然既不出，

則亦無由辭贊其美矣。」 
 
2.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周易集註》：「括囊者慎也，无咎者不害也。」 
【按】：本爻陰居陰位異於乾九三，處險位且無承無應，故要謹慎求退，

只求無過而不求譽。本爻變為豫
和樂

，亦隱喻若能戒慎隱晦則有豫樂之象。

《誠齋易傳》：「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

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
皆居高官，但隨亂世逐流，而無所為

，學者審之。」 
《周易禪解》：「得陰之正，而處于上卦之下，位高任重，故括囊以

自慎焉。吳幼清曰：『坤體虛而容物，囊之象也。四變為奇，塞壓其上，

猶括結囊之上口。人之謹閉其口而不言，亦猶是也。』 

蘇眉山曰：『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

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佛法釋

者，出世間禪切忌取證，取證則墮聲聞、闢支佛地，雖无生死之咎，亦无

利他之譽矣！若能慎其誓願，不取小證，則不為大乘之害也。」 
------------------------------------------------------------------------------------------------ 
3.黃裳，元吉：《周易集註》：「坤為黃為裳，黃裳之象也。黃中色，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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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裳下飾，言其順也。…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
剛自有剛德，柔自有柔德，本義是。」 
 

4.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周易集註》：「坤為文，文也。居五之中，在中

也。文在中言居坤之中也，所以黃裳元吉。」 
【按】：《誠齋易傳》：「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

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

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

則元吉矣
此亦為諸葛孔明事劉禪之道

。」 
六五柔順居中為臣位之極，故元吉，此文即六三爻之章，此時即含章

之以時發也。另本爻變為水地比，有眾人親附之意，亦即臣子受眾人擁戴，

但亦隱含坎險。 
《左傳》：「南蒯

音ㄎㄨㄞˇ
之將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

『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符合爻辭預測

，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

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 
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
可為下而如裳之裝飾

乎？中美能黃，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不聽勸，

叛變後果然失敗。本筮例僅坤卦六五爻變，故以坤六五之爻辭解，然其非

為臣之道，故筮吉實凶。 
 

占卜得爻 坤(本卦) 比(之卦) 
8(不變) 

6(變) 

8(不變) 

8(不變) 

8(不變) 

8(不變)   

《周易禪解》：「黃者，中色，君之德也；裳者，下飾，臣之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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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斯之謂乎？佛法釋者，非世間非出世禪，禪

即中道實相，故黃；不起滅定，現諸威儀，同流九界，故如裳。此真无上

菩提法門，故元吉。定慧莊嚴，名之曰『文』，全修在性，名『文在中』。 
------------------------------------------------------------------------------------------------ 
5.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周易集註》：「六陽為龍，坤之錯也，故陰陽皆

可以言龍。…變艮為剝，陰陽相剝，戰之象也。戰于卦外，野之象也。血

者龍之血也。堅冰至者所以防龍戰之禍于其始，龍戰野者，所以著堅冰之

至于其終。上六，陰盛之極，其道窮矣，窮則其勢必爭，至與陽戰，兩敗

俱傷，故有此象，凶可知矣。」 
 
6.龍戰於野，其道窮也：《周易集註》：「極則必窮，理勢之必然也。」 
【按】：《誠齋易傳》：「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

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

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

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 
《周易禪解》：「其靜為夬，其變為剝，皆有戰之義焉。善極則斷惡

必盡，惡極則斷善必盡，故窮則必戰，戰則必有一傷也。陳旻昭曰：『此

天地既已定位，而震龍欲出，故戰于野也。震為龍，為玄黃
《說卦傳》言之

，

氣已盛故為血，窮乎上者必反下，故為屯卦之初爻。 
夫乾坤立而有君，故次之以屯；有君則有師，故次之以蒙。屯明君道，

蒙明師道，乾坤即天地父母，合而言之，天地君親師也。』佛法釋者，无

想天灰凝五百劫而墮落，非非想天八萬大劫而還作飛貍牛蟲，乃至四禪无

聞比丘墮阿鼻獄，皆偏用定，而不知以慧濟之，故至于如此之窮。」 
------------------------------------------------------------------------------------------------- 
7.用六，利永貞：《周易集註》：「用六，與用九同，…陰極則變陽矣，但

陰柔恐不能固守，既變之後，惟長永貞而不為陰私所用，則亦如乾之無不

利矣。」 
 
8.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周易集註》：「此美其善變也。陽大陰小，大者

陽明之公，君子之道也。小者陰濁之私，小人之道也。今始陰濁而終陽明，

小人而終君子，何大如之，故曰以大終也。」 
【按】：用六非爻辭，介於卦爻間之敘述，闡述其用坤之道。《周易禪解》：

「此總明百九十二陰爻所以用六而不用八之旨也。八為少陰，靜而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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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老陰，動而變陽。今筮得坤卦，六爻皆六，則變為乾卦，不惟順承

乎天，亦且為天行之健矣！ 
佛法釋者，用八如不發慧之定，用六如發慧之定，發慧之定，一切皆

應久修習之，禪波羅密至佛方究竟滿，故曰大終。」 
 

文言傳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1，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2。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蓋言順也 3。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4。「直，

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5。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無成而代有終也 6。 
 
淺註 
1.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周易集註》：「動者生

物所動之機，德者生物所得之質。乾剛坤柔，定體也。坤固至柔矣，然乾

之施一至，坤即能翕
音系，順從和合

，受而敷施之，其生物之機，不可止遏屈

撓，此又柔中之剛矣。 
乾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及其承乾之施，陶鎔萬類，各有定

形，不可移易。有息者不可變為草木，無息者不可變為昆蟲，此又靜中之

方矣。柔無為矣，而剛則能動。靜无形矣，而方則有體。柔靜者順也體也，

剛方者健也用也，後得主而有常者，後乎乾則得乾為主，乃坤道之常也。」 
 

2.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周易集註》：「含萬物而化

光者，靜翕之時，含萬物生意于其中，及其動闢，則化生萬物，而有光顯

也。坤之于乾，猶臣妾之與夫君，亦惟聽命而已。一施一受，不敢先時而

起，亦不敢後時而不應，此所以贊其順也。」 
【按】：《周易禪解》：「此仍以地道申贊坤之德也。贊乾，則自元而亨

而利而貞；贊坤，則自貞而利而亨而元。乾之始必徹終，而坤之終必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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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文並可知。 
佛法釋者，即是直贊禪波羅密，以其住寂滅地，故至柔至靜，以其能

