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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卦第三十七 

家人䷤  離(火)下☲ 巽(風)上☴  綜卦睽䷥  錯卦解䷧  交卦鼎䷱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水火既濟䷾  火水未濟䷿ 風火家人䷤ 離䷝ 風水渙䷺ 

 

卦辭、彖辭與象辭 

◎家人 1，利女貞 2。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3。家人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4。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5。 
 
淺註 

1.家人：《周易集註》：「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八卦正位，巽在四，離在

二，此卦巽以長女而位四，離以中女而位二，二四皆得，八卦正位。又九

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皆家人之義也。《序卦》：『夷者傷也，傷於

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所以次明夷。』」 
【按】：《周易禪解》：「欲救天下之傷，莫若反求于家庭，欲正家庭之

化，莫若致嚴于女貞，牝雞之晨，維家之索
蕭條、衰敗

，不可以不誡也。佛

法釋者，觀行被魔事所擾，當念唯心，唯心為佛法之家，仍須以定
陰
資慧

陽
，以福

陰
助智

陽
，以修

陰
顯性

陽
，名利女貞。」 

 
2.家人，利女貞：《周易集註》：「言占者利於先正其內也。以占者之身而

言也，非女之自貞也。蓋女貞乃家人之本，治家者之先務。正雖在女，而

其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故曰利女貞。」 
【按】：此言家之根在女子，卦中卦有水火既濟䷾、火水未濟䷿、風火家人

䷤、離䷝與風水渙䷺，顯示緊密又離散之特性，此即為愛別離與怨憎會之

特性，而交易卦後則為火風鼎䷱，相應古人「家齊而後國治」之言。 
 
3.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周易集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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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卦名卦辭而推言之。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矣。父母亦男女也，曰

男女，即卦名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正，即卦辭之貞也。…惟依

《彖》辭，女正男正二句，則卦名卦辭，皆在其中矣。言女正位乎內，男

正位乎外，男女正，乃天地間大道，理原是如此，所以利女貞。」 
4.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集註》：「嚴乃尊嚴，非嚴厲之嚴也。

尊無二上之意，言一家父母為尊，必父母尊嚴，內外整肅，如臣民之聽命

於君，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順，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定天下係於一家，豈可不利女貞？此推原所以當女貞之故。」 
【按】：此嚴君係指父母親均須「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做子女之榜樣。 
 
5.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周易集註》：「風自火出者，

火熾則炎上，而風生也。自內而及外之意，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

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出也。有物者，有實物也，言之不虛也。

言孝則實能孝，言弟則實能弟也。有恆者，能恒久也，行之不變也。孝則

終身孝，弟則終身弟也。言有物，則言顧行，行有恆，則行顧言，如此則

身修家齊，風化自此出矣。」 
【按】：《周易禪解》：「火因風鼓，而今風自火出，猶家以德化，而今

德從家播也，有物則非无實之言，有恒則非設飾之行，所以能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耳。佛法亦然，律儀清淨，則可以攝善攝生矣。」 
 

爻辭與小象辭 

◎初九，閑有家，悔亡 1。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2。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3。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4。 
◎九三，家人嗃嗃

音賀
，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5。象曰：家人嗃嗃，未

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6。 
 
淺註 
1.閑有家，悔亡：《周易集註》：「閑者，防也、闌也，其字從門從木，木

設於門，所以防閑也。又變艮，艮為門，又為止，亦門闌止防之意也。閑

有家者，閑一家之眾，使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初九以離

明陽剛，處有家之始。離明，則有豫防先見之明，陽剛則有整肅威如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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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閑有家之象。以是而處家，則有以潛消其一家之瀆亂，而悔亡矣。」 
 
2.閑有家，志未變也：《周易集註》：「九五為男，剛健得正。六二為女，

柔順得正。在初之時，正志未變，故易防閑也。」 
【按】：初九位低，此時閑邪最易，俗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印

光法師教誨人：「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真為生

死，發菩提心。深信切願，持佛名號。」《誠齋易傳》：「此舜之刑于

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
弒兄即位，其妻與齊襄公通姦

、唐高宗
武則天干政

反是。」 
《周易禪解》：「以剛正居有家之初，即言有物行有恒以閑之，則可

保其終不變矣。佛法釋者，即是增上戒學。」 
------------------------------------------------------------------------------------------------- 
3.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周易集註》：「攸者所也，遂者專成也，無攸

遂者，言凡閫外之事，皆聽命于夫，無所專成也。饋者餉也，以所治之飲

食，而與人飲食也。饋食內事，故曰中饋。中爻坎，飲食之象也。言六二

無所專成，惟中饋之事而已。自中饋之外，一無所專成也。六二柔順中正，

女之位正乎內者也，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貞則吉矣。」 
 
4.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周易集註》：「順以巽者，順從而卑，巽乎九五

之正應也。」 
【按】：此指順承九三與巽應九五之妻道，兼具巽坤之順德，類似古之三

從四德：未嫁從
聽從

父、既嫁從
輔助

夫、夫死從
撫養

子；四德指婦德、婦言、

婦容
儀態

、婦功
女工

。此指家中勞於炊事之婦，犧牲奉獻且放棄追求夢想，

能堅貞此道，除成就自身之德外，造就亦九五與整個家之吉。 
《列女傳⋅楚莊樊姬》：「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

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
同

宴
，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

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 
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今虞丘子相楚十餘

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

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

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

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

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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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德如之妹，奇醜。交禮竟，

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

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

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

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
音居，衣襟

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

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

『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

慚色，遂相敬重。」 

《周易禪解》：「陰柔中正，而為內卦之主，故每事不敢自專自遂，

唯供其中饋之職而已。佛法釋者，即是增上定學。」 
------------------------------------------------------------------------------------------------- 
5.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周易集註》：「家人者，主乎

一家之人也。惟此爻獨稱家人者，三當一卦之中，又介乎二陰之間，有夫

道焉。蓋一家之主，方敢嗃嗃也。」《周易正義》：「嗃嗃，嚴酷之意也。

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為一家之主，以陽處陽，行剛嚴之

政，故家人嗃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酷厲，猶保其吉，故曰悔厲吉。若

縱其婦子慢黷嘻嘻，喜笑而无節，則終有恨辱，故曰『婦子嘻嘻終吝』也。」 
 
6.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周易集註》：「節者，竹節

也，不過之意。不過于威，不過于愛也。處家之道，當威愛並行。家人嗃

嗃者威也，未失處家之節也。」 
【按】：《誠齋易傳》：「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

之於段
鄭伯克段於鄢

，…其嘻嘻者與？」能用此爻之妙，爻變後即有風雷益䷩，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善。 
《周易禪解》：「過剛不中，似失于嚴厲者，然以治家正道觀之，則

未失而仍吉，儻畏其悔厲，而從事于嘻嘻，始似相安，終以失家節而取吝

矣，佛法釋者，即是增上慧學。」 
 
◎六四，富家，大吉 1。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2。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3。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4。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5。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6。 
 
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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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家，大吉：《周易集註》：「巽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承乘應皆

陽，則上下內外皆富矣。禮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肥字即富字。…若家庭之間，不孝不弟，無仁無義，縱金玉滿堂，將何為

哉？然則周公之所謂富者，必有所指歸，觀孔子小象之順在位，可知矣。

六以柔順之體，而居四得正。下三爻乃一家之人，皆所管攝者也，初能閑

家，二位乎內而主中饋，三位乎外，而治家以嚴，家豈不富。而四又以巽

順保其所有，惟享其富而已，豈不大吉。」 
 
2.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周易集註》：「以柔順居八卦正位，故富順在位。」 
【按】：《智囊全集⋅閨智》：「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齊桓妻以宗女，有

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齊五歲，無去心。趙衰、咎犯輩乃于桑下謀行，

蠶妾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趣行，公子曰：『人生

安樂，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子者以子為

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

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陰爻多言不富，但因在家人卦為妻道，父主外，負禮儀表率之責，母

主內，主收藏樽節，因柔居正位，故具巽順富家之能力，成就家富之吉，

影響格局較廣，故言大吉。就現代角度觀之，較具經濟管理能力者，可掌

管理家中經濟重任，以成就富家之效。 
《周易禪解》：「陰柔得正，為巽之主，所謂生財有大道者也，佛法

釋者，即緣因善心發，富有萬德，名為解脫。」 
------------------------------------------------------------------------------------------------- 
3.王假有家，勿恤，吉：《周易集註》：「假，至也。自古聖王，未有不以

修身正家為本者。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有家，即

初之有家也。然初之有家，家道之始。五之有家，家道之成。大意謂初閑

有家，二主中饋，三治家嚴，四巽順以保其家，固皆吉。然不免有憂恤而

後吉也。若王者，至于有家，不恤而知其吉矣。蓋中爻坎，憂恤之象。此

象出于坎之外，故勿恤。九五，剛健中正，臨于有家之上，蓋身修家齊，

家正而天下治者也。不憂而吉可知矣，故其占如此。」 
 
4.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周易集註》：「交相愛者，彼此交愛其德也。五

愛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乎五；二愛五之剛健中正，足以刑乎二，非如常

人情欲之愛而已。以周家論之，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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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以周公為武王之弟，正所謂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彼此皆有德，故交愛其德，非止二五

之愛而已。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惟其交相愛，所以無憂恤。」 
【按】：六二犧牲自身中饋巽順、六四富家，至此造就九五勿恤之吉，除

勿憂之外，尚有勿計得失之囑，僅須交相愛，此即家和萬事興之理。《古

列女傳⋅周室三母》：「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

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

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徳教。太任者，文王

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荘，惟徳之行。

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
音搜，大

小便
於豕

音使
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眀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

太任為能胎教。 
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邉，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
樂師

誦詩，道正事。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

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

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
並船為橋

。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

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

王發、次周公旦…，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

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易禪解》：「假，大也。書云『不自滿假』，詩云『假以溢我』，

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義。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天位，以六合為一家

者也！大道為公，何憂恤哉？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交相愛。佛法

釋者，正因理心發，性修交徹，顯法身德。」 
------------------------------------------------------------------------------------------------- 
5.有孚，威如，終吉：《周易集註》：「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

樂勝則流，寡威者也。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

威如，則整齊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者，長久得吉也。

上九以剛居上，當家人之終，故言正家。長久之道，不過此二者而已。占

者能誠信威嚴，則終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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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周易集註》：「反身，修身也。如言有物，行

有恒，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凡反身整肅之類皆是也。如是

則不惡而嚴。一家之人，有不威之畏矣。」 
【按】：此恩威並施之意，施恩故有孚信，以自身行持成就威信，此即身

教之重要，《資治通鑑》：「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

表其門。上
唐高宗

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

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周易禪解》：「剛而不過，居巽之上，卦之終，其德可信，故不猛

而威如，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也，佛法釋者，了因慧心發，稱理尊重，

名般若德。」 
 

綜觀 

家人卦主要講夫婦關係，陽爻表夫，初九閑表門欄；九三表治家嚴之

家規；九五王假有家係建構在於六二中饋與六四富家，故勿恤；上九以修

身成就自身之威如，施恩建立孚信，恩威並施故吉；陰爻表婦，六二中饋，

以無攸遂中饋成就他人，並協調家中成員關係；六四富家，使家中富裕興

旺，成就大吉。不論父母親均須以反身修己之方式，建立嚴君之典範，以

教化家中成員，古云：「言教者訟，身教者從。」即為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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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卦第三十八 

睽䷥  兌(澤)下☱ 離(火)上☲  綜卦家人䷤  錯卦蹇䷦  交卦革䷰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火澤睽䷦  水火既濟䷾ 火水未濟䷿ 水澤節䷻ 離䷝ 

 

卦辭、彖辭與象辭 

◎睽 1，小事吉 2。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3。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

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4。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5。 
 
淺註 
1.睽：《周易集註》：「睽字從目，目少睛也。目主見，故周公爻辭，初曰

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之意。…睽，乖異也。為卦

上離下兌，火炎上，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同居，志

不同，亦睽之義也。《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家道窮者，

教家之道理窮絕也，無教家之道理，則乖異矣，所以次家人。睽綜家人，

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皆得其正。睽則兌之陰居三，離之陰居五，

皆居陽位，不得其正。不正，則家道窮，故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

睽。』」 
 
2.睽，小事吉：《周易正義》：「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

大事謂與役動眾，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眾力，

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 
【按】：《周易禪解》：「志不同行，是豈可以成大事乎，姑任其火作火