起神通變化，普應群機，感而遂通，故動剛德方。由般若為導而成，故後

得主而有常，所謂般若常故禪亦常也。于禪中具足萬行，一一妙行與智相

應，導利含識，故含萬物而化光。非智不禪，故坤道為順；非禪不智，故

承天時行也。」 
------------------------------------------------------------------------------------------------- 
3.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順也：《周易集註》：「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

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者不善，則災殃流于後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禍，皆

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由來者漸，言臣子也。辯之不早，責君父也。

辯，察也，在下者不可不察之于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于人。察之早，勿

使之漸，則禍不作矣。順字即馴字，馴致其道也，言順習因循以至于堅冰

也。前言馴致其道，此言蓋言順也，皆一意也。」 
【按】：《周易禪解》：「洪化昭曰：『臣而順，必不弒君，子而順，必

不弒父。』此正所謂辯之于早者，不作慎字解
順字不作慎字解

。陳非白問曰：

『何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不發明於乾之初爻，而明于坤之初爻？』

答曰：『乾是巧智，坤是聖力。非巧智則不能知善知惡』，非聖力則不

能積善積惡，故曰：{乾知大始，坤做成物}。』 
------------------------------------------------------------------------------------------------- 
4.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周

易集註》：「直者何也？言此心無邪曲之私，從繩墨而正之之謂也。方者

何也？言此事無差謬之失，得裁制而宜之之謂也。此六二直方之所由名

也。 
人心惟有私，所以不直，如知其敬，乃吾性之禮存諸心者，以此敬為

之操持，必使此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不期直而自直矣。人

事惟有私，所以不方，如知其義，乃吾性之義見諸事者，以此義為之裁制，

必使此事物來順尖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不期方而自方矣。 
德之偏者謂之孤，孤則不大矣。蓋敬之至者，外必方，義之至者，內

必直。內不直不足謂之義，不足謂義是德之孤也，今既有敬以涵義之體，

又有義以達敬之用，則內外夾持，表裏互養，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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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自充滿盛大而不孤矣。」 
【按】：內心惟敬無私故直，外裁循義得宜故方，直內方外以立敬義而德

大。此即《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道，格物無一

己之私，能開啟智慧
致知

，後能誠其意、正其心
直內

，而後能修身齊家
方外

，

乃至平天下
德不孤

。 

 
5.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周易集註》：「何大如之？內

而念念皆天理，則內不疑；外而事事皆天理，則外不疑。內外坦然而無疑，

則暢于四支，不言而喻，發于事業，無所處而不當。何利如之？此所以不

習无不利也。乾言進修，坤言敬義，學聖人者，由于進修，欲進修者必先

于敬義，乾坤二卦備矣。」 
【按】：此強調心量大，心無好惡，德必能遍。佛云：眾生無邊誓願度。

心有好惡偏私，必不能滿普度眾生願，則心量必不能大。 
《周易禪解》：「惟正故直，惟義故方，直方皆本具之德。而敬之一

字，乃君子修道之要術也。敬即至順，順則必直且方，而德不孤，可謂大

矣！ 
佛法釋者，正念真如，是定之內體；具一切義，而无減缺，是定之外

相。既具內體外相，則必大用現前而德不孤，所以于禪開祕密藏，了了見

于佛性而无疑也。」 
------------------------------------------------------------------------------------------------- 
6.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也：《周易集註》：「陰雖有美，含之，可以時發而從王事矣。

或從王事，不敢有其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不能成也，乃其分之所不敢成

也。何也？法象莫大于天地，三綱莫重于夫妻君臣，天統乎地，夫統乎妻，

君統乎臣，皆尊者唱而卑者和之。 
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皆不敢先自主也，皆如地之無成，惟代

天之終耳。蓋天能始物，不能終物，地繼其後而終之，則地之所以有終者，

終天之所未終也。地不敢專其成，而有其終，故曰无成而代有終也。六三

為臣，故當如此。」 
【按】：此闡述為臣之道，盡心竭力效勞，但榮耀歸於君，不使自己成名。

佛門中護法、弘法之份，與一佛出世，千佛護持亦為同理。 

《周易禪解》：「文義可知。佛法釋者。亦世間亦出世禪。雖即具足



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 易經學習班教材-1 

14 

實相之美，但含而未發，以此為王三昧之助，弗宜偏修以至成也。蓋禪定

隨智慧型，如地承天，如妻隨夫，如臣輔君。然智慧不得禪定，則不能終

其自利利他之事，故禪定能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蓋言謹也 1。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

也 2。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3。 
 

淺註 
1.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

也：《周易集註》：「言天地變化，世道開泰，則草木之無知者且蕃茂，

況于人乎，則賢人之必出而不隱可知矣。若天地閉，則賢人必斂德以避難，

此其所以隱也。坤本陰卦，四六重陰，又不中，則陰之極矣。正天地閉塞，

有陰而無陽，不能變化之時也，故當謹守不出者以此。」 
【按】：前泰後否，前以自然現象，後以人事現象述之，六四陰居陰位有

天地閉塞之象，故賢人隱遯。但亦隱喻自然天時仍有變化興盛之日。 
《周易禪解》：「能謹則可以成變化，變化則草木皆蕃；不謹則天地

必閉，閉則雖賢人亦隱矣！安得不囊括哉？佛法釋者，定慧變化，則三草

二木各得潤澤生長。若入于出世果證
執著出三界之阿羅漢

，則灰身泯智，而无利

生之事矣！故修此法門者，不可以不謹也。」 
三草二木出於《法華經藥草喻品》，小藥草喻人天、中藥草喻聲聞緣

覺、上藥草喻大乘菩薩；小樹喻未見性仍會退轉之小菩薩，大樹比喻不退

轉之菩薩。 
------------------------------------------------------------------------------------------------- 
2.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周易集註》：「黃者中德也，中者內也，黃中者中德之在內也。通者豁

然脈絡之貫通，無一毫私欲之滯塞也。理者井然文章之條理，無一毫私欲

之混淆也。…德之在內者，通而且理，爻之言黃者，以此正位，居尊位也。

體者，坤之定體也。乾陽乃上體，坤陰乃下體，言雖在尊位，而居下體，

故不曰衣而曰裳，爻之所以言裳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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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事論，有居尊位而能謙下之意。此二句盡黃裳之義矣，又嘆而贊

之，以見元吉之故，言黃中美在其中，豈徒美哉。美既在中，則暢于四支，

為日新之德，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美也。發于事業，為富有之業，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者此美也，不其美之至乎。爻之所以不止言吉，而言元吉者