用，澤作澤用，中女適張，小女適李可耳。觀心者亦復如是，出世禪定，

世間禪定，一上一下，所趣各自不同，圓融之解未開，僅可取小證也。」 
 
3.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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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周易集註》：「以卦象卦德卦綜卦

體，釋卦名卦辭，極言其理而贊之。…兌說，離明，說麗乎明也。柔進而

上行者，睽綜家人，二卦同體，文王綜為一卦，故《雜卦》曰：『睽外也，

家人內也。』言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為睽之上卦。六得乎五之中，而下應

乎九二之剛也，三者皆柔之所為。柔本不能濟事，又當睽乖之時，何由得

小事吉？然說麗明則有德，進乎五則有位，應乎剛則有輔，因有此三者。」 
【按】：火上澤下有兩人避不見面之象，癸

音軌
為天干之末，卦中卦有睽䷦、

既濟䷾、未濟䷿、節䷻與離䷝，隱喻睽中有睽，表示見解歧異至極，故云

其志不同行。此時關係脆弱，須小心從事，順勢用柔並節制行事。另亦

可視為關係生變後，難以緊密合作，但維繫表面關係之小事合作則吉。 
 
4.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

矣哉：《周易集註》：「事同者，知始作成化育之事同也。志通者，夫唱

婦隨，交感之情通也。事類者，聲應氣求，感應之機類也。天地不睽，不

能成造化。男女不睽，不能成人道。萬物不睽，不能成物類。此其時用所

以大也，與坎蹇同。」 
【按】：團體中常有意見不合之小團體，領導者要能善於協調不同意見以

平衡局面，非消滅不同之意見，此即管理中之睽用；激將法則為言語中

之睽用，計謀學中則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挑撥離間；佛法中逆

增上緣即為睽用，是以逆境以提升學人之忍辱力。 
清末太平天國被剿滅，湘軍與清廷關係日趨緊張，清廷憂慮曾國藩兵

權在握，此時，曾國藩與左宗棠公開吵架失和，造成內鬨，故化解清廷猜

忌之心，曾國藩趁機解散湘軍，故得以善終，此為睽之時用。 
春秋時，晉智伯瑤掌權，威逼韓康子與魏桓子割地百里，趙襄子不從，

故聯合韓魏攻趙，並引汾水灌晉陽，《史記·趙世家》：「城不浸者三版，

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智伯：『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

知之
魏安邑與韓平陽皆可水攻

。』」趙襄子派人以「唇亡齒寒」之哩，說服韓魏

兩家，後韓魏倒戈滅智伯，遂三家分晉。 
 
5.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周易集註》：「同者理，異者事，天下

無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異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異。如禹稷顏回

同道，而出處異。微子比干箕子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是也。《彖》辭言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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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
事上求同

，《象》辭言同而異
理同事異

，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按】：君子處於世上，要於理上求同，事中則可存異，保持自己的原則

與風骨，不可盲目追求與人同。 
《周易禪解》：「離得坤之中爻，澤得坤之上爻，其性同也；火則炎

上，澤則潤下，其相異也。觀相元妄，則相異而性亦似異矣；觀性元真，

則性同而相亦本同矣。惟君子知其以同而異，故不以異而昧同也，知異本

同，故六而常即，不生退屈；知同而異，故即而常六，不生上慢。知異本

同，故冥契真源；知同而異，故云興萬行。知異本同，故上无佛道可成，

下无眾生可度；知同而異，故恒莊嚴淨土，教化諸眾生。知異本同，故生

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知同而異，故或遊戲生死，或示現涅槃。」 
 

爻辭與小象辭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1。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2。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3。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4。 
◎六三，見輿

音於
曳，其牛掣

音撤
，其人天且劓

音義
，无初有終 5。象曰：見輿

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淺註 

1.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周易集註》：「喪者喪去也。…
馬亟心，倏然喪去，喪馬之象也。勿逐自復

取自然待時之意
者，不追逐而自還

也。…見惡人者，惡人來而我即見之，不以惡人而拒絕也。離為目，見之

象也。初九當睽乖之時，上無應與相援，若有悔矣。然陽剛得正，故占者

悔亡。但時正當睽，不可強求人之必合，故必去者不追，惟聽其自還；來

者不拒，雖惡人亦見之。此善于處睽者也。能如是，則悔亡而无咎矣此。」 
 
2.見惡人，以辟咎也：《周易集註》：「當睽之時，行動即有咎病，故惡人

亦不拒絕，而見之者，所以避咎也，咎即睽乖之咎。」 
【按】：此即睽之初，爭吵意見不一

以喪美脊馬喻之，應九四之坎有心病之意
之際，卦中

節卦喻指吵架言語莫極，避免悔恨，而此際應勿逐，避免越逐越遠，應

待自復
取反身之意

冷靜之後，即使見面
常為避無可避

亦無咎。 
馬象徵心，心初睽之際，猶如萬馬奔騰，難以回頭，應略等片刻待其

自復冷靜，若對方有求和之意，當順勢下台階以避咎，切記：暫時交惡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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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日後亦須交惡。 
《周易禪解》：「剛正无應，居睽之初，信此以往，則无過而悔亡矣。

縱令喪馬，不必逐之，馬當自復，勸其勿以得失亂吾神也，縱遇惡人，不

妨見之，可以无咎，勸其勿以善惡二吾心也。如孔子見季康子、見南子、

見陽貨等，皆所以辟咎耳，豈真有所利之也哉！蓋凡得失之念稍重，善惡

之心太明，則同者必異，異者必不可同，惟率其剛正之天德，則得失泯，

善惡融，雖居睽世而悔亡矣。」 
------------------------------------------------------------------------------------------------- 
3.遇主於巷，无咎：《周易集註》：「遇者相逢也，…當睽之時，君臣相求，