以此。」 
【按】：《周易禪解》：「黃是中色，即表中德。德雖在中，而通乎腠理。

故雖屬正位，仍居四體，此釋黃裳也。美在其中等，重牒上義以釋元吉

之義。佛法釋者，以黃中三昧，而通達實相之理。實相雖名正位，徧入

一切諸法而居眾體。蓋惟深證非世間非出世上上之禪，故能暢于四支，

發于事業，而三輪不思議化，普利法界，乃為美之至也。」 
腠

音湊
理係指皮肉、臟腑間隙交接處之結締組織，是流通氣血的門戶，

亦指汗孔、毛竅，即德行美好，改變生理狀況，意即正報轉依報。 
------------------------------------------------------------------------------------------------- 
3.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周易集註》：「疑者似也，似其

與己均敵，无大小之差也。陰本不可與陽戰，今陰盛似敢與陽敵，故以戰

言。陰盛已無陽矣，本不可以稱龍，而不知陽不可一日無也，故周公以龍

言之，以存陽也。雖稱為龍，猶未離陰之類也，故稱血，以別其為陰。血

陰物也，曰其色玄黃，則天地之色雜矣，而不知天玄地黃者，兩間之定分

也。今曰其色玄黃，疑于无分別矣，夫豈可哉，言陰陽皆傷也。」 
《周易正義》：「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為其嫌於非陽而戰，

猶未失其陰類，為陽所滅，猶與陽戰而相傷，故稱血。」 
【按】：此常見於臣位已極又不諳韜光養晦之道，其勢凌駕於君，君勢必

主動與之爭戰。而陰陽類本迥異，陰雖極盛，仍屬陰類而難敵於陽，猶

如臣位無君福者，難強以求為君。當此天地混雜、陰陽難辨之際，其悔

吝更勝於亢龍有悔，其不利更不待言之，以藉此警惕坤道莫發展至此。 
《周易禪解》：「夫陰陽皆本于太極，則本于體，何至相疑而戰哉？

陽者見之謂之陽，不知與陰同體，故疑陰而必戰；陰者見之謂之陰，不知

與陽同體，故亦疑陽而必戰。 
方陰之盛而戰陽，則有似乎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本未嘗无焉。逮陰

之動而變陽，則似離乎陰類，故稱血，以明陰仍未離類焉。夫惟動而將變，

故玄黃相雜耳。變定之後，天玄地黃，豈可雜哉？子韶〈風草頌〉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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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何嘗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

得此旨者，可以立消朋黨之禍，不然，君子疑嫌小人，小人亦疑嫌君子，

不至于兩敗俱傷者幾希矣！ 
佛法釋者，始則誤認四禪為四果，及至後陰相現，則反疑四果不受後

有之說為虛，而起謗佛之心，是必戰也。然世間豈无真證四果智德者耶？

故稱龍，以顯四果之非虛焉。彼雖自謂四果，止是暗證味禪實未離于生死

之類，故稱血，以定其類焉。 
夫玄黃者，定慧俱傷之象也。以定傷慧，慧傷而定亦傷。然此俱約修

德，故言傷耳。若本有寂照之性，則玄自玄，黃自黃，雖闡提亦不能斷性

善，雖昏迷倒惑，其理常存，豈可得而雜哉？ 
又觀心釋者，陰陽各論善惡，今且以陰為惡，以陽為善。善惡无性，

同一如來藏性，何疑何戰？惟不達性善性惡者，則有无相傾，起輪迴見而

必戰，戰則埋沒无性之妙性，似乎无陽，故稱龍以顯性善之不斷焉。既以

善惡相抗則二俱有漏，故稱血以顯未離生死類焉。 
夫善惡相傾奪者，由未達妙性體一，而徒見幻妄事相之相雜也。實則

天玄地黃，性不可改，何嫌何疑，何法可相戰耶？善惡不同，而同是一性，

如玄黃不同，而同是眼識相分，天地不同，而同一太極，又如妍媸
美醜，音

言吃
影像不同，而同在一鏡也。若知不同而同，則決不敵對相除而成戰；

若知同而不同，則決應熏習无漏善種以轉惡矣。」 
 

綜觀 

坤德係順乾德，後乾為常道，萬物資生，故以地象之，君子觀坤，當

自勉厚德載物。初六為坤始，猶如履霜之際，君子觀之當明瞭堅冰必馴至；

六二為卦主，闡述坤本質為直方大，猶如人之純真美好品德，不待學習亦

可；六三陰居陽位，內含美麗章采，陰爻主退、保守，故待時或從王事，

無成有終，雖有成果，但將功勞歸於乾卦而終不居功；六四陰居陰位，純

為退隱之相，故括囊而收，需慎方能无咎，但文言亦表其可能有復甦繁榮

之可能性；六五柔居中位，但因坤係臣道，故以黃裳喻之，但因美德在中，

故元吉；上六為坤道之極，道窮而失柔順，此時則有龍主動戰陰，天地混

亂、玄黃血雜之相，悔咎更厲於亢龍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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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卦第三 

屯䷂ 坎(水)上 震(雷)下 綜卦蒙䷃  錯卦鼎䷱  交卦解䷧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地雷復䷗  山地剝䷖ 水山蹇䷦ 山雷頤䷚ 水地比䷇ 

卦辭、彖辭與象辭 

◎屯 1，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2。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3。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4。 
 
淺註 

1.屯：《周易集註》：「屯者，難也，萬物始生，欎結未通，似有險難之意，

故其字象屮。屮
音徹

，初生草穿地也。《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天地生萬物，屯，物之

始生，故次乾坤之後。」 
【按】：《說文解字注》：「屯，難也。屯。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

從屮貫一屈曲之也。一、地也…。屮貫一者、木剋土也。屈曲之者、未

能申也。乙部曰：『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 
 
2.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周易集註》：「乾坤始交，而遇

險陷，故名為屯。所以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造化人事皆相同也。震動在下，坎陷在上，險中能動，是有撥亂興衰之才者，

故占者元亨，然猶在險中，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勿用有攸往。 
勿用者，以震性多動，故戒之也。然大難方殷，無君則亂，故當立君

以統治。初九陽在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者也。

占者必從人心之所屬望，立之為主，斯利矣，故利建侯。建侯者立君也。

險難在前，中爻
三四五爻

艮止，勿用攸往之象。」 
【按】：乾與屯之元亨利貞分別為自然與人事規律，屯有大亨之道，將可

通達順暢，但現處於屯難之際，不宜妄動遽求發展，應當貞正自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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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於草創期間，故要把著眼點放在解決自身問題上利建侯。 
《說文解字》：「建，立朝律也。」有原創建立之意。《說文解字》：

「侯，春饗所䠶矦
同射侯

也。…象張布；矢在其下。」《禮記·王制》：「王

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侯代君王治理地方，並對中

央負責，古侯通候，一年分為二十四節氣，一節氣再分三候，一候為五天，

規劃時序以利民從事農耕之計畫。故屯卦之際，領導者應建立制度，並派

遣適當人才管理地方，跨國企業亦有成立各國總部亦似之。 
《周易禪解》：「乃萬物始生之時，出而未申之象也。始則必亨，始

或不正，則終于不正矣！故元亨而利于正焉，此元亨利貞，即乾坤之元亨

利貞也。…夫世既屯矣，儻務往以求功，祇益其亂，唯隨地建侯，俾人人

各歸其主，各安其生，則天下不難平定耳。楊慈湖曰：『理屯如理絲，固

自有其緒，建侯，其理之緒也。』 

佛法釋者，…一念初動之屯，今當說之，蓋乾坤二卦，表妙明明妙之

性覺，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所謂真如不守自性。无明初動，動則必至因

明立所而生妄能，成異立同，紛然難起，故名為屯。然不因妄動，何有修

德？故曰：『无明動而種智生，妄想興而涅槃現。』此所以元亨而利貞也。

但一念初生，既為流轉根本，故勿用有所往。有所往，則是順无明而背法

性矣！惟利即于此處用智慧深觀察之，名為建侯。若以智慧觀察，則知念

无生相，而當下得太平矣！觀心妙訣孰過于此。」 
 
3.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

建侯而不寧：《周易集註》：「以二體釋卦名，又以卦德卦象釋卦辭，剛

柔者乾坤也，始交者震也。一索得震，故為乾坤始交。難生者坎也，言萬

物始生即遇坎難，故名為屯。動乎險中者，言震動之才，足以奮發有為，

時當大難，能動則其險可出，故大亨，然猶在險中，時猶未易為，必從容

以謀其出險方可，故利貞。…雷雨交作，雜亂晦冥，充塞盈滿于兩間，天

下大亂之象也。當此之時，以天下則未定，以名分則未明，正宜立君以統

治。 
君既立矣，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必為君者憂勤兢畏，不遑

閒暇
寧處，

方可撥亂反正，以成靖難之功。如更始既立，日夜縱情于聲色，則非不寧

者矣。此則聖人濟屯之深戒也。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攸往。建侯而不寧，

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



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 易經學習班教材-2 

19 

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按】：本卦兼具屯難與大亨之性。雷雨草昧象徵雷雨交加、大水盈滿，

天地剛創之時，雖雷雨充滿天地，但萬物將欣欣向榮，充滿一派生機，

但建侯立君後，仍需憂勤戒慎，不可圖安逸。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无明初動為剛，因明立所為柔。既有能

所，便為三種相續之因，是難生也。然此一念妄動，既是流轉初門，又即

還滅關竅，惟視其所動何如耳。當此際也，三細方生，六麤頓具，故為雷

雨滿盈、天造草昧之象，宜急以妙觀察智，重重推簡，不可坐在滅相无明

窠臼之中。蓋凡做功夫人，若見雜念暫時不起，便妄認為得力，不知滅是

生之窟宅，故不可守此境界，還須推破之也。」 
 
4.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易集註》：「上坎為雲，故曰雲雷屯。下坎

為雨，故曰雷雨解。經綸者治絲之事，草昧之時，天下正如亂絲，經以引

之，綸以理之，俾大綱皆正，萬目畢舉，正君子撥亂有為之時也，故曰君

子以經綸。」 
【按】：《說文解字》：「經，織從絲。」《文心雕龍·情采》：「經正而

後緯成。」《說文解字》：「綸，糾靑絲成綬
緞帶、絲帶

也。」以雲未雨之

辭，引申為君子應未雨綢繆地籌畫治理國家大事。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迷于妙明明妙真性，一念无明動相即為

雷；所現晦昧境界之相即為雲；從此便有三種相續，名之為屯。然善修圓

頓止觀者，只須就路還家，當知一念動相即了因智慧性
照了真如之理之智慧也，依

之成就般若之果德
，其境界相即緣因福德性

緣助了因，開發正因之一切善根功德也。依之成就解脫

之德
。于此緣了二因，豎論三止三觀名經，橫論十界百界千如名綸也，此

是第一觀不思議境。」 
 

爻辭與小象辭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1。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 2。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3。象

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4。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5。象曰：即鹿无虞，

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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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註 
1.磐桓，利居貞，利建侯：桓，桓木；磐桓指石頭壓住植物，不能前進之意，

即徘徊、逗留。《周易集註》：「磐大石也…。中爻艮石之象也…。國家

屯難，得此剛正之才，乃倚之以為柱石者也，故曰磐桓，唐之郭子儀是也。…
震本欲動，而艮止不動，有柱石欲動不動之象，所以利居貞。…九當屯難

之初，有此剛正大才，生于其時，故有磐桓之象。然險陷在前，本爻居得

其正，故占者利於居正以守己。若為民所歸，勢不可辭，則又宜建侯以從

民望，救時之屯可也。居貞者利在我，建侯者利在民，故占者兩有所利。」 
《周易禪解》：「有君德而无君位，故磐桓而利居貞，其德既盛，可

為民牧，故利建侯以濟屯也。佛法釋者，一念初動，一動便覺，不隨動轉，

名為磐桓。所謂不遠之復，乃善于修證者也。由其正慧為主，故如頓悟法

門。」 
 
2.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周易集註》：「當屯難之時，

大才雖磐桓不動，然拳拳有濟屯之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既有救人之心，而又有守己之節，所以占者利居貞而守己也。蓋居而

不貞則無德，行而不正則無功…。陽貴陰賤，以貴下賤者，一陽在二陰之

下也。當屯難之時，得一大才，眾所歸附，更能自處卑下，大得民矣。」 
【按】：震為東方，象徵開始，利於建立王侯基業，但又盤桓蓄積力量，

見似去留不定，此際利於貞正自處，猶如漢高祖盤桓於漢中而後得天下。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不隨生死流，乃其隨順法性流而行于正

者也。雖復頓悟法性之貴，又能不廢事功之賤，所謂以中道妙觀徧入因緣

事境，故正助法門並得成就，而大得民。」 
------------------------------------------------------------------------------------------------- 
3.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周易集註》：