必欲拘堂陛之常分，則賢者無自而進矣。遇主于巷者，言不在廊廟之上，

而在于巷道之中，如鄧禹諸臣之遇光武是也。九二以剛中而居悅體，上應

六五，六五正當人心睽乖之時，柔弱已甚，欲思賢明之人以輔之。二以悅

體，兩情相合，正所謂得中而應乎剛也，故有遇主于巷之象。」 
 
4.遇主於巷，未失道也：《周易集註》：「言君臣相遇于巷，豈不失道哉？

然當天下睽乖之時，外而前有戈兵，後有戈兵，中原坎陷；內而主又柔弱，

國勢毀折，分崩離析，正危迫之秋，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時也。得一豪

傑之士，即足以濟睽矣，況又正應乎。聖人見得有此象，所以周公許其无

咎，孔子許其未失道也，所以易經要玩象。」 
【按】：此即亂世時，君臣相擇不需拘泥形式，求賢若渴之秦穆公見百里

奚、齊桓公派遣密使與管仲見於監獄之事即似之。《後漢書》：「光武

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

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

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

與定計議。」 
《周易禪解》：「剛而得中，上應六五柔中之主，而當此睽時，近與

六三相鄰，五必疑其遇三而舍己也，故須委曲明其心事，如遇主于巷焉，

夫君臣相遇，萬古常道，豈以于巷而謂之失哉。」 
------------------------------------------------------------------------------------------------- 
5.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周易集註》：「曳者拖也引

也。掣者挽也，…其人天者，指六三與上九也。六三陰也，居人位，故曰

人。…刑割鼻曰劓，…六三不中不正，上應上九，欲與之合，然當睽乖之

時，承乘皆不正之陽，亦欲與之相合，曳掣不能行，上下正應，見其曳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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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其怒，故有此象。然陰陽正應，初雖睽乖，而終得合也，故其象占如

此。」《周易正義》：「剠
音情，刺字塗墨

額為天。」 
 
6.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周易集註》：「陰居陽位，故

不當。遇剛者，遇上九也。」 
【按】：六三與上九關係生變，猶如牛主人

上九
欲拖動車子，然牛

六三
拒絕拉

車，且見上九有受刑
德難以為牛主，應為偏見而非真受刑

之象，此即暗指兩造皆有錯。

此係六三陰柔但處剛位故求進，但受到種種阻礙，此關係不佳故曰「無

初」，然因正應上九，此即誠意所致仍有和解之可能，故曰「有終」。 
寧王朱宸濠圖謀不軌，曾力邀王陽明參與，陽明始終保持不拒不迎之

態度，寧王作亂後，王陽明平定亂事。《智囊全集》：「陽明既擒逆壕，

囚於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

征擒獲，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謂：『守仁始與濠同謀，已聞天兵下征，乃擒

濠自脫，欲並擒守仁自為功。』（邊批：天理人心何在！）守仁與張永計，

謂：『將順大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

付永，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歸，

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禍之意。上悟，乃免。」 
《周易禪解》：「本與上九為應，而當睽之時，不中不正，陷于九二

九四兩陽之間，其迹有可疑者，夫二自遇主于巷，四亦自遇元夫，何嘗有

意汙我，我无中正之德，而自疑焉！故妄見其輿若曳，其牛若掣，而不敢

往從上九，且自謂我之為人，必當被上九之天所劓，不得通其貞潔之情，

如此，則无初矣！但睽極必合，心迹終必自明，賴遇上九之剛，後說弧以

待之，故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1。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2。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3？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4。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音脫
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5。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6。 
 
淺註 

1.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周易集註》：「元者大也，夫者人也。

陽為大人，陰為小人，指初為大人也
元夫有生命泉源之意

。交孚者，同德相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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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者，競競然危心以處之，惟恐交孚之不至也。九四，以陽剛當睽之時，

左右之鄰皆陰柔之小人，孤立而無助者也，故有睽孤之象。然性本離明，

知初九為大人君子，與之同德相信，故又有遇元夫交孚之象。然必危心以

處之，方可无咎。故又教占者如此。」 
 
2.交孚无咎，志行也：《周易集註》：「志行者，二陽同德而相與濟睽之志

行也。蓋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二德交孚，則睽者可合，孤者有朋，

志可行，而難可濟，不特无咎而已也。」 
【按】：本爻居坎險兩陰當中，似爭吵時強勢且主動挑起紛爭之人，處於

孤立無援之境，希望向初九
元夫

主動示好，此際適合採不期而「遇」之方

式，避開許多閒雜人等，可實際溝通。有誠意面對
交孚

，雖然不一定馬上

解決
厲
，但也沒有過失

无咎
，但通常會有好結果，兩人重啟對話

志行也
。 

反之，此類型事情若於公開場合化解則有困難，外交間之密使、特使

即為此意，若透過臉書甚至媒體處理家事，往往越糟，即違反此理。 
春秋時代鄭莊公之母助其弟叛亂，平亂之後，兩人關係惡化。《左

傳⋅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同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

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
同掘

地及泉，隧而

相見，其誰曰不然？ 』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周易禪解》：「睽必有應，乃可相濟，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四獨

无應者也，故名睽孤。然初九剛正在下，可以濟睽，當此之時，同德相信，

互相砥礪，可以行其濟睽之志而无咎矣！蓋君子深知以同而異，故陰與陽

異而相應亦可，陽與陽同而相孚亦可耳。」 
------------------------------------------------------------------------------------------------- 
3.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周易集註》：「言相合甚易，如噬膚之柔脆

也。九二遇主于巷，曰主者，尊之也。六五厥宗噬膚，曰宗者，親之也。

臣尊其君，君親其臣，豈不足以濟天下之睽。六五當睽之時，以柔居尊，

宜有悔矣，然質本文明，柔進上行，有柔中之德。下應剛中之賢，而虛己

下賢之心甚篤，故悔可亡，有厥宗噬膚之象。惟其合之甚易，所以悔亡也。」 
 
4.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周易集註》：「往則可以濟睽，故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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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爻變後為履䷉，以禮行之則有慶，同時本爻相應之九二爻變後

為䷔噬嗑卦，其六二爻曰「噬膚滅鼻，无咎」，噬嗑有割喉競爭之象，

睽境演變至後常有競爭與鬥爭，故應合睽以避之。《誠齋易傳》：「程

子以成王周公…，得之矣。」 
民國初年圓瑛法師與太虛法師兩人亦似此境，兩人原本情同兄弟，

然因對於佛教制度意見歧異，圓瑛法師傾向於保守，太虛法師傾向於改

革，對於佛教態度雖不同，故分道揚鑣，導致兩人信徒間關係緊張，然

兩人碰面之際，見解不同法誼在。省思：各方宗教的創始人都是一家人，

有問題的是後面走偏的人！ 
《周易禪解》：「六五乃九二之主也，陰柔不正，反疑二之遇于三焉，

以其居中，則猜忌未深，終與二合，故得悔亡。聖人又恐其躊躕未決也，

故明目張膽而告之曰：『厥宗上九，已說弧以待六三，其相合如噬膚矣，

爾往從九二于巷，有何咎哉！』孔子更為之鼓舞曰：『不惟无咎，且君臣

相合，睽終得濟而有慶也。』」 
------------------------------------------------------------------------------------------------- 
5.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