「屯、邅皆不能前進之意。…回還不進之意。震於馬為馵足，為作足，班

如之象也。應爻為坎，坎為盜，寇之象也。指初也，婦嫁曰婚，再嫁曰媾，

婚媾指五也。變兌為少女，女子之象也。字者許嫁也。《禮》：『女子許

嫁，笄
音基，十五歲盤髮插笄

而字。』此女子則指六二也。貞者正也，不字者不

字於初也。乃字者，乃字于五也。中爻艮止，不字之象也。… 
六二柔順中正，當屯難之時，上與五應，但乘初之剛，故為所難，有

屯邅班如之象，不得進與五合，使非初之寇難，即與五成其婚媾，不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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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矣。惟因初之難，六二守其中正，不肯與之苟合，所以不字，至于

十年之久。難久必通，乃反其常，而字正應矣，故又有此象也。」 
【按】：六二以乘馬班如象徵騎馬排列，欲行而未遽行，因前尚有三陰爻；

另虞翻認為「字」為懷孕
陰陽相合

，為「孕」之筆誤
僅供參考

，十年非定數，

因處屯難之際，故目前因緣未成熟。《周易禪解》：「佛法釋者，此如

從次第禪門修證功夫，蓋以六居二，本是中正定法，但不能頓超，必備

歷觀練熏修諸禪方見佛性，故為十年乃字。」 
 
4.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周易集註》：「六二居屯之時，

而又乘剛，是其患難也。乘者居其上也，故曰六二之難。反常者，二五陰

陽相應，理之常也。為剛所乘，則乖其常矣。難久必通，故十年乃字，而

反其常。」 
【按】：《智囊全集》：「嘉靖間，婁東有孫太學者，與妓某

吳氏，家貧故鬻至

青樓，貞正絕於浪蕩子
善，誓相嫁娶，為之傾貲。無何

沒多久
孫喪婦，家益貧落，

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

故不善治產，妓所攜簪珥
音ㄗㄢ耳，髮飾與耳飾

，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纑
編織

麻繩
以奉之，饘粥而已。 
如是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審其

誠，於日坐辟績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其選縣尉，

遷按察司經歷。宦橐
音陀，收入

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

吳氏堪為六二，經歷千辛萬苦終逢九五之孫太學。 
本爻似行人修學初有成，便執著於該成就

初九
，此際往往會使功行停

滯不前，需放下該執著，朝終極之目標前進方能有反常之一日。 
《周易禪解》：「乘剛故自成難，非初九難之也，數窮時極，乃反于

常，明其不失女子之貞。佛法釋者，乘剛
我執過重，增上慢

即是煩惱障重，故

非次第深修諸禪，不足以斷惑而反歸法性之常。」 
------------------------------------------------------------------------------------------------- 
5.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周易集註》：「即者就

也，鹿當作麓為是…。中爻艮為山，山足曰麓，三居中爻，艮之足，麓之

象也…。入山逐獸，必有虞人發縱指示，無虞者，無正應之象也…。言就

山足逐獸，無虞人指示，乃陷入于林中也。…。舍者，舍而不逐也，亦艮

止之象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又無應與，當屯難之時，故有即麓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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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于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 
【按】：《周易禪解》：「佛法釋者，欲修禪定，須假智慧。自无正智，

又无明師良友，瞎鍊盲修，則墮坑落壍不待言矣！君子知幾，寧捨蒲團

之功，訪求知識為妙。若自信自恃，一味盲往，必為无聞比丘，反招墮

落之吝。」 
 
6.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周易集註》：「乃從事于

禽也，則鹿當作麓也無疑矣。舍則不往，往則必吝，吝窮者，羞吝窮困也。」 
【按】：虞，古時職掌山澤之官；林，本爻為陰爻，上下亦然，重陰錯落，

喻之如陰氣凝重之森林之。朱熹：「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

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又曰：「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本爻即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後，群雄紛起，東洋縣義民欲立陳嬰

善人

望族之後
為王，其母認為形勢未明，居王位恐有大禍，應擁他人為王。義民

不從仍擁之為領導，後項梁親筆邀嬰共同起事，嬰速擁項梁而辭王位。 
《周易禪解》：「今六三不中不正，居下之上，假言濟屯，實貪富貴，

故曰『以從禽』也。從禽已非聖賢安世之心，况无應與，安得不吝且窮哉！

佛法釋者，貪著味禪
似貪著三禪之樂

，名為從禽，本无菩提大志願故。」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1。象曰：求而往，明也 2。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3。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4。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5。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6。 
 
淺註 

1.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周易集註》：「求者四求之也，往者初往之也。

自內而之外曰往，如小往大來，往蹇來反是也。…求賢以濟難，有此象也。…
六四陰柔，居近君之地，當屯難之時，欲進而復止，故有乘馬班如之象。

初能得民，可以有為。四乃陰陽正應，未有蒙大難而不求其初者，故又有

求婚媾之象。初于此時若欣然即往，資其剛正之才，以濟其屯，其吉可知

矣。而四近其君者，亦無不利也，故其占又如此。」 
【按】：《周易禪解》：「佛法釋者，六四正而不中，以此定法而修，則

其路迂遠難進。惟求初九之明師良友以往，則吉无不利矣。」 
 
2.求而往，明也：《周易集註》：「求者資濟屯之才，有知人之明者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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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展濟屯之才，有自知之明者也。」 
【按】：六四柔順居正，相得於九五，但陰柔不足以濟屯，故亦有欲行又

止之象，若能求正應之初九相助，初九能往則無不利。猶如《前漢紀》：

「蕭何知其
韓信

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

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

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

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為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

若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

拜信，眾咸驚焉。」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不恃禪定功夫，而求智慧師友，此真有

決擇之明者也
此似華嚴法會上，文殊、普賢菩薩念佛求生淨土

。」 
------------------------------------------------------------------------------------------------- 
3.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周易集註》：「膏者膏澤也，以坎體有膏澤

霑潤之象，…陽大陰小，六居二，九居五，皆得其正，故皆稱貞。小貞者

臣也，指二也。大貞者君也，指五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亦有德有

位者。但當屯之時，陷于險中，為陰所掩，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不足以

濟事。且初九得民于下，民皆歸之，無臣無民，所以有屯其膏不得施為之

象，故占者所居之位，如六二為臣，小貞則吉，如九五為君，大貞則凶也。」 
【按】：本爻位處九五，理應有所施為，但處屯難坎中，孤陽陷於重陰之

中，無外援，有屯積恩澤，但未下施，此時小規模堅貞地去做是吉，但

施用過大，因為力量未蓄積足夠，便遭凶惡。 
《周易禪解》：「屯難之世，惟以貴下賤，乃能得民。今尊居正位，

專應六二，膏澤何由普及乎？夫小者患不貞一，大者患不廣博，故在二則

吉，在五則凶也。佛法釋者，中正之慧固可斷惑，由其早取正位，則墮聲

聞闢支佛地。所以四弘膏澤不復能下于民，在小乘則速出生死而吉，在大

乘則違遠菩提而凶。」 
 
4.屯其膏，施未光也：《周易集註》：「陽德所施本光大，但陷險中，為陰

所掩，故未光。」雖有德澤可以施展，尚未達到光大其事的地步，因力量

未及。 
【按】：此即趙匡胤安排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宋初猶如屯九五，又擔心軍

閥叛變，故論功行賞並「杯酒釋兵權」，後兵權集中於中央，開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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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休養生息，並以歲幣安撫外患，避免戰爭。 
本爻似修行人專注於了生死

屯其膏
，而忽略度眾生，若此際仍為生死凡

夫，則為小貞吉；但若已是超越三界之阿羅漢，如《法華經》中退席之阿

羅漢，佛呵斥為焦芽敗種，則為大貞凶，此處大小為自己，與前述概念異。 
《周易禪解》：「非无小施，特不合于大道耳。」 

------------------------------------------------------------------------------------------------- 
5.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周易集註》：「六爻皆言馬者，震坎皆為馬也。

皆言班如者，當屯難之時也。坎為加憂，為血卦，為水，泣血漣
落淚

如之

象也。才柔不足以濟屯，去初最遠，又無應與，故有此象。」 
【按】：《周易禪解》：「以陰居陰，處險之上，當屯之終，三非其應，

五不足歸，而初九又甚相遠，進退无據，將安歸哉？佛法釋者，一味修

于禪定，而无慧以濟之，雖高居三界之頂，不免窮空輪轉之殃，決不能

斷惑出生死，故乘馬班如，八萬大劫，仍落空亡，故泣血漣如。」 
 
6.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周易集註》：「既無其才，又無其助，喪亡可必

矣，豈能長久。」 
【按】：本爻因無力擺脫屯難，故有泣血漣如之象，但僅有兩路可行，一

者毀敗而亡，二者，屯極而通，但須靠德行與福報，刻不容緩。此位置

猶如楚霸王項羽於烏江、十面楚歌難行之處境。 
本爻即似因地不真，果召紆曲之修行人，面臨扭曲果報之際，難以再

有所作為。《周易禪解》：「佛法釋者，八萬大劫，究竟亦是无常。」 
 

綜觀 

本卦為易經中習坎、困、屯、蹇四大難卦之一，充分表現屯難之特色，

初九其德有可為，但時機未到，故暫時盤桓蓄力，最終仍應待時而進；六

二應認清目標，不因眼前小利，朝長遠利益而堅持到底邁進，終有反常之

一日；六三尋找獵物，欲進山麓卻無嚮導，應斷然捨之，若堅持有所往則

吝。 
六四正應初九，雖上承九五之君，但因其屯膏之行，故應往求初九之

助則吉；九五雖處君位，但處屯而力量不足，小小為之仍可，難以大有作

為，故僅能厚積薄發，不可妄動，亦可視為小修行人僅求自度尚吉，大修

行人若僅求自度則凶；上六象徵窮途末路，非有至德無以轉屯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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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卦第四 

蒙䷃ 艮(山)上 坎(水)下  綜卦屯䷂  錯卦革䷰  交卦蹇䷦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雷水解䷧ 地雷復䷗ 山地剝䷖ 地水師䷆ 山雷頤䷚ 

卦辭、彖辭與象辭 

◎蒙 1，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2。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3。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

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4。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5。 
 
淺註 

1.蒙：《周易集注》：「蒙，昧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艮山在外，

坎水在內。水乃必行之物，遇山而止，內既險陷不安，外又行之不去，莫

知所往，昏蒙之象也。《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所以次屯。」 
 
2.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周

易集注》：「蒙亨者，言蒙者亨也，不終于蒙也。匪我求童蒙二句，正理

也。…瀆者煩瀆也。初筮者，初筮下卦，得剛中也。…告者，二告乎五也。

不告者，二不告乎三四也。凡陽則明，陰則暗，所以九二發六五之蒙。利

貞者，教之以正也。」 
【按】：本卦中，二上爻為陽實，象徵真才實學之師，餘爻為陰虛，象徵

應虛心求教之學生。九二表能包容學生之且有愛心之師，上九表會當頭

棒喝之嚴師。餘陰爻則因跟兩陽爻之關係不同，表不同求學心態之學生。 
《周易禪解》：「水涵于山，皆蒙昧未開發之象也，蒙雖有蔽于物，

物豈能蔽性哉，故亨。但發蒙之道，不可以我求蒙，必待童蒙求我，求者

誠，則告之必達；求者瀆，則告者亦瀆矣。瀆豈發蒙之正耶！不憤不啟，

不悱不發，孔子真善于訓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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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釋者，夫心不動則已，動必有險，遇險必止，止則有反本還源之

機，蒙所以有亨道也！蒙而欲亨，須賴明師良友，故凡為師友者，雖念

念以教育成就為懷，然須待其求我，方成機感，又必初筮則告，方顯法之

尊重，其所以告之者，又必契理契機而貞，然後可使人人為聖為佛矣。」 
 
3.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周易集注》：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又以卦體釋卦辭。險而止，退則困于其險，進則阻

于其山，兩無所適，所以名蒙也。以者用也，以亨者，以我之亨通也。時

中者，當其可之謂，憤悱
音斐

啟發，即志應也。言我先知先覺，先以亨通

矣，而後以我之亨，行時中之教，此蒙者所以亨也。」 
 
4.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

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周易集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乃教人之正道也。何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童蒙求我則彼之心志應乎

我，而相孚契矣，此其所以可教也。 
初筮則告者，以剛中也。我有剛中之德，而五又以中應之，則心志應

乎我，而相孚契矣，所以當告之也。…蓋三則應乎其上，四則隔乎其三，

與剛中發蒙之二不相應與，又乘陽不敬，則心志不應乎我，而不相孚契矣。

既不相孚契，而強告之，是徒煩瀆乎蒙矣，亦何益哉。教之利于正者，幼

而學之，學為聖人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者，正而已矣。入聖之域，雖在

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當蒙時養之以正，雖未即至于聖，聖域由此

而漸入矣，此其所以利貞也。發蒙即養蒙，聖功乃功夫之功，非功效之功。」 
【按】：《周易禪解》：「蒙之所以可亨者，由有能亨人之師，善以時中

行教故也。雖有善教，必待童蒙求我者，彼有感通之志然後可應，如水

清方可印月也，初筮即告者，以剛而得中，故應不失機也。瀆則不告者，

非是恐其瀆我，正恐瀆蒙而有損无益也
此即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之意

。及其蒙時，

即以正道養之，此聖人教化之功，令彼亦得成聖者也。」 
 
5.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周易集注》：「泉乃必行之物，始出

而未通達，猶物始生而未明，蒙之象也。果行者，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

行。見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畏難而苟安也。育德者，體艮之靜止，以養

育其德。不欲速，寬以居之，優游以俟其成也。要之果之育之者，不過蒙

養之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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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果決的行為，培養自己的德行。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以山為仁者之喻，故山有育德之象。《周易禪解》：「溪澗不能留，故