吉：《周易集註》：「九四之孤，以人而孤也，因左右皆陰爻也。上九之

孤，自孤也，因猜疑而孤也。見者上九自見之而疑也，負者背也，塗者泥

也。…上九以陽剛處明，終睽極之地，猜疑難合，故為睽孤。與六三本為

正應，始見六三輿曳牛掣，乃疑其為豕，又疑其非豕而為鬼，方欲張弓射

之，又疑其非鬼，乃脫弓而近于前，乃六三也。使非二四之寇，上則早與

六三成其婚媾矣。始雖睽孤，終而羣疑亡，又復相合，故有此象。往遇雨，

又婚媾之象也。占者凡事必如是則吉。」 
 
6.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周易集註》：「惟羣疑亡，所以遇雨吉。」 
【按】：上九虛妄猜忌，先懷疑六三是塗泥之豬，更甚懷疑其為一車之鬼，

張弧欲攻之，一車虛妄之鬼說明其猜疑至極處，關鍵則在二四兩寇之阻，

誤會冰釋後則脫弧、遇雨而陰陽調和之吉。此如關雲長降曹，過五關斬

六將尋兄，於古城遇張飛，被疑別有他圖，後關雲長斬蔡陽而誤會冰釋。 
《周易禪解》：「上九與六三相應，本非孤也，睽而未合，則有似乎

孤矣，三本不與二四相染，而其迹似汙，故見豕負塗也。二四各自有遇，

本无心于染三，而虛妄生疑，故載鬼一車也。先則甚疑，故張弧而欲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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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疑稍緩，故說弧而往視之，逮見其果非與寇結為婚媾，于是釋然如雲既

雨而吉矣，既不疑三，亦不疑二與四，故羣疑亡。」 
 

綜觀： 

《周易禪解》：「統論六爻，惟初九剛正最善濟睽，餘皆不得其正，故

必相合乃有濟也。佛法釋者，惟根本正慧，能達以同而異，故即異而恒同，

否則必待定慧相資，止觀雙運，乃能捨異生性入同生性耳。」 
睽卦格局為意見分歧，然六爻均以合睽為目標以免進入蹇卦。初九喪

馬勿逐，強調應莫急待復，即使見交惡之人亦無咎；九四處睽孤之境，能

勇於求遇於初九以交孚，雖處厲境而無咎；九二於睽境，故於巷中簡遇其

主亦無咎；六五能往遇九二，有同宗情誼，故如噬膚睽合之易；六三不中

不正，欲合卻遭諸多磨難，但仍勉其應遇上九而有終；上九遇六三之求合，

綜論睽欲合，總需經過懷疑之甚，誤會冰釋而終往之合。 



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 易經學習班教材-11 

16 

蹇卦第三十九 

蹇䷦  艮(山)下☶ 坎(水)上☵  綜卦解䷧  錯卦睽䷥  交卦蒙䷃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水山蹇䷦  火水未濟䷿ 水火既濟䷾ 火山旅䷷ 坎䷜ 

 

卦辭、彖辭與象辭 

◎蹇 1，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2。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

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3。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

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4！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5。 
 
淺註 

1.蹇：《周易集註》：「蹇，難也，為卦艮下坎上。坎險艮止，險在前，見

險而止，不能前進，蹇之義也。《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

之以蹇，所以次睽。』」 
【按】：卦中卦之蹇䷦表蹇會導致後續之蹇難，並導致居無定所之旅䷷與重

險之坎䷜，而此蹇難係因人事睽乖而導致險阻之難。上下交易之蒙卦䷃則

屬險在內而止在外，心欲進而受阻於外；蹇卦䷦則是險在外而止於內，

見險而能止，有所見而不妄進，故曰智，別於蒙。 
 
2.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周易集註》：「蹇難在東北，

文王圓圖，艮坎皆在東北也。若西南則無難矣，所以利西南。大人者九五也。」 
【按】：《周易禪解》：「大凡乖異不合，則所行必多阻難，然正當阻難

時，豈无拯難良策哉，往西南，則說也，順也，明也，拯難之要道也；

往東北，則止也，險也，益其蹇而已矣。惟大人能濟蹇，惟正道能出蹇，

蹇故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吉。」 
蹇即足上受寒，宜走平順之道，須有聖賢大人濟蹇難，西南為坤地易

行，東北為艮山難行，且本卦上下均為陽性卦，往西南則有陰陽相濟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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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

利東北，其道窮也：《周易集註》：「以卦德卦綜卦體釋卦名卦辭而贊之。

難者，行不進之義也。坎之德為險，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所以名為蹇

也。然艮止在後，止之而不冒其險，明哲保身者也，不其智哉。 
蹇難在東北，今下于東北，又艮止不行，所以其道窮。文王圓圖，東

北居圓圖之下，西南居圓圖之上，故往而上者，則入西南之境矣，故往得

中。來而下者，則入東北之境矣，故其道窮。」 
 
4.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周易集

註》：「往有功之往，即往得中之往，故利見九五大人，則往有功。當位

者，陽剛皆當其位也。八卦正位，坎在五，艮在三，今二卦陽剛，皆得正

位，有貞之義，故貞吉。…若以人事論，往得中者，是所往得其地，據形

勝而得所安也。若非其地，其道窮矣。往有功者，所依得其人也。蓋陽剛

中正，以居尊位，則其德足以聯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故

往有功。正邦者，所處得其正，正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所以能

明信義于天下，而邦其底定矣。有此三者，方可濟蹇。故嘆其時用之大，

與坎睽同。」 
【按】：蹇之時用即有外患之際，人民自然團結，佛法亦常把人世間的逆

境視為逆增上緣，以增益學人忍辱之定力，亦為此意。 
 
5.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周易集註》：「君子以行，有不得者，

乃此身之蹇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濟其蹇，惟反身修德，則誠能動物，家

邦必達矣。此善于濟此身之蹇者也。」 
【按】：《周易禪解》：「山本毓

同育
泉，宜涵

包容
而不宜汎

水四處泛流
，今水流

于上，使人不能厝足，此乃山有缺陷，非水之過也，君子知一切險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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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惟吾心自造自現，故不敢怨天尤人，但反身以修其德，如治山者，