為果行之象
象徵剛毅

；盈科而後進
水填滿坑坎才前進，表循序漸進

，故為育德之象。自

既果行育德，便可為師作範矣！佛法釋者，此依不思議境而發真正菩提

心也。菩提之心不可沮壞，如泉之必行，四弘廣被，如泉之潤物。」 
 

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音顧

，以往吝 1。象曰：利用刑人，以正

法也 2。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3。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4。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5。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

也 6。 
 
淺註 

1.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周易集注》：「蒙者，下民之蒙

也，非又指童蒙也。發蒙者，啟發其初之蒙也。刑人者，以人刑之也。刑

罰立而後教化行，治蒙之初，故利用刑人以正其法。桎梏者，刑之具也。

坎為桎梏，桎梏之象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中爻震為足，外卦艮為手，

用桎梏之象也。因坎有桎梏，故用刑之具即以桎梏言之，非必主于桎梏

也。…說者脫也，用脫桎俈，即不用刑人也。變兌為毀折，脫之象也。往

者，往發其蒙也…。 
初在下，近比九二剛中之賢，故有啟發其蒙之象。然發蒙之初，利用

刑人，以正其法，庶小懲而大誡，蒙斯可發矣。若舍脫其刑人，惟和悅以

往教之，蒙豈能發哉，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細玩小象自見。」 
【按】：《周易禪解》：「初六以陰居下，厥蒙雖甚，而居陽位，又近九

二，故有可發之機，夫蒙昧既甚，須用折伏法門，故利用刑人，所謂扑

作教刑也。然既說桎梏之後，當羞愧懲艾而不出，若遽有所往，則吝矣。」 
 
2.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周易集注》：「教之法不可不正，故用刑懲戒之，

使其有嚴憚也。」 
【按】：發蒙強調啟發，由於本爻為教育之初，象徵地位最下之庶民或初

入門之學人，應包容啟發為主，但教育不可完全捨棄刑罰，希望純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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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悅之象來行之，將有憂吝之象。應先立刑罰而後行教化，藉之正其法。 
《了凡四訓》：「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

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

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

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

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 
另解為「刑」做「型」解，如文天祥〈正氣歌〉：「哲人日已遠，典

刑在夙昔。」桎梏則指因尚未啟蒙，而心靈上所存在之枷鎖。若循過去模

式
以往

則吝，故後句應斷為「以往，吝」。象辭中亦闡述以自己做典範來

正法，亦符合九二剛中師包蒙教學之原則。 
《周易禪解》：「以正法而扑作教刑，豈瞋打之謂哉。」此即強調不

能以生氣作為處罰之藉口。 
------------------------------------------------------------------------------------------------- 
3.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周易集注》：「凡易中言包者，皆外包乎

內也。泰曰包荒，否曰包承包羞，姤曰包魚…。包蒙者，包容其初之象也。

曰包則有含弘之量，敷教在寬矣。初曰刑者，不中不正也。上曰擊者，上

過剛也。此爻剛中，統治群陰，極善之爻，故于初曰包，于三四五曰納，

于五曰克家。納婦吉者，新納之婦，有諧和之吉也。中爻坤順在上，一陽

在下，納受坤順之陰，納婦之象也。子克家者，能任父之事也。坎為中男，

有剛中之賢…，子克家之象也。納婦吉字，與上吉字不同。上吉字，占者

之吉也。下吉字，夫婦和諧之吉也。坤順故吉。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其德剛而得中，

故有包蒙之象。占者得此固吉矣，然所謂吉者，非止于包容其初之象也。

凡三四五之為蒙者，二皆能以剛中之德化之，如新納之婦，有諧和之吉，

承考之子，有克家之賢，其吉其賢，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諄諄訓誨于其

間，如此而謂之吉也。故其占中之象又如此。」 
【按】：《周易禪解》：「以九居二，知及之，仁能守之，師之德也。蘇

眉山曰：『童蒙若无能為，然容之則足為助，拒之則所喪多矣！明不可

以无蒙，猶子不可以无婦，子而无婦，不能家矣。』佛法釋者，定慧平

等，自利已成，故可以包容覆育羣蒙而吉。以此教授群蒙修行妙定，名

納婦吉，定能生慧，慧能紹隆佛種，為子克家。婦是定，子是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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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子克家，剛柔接也：《周易集注》：「二剛五柔，二有主蒙之功，五之信

任專，所以二得廣布其敷教之才，亦如賢子，不待訓誨，自然而克家也，

所以占者有子克家之象。周公爻辭以剛中言，孔子象辭竝
同並

應與言。」 
【按】：《誠齋易傳》：「九二以剛明之才，當聞達之任，受羣蒙之歸，

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卻，皆寬

也。」本爻為卦主，要能包容教育群蒙則吉，能納初六、六三、六四與

六五諸陰，以納婦、克家之吉祥象徵之，此即如秦穆公之包蒙啖馬賊。 
《周易禪解》：「明納婦而云子克家者，以定必發慧，慧必與定平等，

而非偏也。」 
------------------------------------------------------------------------------------------------- 
5.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周易集注》：「九二陽剛乾爻也，

乾為金，金夫之象，故稱金夫。金夫者，以金賂己者也。六三正應在上，

然性本陰柔，坎體順流趨下，應爻艮體常止，不相應于下。九二為群蒙之

主，得時之盛，蓋近而相比，在納婦之中者，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此見夫

金不有躬之象也。且中爻順體震動，三居順動之中，比于其陽，亦不有躬

之象也。若以蒙論，乃自暴自棄，昏迷于人欲，終不可教者。因三變長女，

故即以女象之曰勿用取，无攸利，皆其象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又居

艮止坎陷之中，蓋蒙昧无知之極者也，故有此象。占者遇此，如有發蒙之

責者，棄而不教可也。」 
【按】：本爻當上應上九，但比臨九二動心，故形容其沒有主見

不有躬
。《周

易禪解》：「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乃駁雜之質，宜從上九正應處，求

其擊蒙之大鉗錘，方可治病，今貪九二之包容慈攝，殆如女見金夫而失

節者乎？佛法釋者，不中不正，則定慧俱劣。而居陽位，又是好弄小聰

明者，且在坎體之上，機械已深，若使更修禪定，必于禪中發起利使邪

見，利使一發，則善根斷盡矣！」 
 
6.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周易集注》：「婦人以順從其夫為正，捨正應之

夫，而從金夫，安得為順。」 
【按】：《誠齋易傳》：「女德以順為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