培其缺陷，則水歸澗壑，而不復橫流矣。」此即「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之意。 
 

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往蹇，來譽 1。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2。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3。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4。 
◎九三，往蹇，來反 5。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6。 
 
淺註 

1.往蹇，來譽：《周易集註》：「往來者，進退二字也。本卦，蹇字從足，…
故諸爻皆以往來言之。譽者，有智矣哉之譽也往以坎言，上進則為往，入

于坎矣。來以艮言，不進則為來，艮而止矣。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

位。故有進而往則冒其蹇，退而來則來其譽之象。占者遇此，亦當有待也。」 
 
2.往蹇來譽，宜待也：《周易集註》：「待者，待其時之可進也。」 
【按】：卦中僅有本爻不正，後諸爻雖正但為蹇，顯示選擇最重要，此即

佛門所謂「因地不真，果招迂曲」，開頭第一步最重要，開頭錯了
初爻為正

，

即使後面都對
上五爻皆正

也是蹇，回頭就如意，局勢動盪時，位低者應堅守

本位，別再瞎攪和。《誠齋易傳》：「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此申屠蟠
避董卓

、管寧
避操丕

之徒與。」 
《周易禪解》：「蹇以見險能止為知，故諸爻皆誡其往而許其來，來

即反身修德之謂也。初六見險即止，知機而不犯難，其反身修德功夫最早，

故可得譽，夫豈逡巡畏縮也哉，理宜修德以待時耳。」 
------------------------------------------------------------------------------------------------- 
3.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周易集註》：「王者五也，臣者二也。外卦之坎，

王之蹇也。中爻之坎，臣之蹇也。因二五在兩坎之中，故以兩蹇字言之。

六二艮體有不獲其身之象，故言匪躬。匪躬者，不有其身不為己也。言王

臣皆在坎陷之中，蹇而又蹇，不能濟其蹇。六二不有其身者，因此蹇蹇之

故也。張巡許遠此爻近之。六二當國家蹇難之時，主憂臣辱，故有王臣蹇

蹇之象。然六二柔順中正，蓋事君能致其身者也，故又有匪躬之象。占者

得此，成敗利鈍非所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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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周易集註》：「力雖不濟，心已捐生，有何尤。

初六以不往為有譽，六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無位之間耳。」 
【按】：本爻夾於最高領導與山頭

九五與九三
，兩邊不討好，亦可能九三之行

徑不符合公益，但九五亦無力解決，此未必是自己造成
匪躬之故

，可能是之

前他人問題
歷史共業

，張巡許遠於安史之亂時，死守睢音雖陽城即似之。 
唐玄宗時安史之亂爆發，張巡、許遠死守睢

音雖
陽城，以不足萬人守

城。史書記載，此死守共經歷大小四百多戰，斬叛將三百餘人，累計殲敵

人十餘萬。由於張巡的堅守，阻擋了燕軍南下，保全富庶之江淮地區。《資

治通鑑》：「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

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 
世間常見的狀況：自己直屬長官與更高層長官不和，怎麼辦？應係以

「公眾利益」為最高原則，放下自己想法
匪躬之故

，莫怨天尤人，本爻往前

面臨兩坎且居艮止之體，故前途艱困可想而知。處此時唯有盡心盡力，切

莫怨天尤人而已矣，往正面角度想，熬過此關，本爻變後為水風井䷯，是

以善處此境，變化後即可開發新路之意。 
《周易禪解》：「陰柔中正，反躬无怍

音作，慚愧
，而上應九五陽剛中

正之君，方居險地，安得不蹇其蹇以相從事。然諸爻皆以能止為知，而此

獨不然者，正所謂事君能致其身，公爾忘私，故雖似冒險，終无尤也。易

讀曰：『匪躬正本反身來。』平日能反身以體蹇，纔能臨時匪躬以濟蹇。」 
------------------------------------------------------------------------------------------------- 
5.往蹇來反：《周易集註》：「來反者，來反而比于二也。…來反者，親比

于人之象也。六二忠貞之臣，但其才柔，不能濟蹇，蹇而又蹇，思剛明之

人以協助之，乃其本心，所以喜其反也。九三陽剛得正，當蹇之時，與上

六為正應，但為五所隔，故來反而比于同體之二，三則資其二之巽順。二

則資其三之剛明，可以濟蹇之功矣。故有往則蹇而來反之象。」 
 
6.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周易集註》：「內者，內卦之二也，二之陰樂于

從陽，故喜之。」 
【按】：《周易禪解》：「九三為艮之主，剛而得正，見險能止者也，既

知往則必蹇，故來而反身修德，則內二爻无不喜之。」 
本爻似山頭居於下，相抗衡與九五，然《繫辭下傳》：「三與五，同

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是以回頭則吉，此似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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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太平天國後，與湖廣總督官文
功勞居次

形成競爭，並受諸多毀謗，是以

奏准裁撤湘軍，並將功勞歸於清廷，以保自身安全。多爾袞放棄爭取大位，

進而擁立順治皇帝亦似之。 
 
◎六四，往蹇，來連 1。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2。 
◎九五，大蹇，朋來 3。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4。 
◎上六，往蹇，來碩

音食
，吉，利見大人 5。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

見大人，以從貴也 6。 
 
淺註 

1.往蹇，來連：《周易集註》：「連者相連也。許遠當祿山之亂，乃對張巡

曰：『君才十倍于遠。』由是帷帳之謀，一斷于巡，此六四之來連者也。

六二喜之者，內之兄弟，喜其己之有助也。六四連之者，外之朋友，喜其

人之有才也。六四近君，當濟蹇矣，但六四以陰柔之才，無撥亂興衰之略，

于是來連于九三，合力以濟，故其象如此，占者凡事親賢而後可。」 
 
2.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周易集註》：「 陽實陰虛，實指九三，與獨遠

實之實同。當位實者，言九三得八卦之正位，實當其位也。陽剛得其正位，

則才足以有為，可以濟蹇矣。」 
【按】：此似曾國藩手下胡林翼，任湖北巡撫

二品，一省之省長
時與湖廣總督

從一

品，掌管 2-3 省之軍務
的滿洲權貴官文之事。胡林翼需要軍費，官文貪污證據被

掌握，胡林翼本要上書啟奏，被幕僚勸阻換了一個跟自己爭的，會更糟，兩人達成一個

默契的平衡官文也自知沒有本事，不與胡林翼爭，官文的五姨太生日，胡林翼親自祝壽，

次日回拜時，讓母親收五姨太為義女，史載：「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

知不及，思假以為重，林翼益推誠相結納，於是吏治、財政、軍事悉聽

林翼主持，官文畫諾而已。不數年，足食足兵，東南大局，隱然以湖北

為之樞。」胡林翼聯合官文，為湘軍建立良好之後勤基礎，若無胡林翼，

曾國藩亦難以請官文協助。 
《周易禪解》：「已入坎體，其蹇甚矣，然設能來而反身修德，則猶

可連于艮之三爻而獲止也。陰本不實，故來連于當位而實之九三也。」 
------------------------------------------------------------------------------------------------- 
3.大蹇，朋來：《周易集註》：「陽大陰小，大者陽也，即九五也，言九五

之君蹇也。朋指三，即九五同德之陽，三與五同功異位者也。上六來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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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乎三者也。六四來連，比乎三者也。 
…九五居尊，有陽剛中正之德。當蹇難之時，下應六二，六二固匪躬

矣，而為三者，又來反乎二而濟蹇，三之朋既來，則凡應乎朋而來碩，比

乎朋而來連，皆翕然並至，以共濟其蹇矣，故有大蹇朋來之象。…中者中

德也，即剛健中正之德也。節者，節制也。言為五者，有剛健之中德，足

以聯屬之。有九五之尊位，足以節制之，所以大蹇朋來也。」 
 
4.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周易集註》：「中者中德也，即剛健中正之德也。

節者，節制也。言為五者，有剛健之中德，足以聯屬之。有九五之尊位，

足以節制之，所以大蹇朋來也。」 
【按】：此即處蹇時之卦主，能化解己與九三之對立

往蹇來反，內喜之
，六二、

六四與上六皆同來濟蹇，本爻變後為䷎謙，亦即應謙虛循中節之道以待

朋來，此似康熙祭拜孔子以化解讀書人反清復明之對立，故能為之後盛

世奠立基業。世間空降階層亦似之，切莫以官階壓人，否則易引起上下

層之對立。 
《周易禪解》：「居坎之中，蹇之大者也，剛健中正，六二應之，故

得朋來共濟大蹇，然非朋之能來助我，實由我之中道足為拯蹇節則，故上

下諸爻皆取節則于我耳，釋迦出五濁世，得无上菩提，為一切眾生說難信

法，其真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者乎。」 
------------------------------------------------------------------------------------------------- 
5.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周易集註》：「碩者大也，陽大陰小，故

言大。不言大而言碩者，九五已有大字矣。來碩者，來就三也。吉者，諸

爻皆未能濟蹇，此獨能濟也。見大人者，見九五也。上六才柔不能濟蹇，

且居卦極，往無所之，益以蹇耳。九三乃陽剛當位眾志之所樂從者，反而

就之，則可以共濟其蹇矣。何吉如之？若此者，非因人成事也。以九五大

人之君，方在蹇中，上與三利見之，共濟其蹇，則往有功矣，此其所以吉

也。故占者來碩則吉，而見大人則利也。」 
 
6.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周易集註》：「內指九三，

對外卦而言則曰內。貴指九五，對下賤而言則曰貴。志內所以尚賢，從貴

所以嚴分。」 
【按】：志在內古來針對內說法不一，有說為九三或說為九五，另說為九

三與九五，應以並說九三與九五意思較為完整，以從貴再強調九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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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上六遇九五者，凶吝居多，本爻言吉，顯示其濟蹇難之功。 
本爻居九五之上，似有德無位之隱士或退休之人，同處蹇難之際，若

能回頭來協助九五之大人，並協調九三以濟蹇，此似商山四皓。張良輔佐

劉邦，本意在協助韓國復國，待韓王去世後則專心輔佐劉邦亦似之。 
《史記⋅留侯世家》：「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

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

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

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

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周易禪解》：「陰柔居險極，豈可更有所往，亦惟來而反身修德則

碩吉耳。碩者，實也，大也，吉之所以能實大者，以利見九五大人故也。

君子求諸已，故志在內則吉，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利見為從貴，此指天爵

為貴，非徒以人爵也。須跋陀羅
年壽一百二十歲，已修得五通，獨缺漏盡通，見佛後開悟證阿

羅漢果
最後見佛得度，其碩吉之謂乎。」 

 

綜觀 

蹇卦強調見險而能止，亦有處險亦當進之意，六爻除九五與六二外，

皆以往為蹇，初六離險最遠，有先見之明之止，九三以往為蹇，以來為反，

讚許其處蹇而得其所、得其眾；六四亦同，往蹇來連，與下三爻連合，為

眾所附；上六來則可紓蹇得吉；九五與六二相與濟蹇，義不容辭，九五為

朋來得眾，六二為匪躬非為己，故均應往以濟蹇，但應居中得正，以自己

為大人而貞吉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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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卦第四十 

解䷧  坎(水)下☵ 震(雷)上☳  綜卦蹇䷦  錯卦家人䷤  交卦屯䷂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火水未濟䷿ 水火既濟䷾ 雷水解䷧ 坎䷜ 雷火豐䷶ 

卦辭、彖辭與象辭 

◎解 1，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2。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3。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

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4。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

果草木皆甲坼
音徹

，解之時大矣哉 5。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6。 
 
淺註 

1.解：《周易集註》：「解者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

象也。又雷雨交作，陰陽和暢，百物解散，亦解之象也。《序卦》：『蹇

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所以次蹇。』」 
【按】：《雜卦傳》：「解，緩也。蹇，難也。」此即閩南語俗話「緊事