之強，是女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

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為不取？以順為正也。」六三不中不正

且乘剛，為悖逆不順，故不可取。猶如春申君之獻妾李環給楚考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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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子熊悍為太子，環兄李園為國舅共掌朝政，楚考烈王薨後，李園怕

機密外洩，遂派刺客刺殺春申君，並將之滿門抄斬。 
《周易禪解》：「行不順，故須惡辣鉗錘以煅鍊之，不可使其修定。」 

 
◎六四，困蒙，吝 1。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2。 
◎六五，童蒙，吉 3。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4。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5。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6。 
 
淺註 

1.困蒙，吝：《周易集注》：「困蒙者，困於蒙昧而不能開明也。六四上下

既遠隔於陽，不得賢明之人以近之，又無正應賢明者以為之輔助，則蒙無

自而發，而困于蒙矣，故有困蒙之象。占者如是，終於下愚，故可羞。」 
【按】：六四爻有困在蒙叢中之象，前後皆陰爻，類似屯卦

綜卦
之六三。 

《周易禪解》：「陰爻皆蒙象也。初可發，三可擊，五可包，惟四絕

无明師良友，則終于蒙而已，可恥孰甚焉。」 
 
2.困蒙之吝，獨遠實：《周易集注》：「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六四上下皆

陰，蒙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隔三，欲從上九則隔五，遠隔於實者也，故

曰獨遠實。獨者，言本卦之陰，皆近乎陽，而四獨遠也。」 
【按】：本卦以陽爻為實為師，本爻離九二與上九太遠，且無應，故吝。

如周幽王之困於虢
音國

石父、尹球、祭公三佞臣，後褒珦
音像

諫之，王怒，

被囚，其子獻財寶與褒姒以救其父，後有烽火戲諸侯之失而亡國。 
《周易禪解》：「非實德之師友遠我，我自獨遠于師友耳，師友且奈

之何哉。」 
------------------------------------------------------------------------------------------------- 
3.童蒙，吉：《周易集註》：「童蒙者，純一未散專心資于人者也。艮為少

男，故曰童。匪我求童蒙，言童之蒙昧也。此則就其純一未散，專聽于人

而言。蓋中爻為坤順，五變為巽，有此順巽之德，所以專心，資剛明之賢

也。六五以順巽居尊，遠應乎二，近比乎上，蓋專心資剛明之賢者，故有

童蒙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按】：《周易禪解》：「以六居五，雖大人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故為童

蒙而吉。蓋上親上九之嚴師，下應九二之良友故也。蘇眉山曰：『六五

之位尊矣！恐其不安于童蒙之分，而自強于明，故教之曰{童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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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周易集註》：「中爻為順，變爻為巽。仰承親比

上九者順也，俯應聽從九二者巽也。親比聽從乎陽，正遠實之反，所以吉。」 
【按】：《誠齋易傳》：「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

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

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於箕子，所

以聖益聖與…。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

不費，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六五爻承上九為

順也，下應九二為巽，位置最佳，且柔居中位象徵赤子之心，此猶如阿

斗之事父於孔明。 
《周易禪解》：「學道之法，順則能入，設行不順，則入道无從矣。」 

------------------------------------------------------------------------------------------------- 
5.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周易集註》：「擊蒙者，擊殺之也。應爻坎

為盜，錯離為戈兵，艮為手，持戈兵，擊殺之象也。三與上九為正應，故

擊殺之也。寇者即坎之寇盜也，二寇字相同。不得為寇者，教三爻在下，

蒙昧之人也。利禦寇者，教上九在上，治蒙之人也。六三在本爻為淫亂，

在上九為寇亂，蒙昧之極可知矣。 
上九與三之寇盜相為正應，過剛不中，治蒙大猛，故有擊蒙之象。聖

人教占者，以占得此爻者，若乃在下蒙昧之人，則不利為寇，為寇則有擊

殺之凶矣。占得此爻者，若乃在上治蒙之人，惟利禦止其寇而已，不可即

擊殺之。聖人哀矜愚蒙之人，故兩有所戒之也。」 
【按】：《周易禪解》：「陽居陰位，剛而不過，能以定慧之力，擊破蒙

昧之關者也。然訓蒙之道，原无實法繫綴
心繫而執著

于人，所謂但有去翳法，

別无與明法。若欲以我法授設，則是為寇；若應病與藥，為其解粘去縛，

則是禦寇也。」 
 
6.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周易集註》：「上九剛，止于禦寇，上之順也。

六三柔，隨其所止，下之順也。艮有止象，變坤有順象，漸自利禦寇，小

象亦曰順相保，可見矣。」即並非最嚴厲之手段解決下位昏蒙至極之狀況。 
【按】：上九不似九二居中包容，所對應者為偏差之六三，僅能以強勢姿

態啟蒙。《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

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

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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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內省通明但用心險惡

；二曰：行辟而堅
行為邪僻卻又頑固不化

；三曰：言偽而辯
說話虛

偽卻還善辯
；四曰：記醜而博

記述稀奇古怪而駁雜廣博
；五曰：順非而澤

贊同錯誤而又進行

潤色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

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

不可不誅也。』」 
《周易禪解》：「无實法繫綴于人，則三根普接，契理契機，故上下

皆順。」此即佛法亦是因緣生之理，佛開示均依眾生病而給藥方，無法先

預備藥方
禦寇

，若是先預備藥方則是為寇。 
 

綜觀 

本卦講蒙昧，陽爻為啟蒙之人，陰爻為蒙昧之人，初六象徵未受教育

之普羅大眾，九二教學需以包容為原則，須先薄懲再樹立典型以正之；六

三心行不中不正，屬於邪端之極，不可取之，須以霹靂手段破其蒙；六四

因遠離諸師，無人引導而困，因善求明師以發蒙；六五居君位且下應九二

之師，以剛明之人治天下之蒙，且承上九之嚴師，故有童蒙之吉。九二為

卦主，治天下之蒙，當以象徵包容心之包蒙四陰；上九則過剛不正，故僅

能治類似六三此類偏頗較重之蒙，類似教育之霹靂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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