寬辦」之意，六爻則闡述解難之步驟，解卦以數位觀象法來解之可視為

豫䷏+師䷆，可視為要先預備在動作，解卦有刀故有師象。 
 
2.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周易集註》：「夙早

也，此教占者之辭。言解利西南，當往西南，若不往，來復于東北之地亦

吉，但往西南則早得吉。不然，來復于東北之地，雖吉，不若西南之早矣。

解與蹇相綜，解即解蹇難，故文王有此辭。无所往者，蹇下卦乃艮止，止

則不往，所以无所往也。」 
【按】：《周易禪解》：「世間之局，未有久蹇窒而不釋散者，方其欲解，

則貴剛柔相濟，故利西南。及其既解，則大局已定，更何所往？唯來復

于常道而已。設有所往，皆當審之于早；不審輒往，凶且隨之，寧得吉

乎？此如良將用兵，祇期歸順；良醫用藥，祇期病除；觀心修證，祇期

復性，別无一法可取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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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卦似蹇，取西南之坤地為易行，且本卦上下均為陽性卦，往西南則

有陰陽相濟之吉，而復於東北。處於解之際，尚未清楚狀況時應無所往，

宜靜不宜動，看清楚狀況則宜速不宜遲。 
 
3.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周易集註》：「以卦德卦綜釋卦名卦辭，

又極言而贊之。險之為物，見天則訟，見澤則困，見山則蹇，在外卦則屯，

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乎險之外，得以免于險難，所以名解也。」 
 
4.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周易集註》：「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往得眾者，解綜蹇，蹇

下卦之艮，往而為解，上卦之震也。…得中者，蹇上卦之坎，來而為解下

卦之坎也。…往有功，即上文得眾也，得眾故有功。來復東北，止得中而

已。往西南則得眾有功，所以早吉也。」 
 
5.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周易集註》：

「天地解者，雨出于天，雷出于地也。窮冬之時，陰陽固結不通，所以雷

不隨雨。及至陰陽交泰，則氣解而雷雨交作，由是形隨氣解而百果草木皆

甲坼矣。甲者萌甲
種子之外殼，和解亦需拆下甲冑

，坼者坼開。解之時既至，天地不

能閉之而使不解，則天地之所以成化功者，此解也。皆此解之時也，所以

為大。」 
 
6.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周易集註》：「赦過宥罪，君子之用刑，

原當如此，非因大難方解之後，當如此也。無心失理之謂過，恕其不及，

而赦之不問。有心為惡之謂罪，矜其無知而宥之從輕。雷雨交作，天地以

之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君子以之解萬民之難，此正《雜卦》解緩之意。」 
【按】：《周易禪解》：「誤犯之過，則直赦之，令其自新；輕重諸罪，

亦寬宥之，令得末減。佛法釋者，即作法取相无生三種懺法，令人決疑

出罪；又觀心釋者，即是端坐念實相，銷滅眾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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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无咎 1。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2。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3。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4。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5。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

又誰咎也 6。 
 
淺註 

1.无咎：《周易集註》：「難既解矣，六以柔在下，而上有剛明者為正，應

以濟其不及，无咎之道也，故其占如此。 
 
2.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周易集註》：「剛柔際者，剛柔相交際也。方解

之初，宜安靜以休息，六之柔，四之剛，交相為用，則不過剛，不過柔，

而所事皆得宜矣，故于義无咎。」 
【按】：初六居解之初，故爻中無「解」，誡之以莫盲動

符合卦辭之无所往
，應

靜心觀察求无咎之道，且切莫將過咎責於他人，《說文解字》：「解，

判也，从刀判牛角。」象徵以刀剖開以解決事物。《莊子⋅內篇⋅養生主》

中所提及庖丁，闡述解剖牛功夫，「族庖月更刀折骨之故」、「良庖歲

更刀割也」與「庖丁用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則刀刃若新發於硎
音形，磨

刀石
，遊刃有餘之故」，刀之耗損情況即能否掌握骨肉之際。 
本爻承九二並應九四，象徵應明瞭問題之關鍵，要解決人事物的問題

要從「際」上下手，需掌握時機
時
，恰到好處

中
，此即「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不測之謂神」之概念，若急於解決事情，將轉成雷澤歸妹䷵之「征

凶，无攸利」，須知「解三尺冰，非一日暖可及」。 
《周易禪解》：「解則陰陽和矣，而以六居初，上應九四，適當其際，

故義无咎。」 
------------------------------------------------------------------------------------------------- 
3.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周易集註》：「狐媚物，小人之象。黃中色，

矢直物，中直者，君子之象，即六五爻所言君子小人。九二陽剛得中，上

應六五，為之信任于國家大難方解之後，蓋有舉直錯枉之權，退小人而進

君子者也，故能去邪媚，得中直，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正而且吉之

道也，故其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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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周易集註》：「居中而得中道也。」 
【按】：本爻居地上，故以田象之，三狐通常指六三，下卦坎有狐與矢象，

中色為黃，故曰黃矢，本爻深入坎險之核心，掌握三狐
問題關鍵

後，即可進

一步了解其他狐狸，但並未急於馬上處理
本爻變後為䷏豫卦，有預備之象

，或處理

之事僅為急迫性高之問題。此似晏嬰巧妙設計「二桃殺三士」，除去齊

景公身旁無禮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位勇士。 
《三國演義》中之凶險橋段，孔明隻身入東吳尋求聯盟之機會

剛柔際
，

勸周瑜要先為孫權剖析曹操必敗之理，堅定孫權用兵之決心
田獲三狐

，兩家

確實聯盟後，再掌握其他勝利因子，終在赤壁之戰獲勝。 
解結須深入了解，結在何處？哪個地方打得最緊？ 
《周易禪解》：「以剛中而上應六五，本自无可狐疑，六三不中不正，

意欲乘我，象如三狐，我田獵而獲除之，得與六五柔中相合，此正而吉者

也。黃為中色，失喻直道，得其中直之道，故除疑而應乎貞矣！」 
------------------------------------------------------------------------------------------------- 
5.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周易集註》：「負者小人之事，輿者君子之器，

此二句雖孔子據理之言，然亦本卦象之所有者，蓋三，負四乘二，四不中

不正，乃小人也，二得中，乃君子也。貞者，位乃君所與，故正也。負且

乘，固無以正得之之理，如漢文帝寵鄧通，擢為太中大夫，此負且乘也。

天子所擢，豈不為正。後景帝時下吏，是寇之至也，此之謂貞而吝。六三

陰柔，不中不正，而乃居下之上，是小人竊高位，而終必失之者也，故有

負乘致寇之象，占者得此，雖正亦可羞也。」 
 
6.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周易集註》：「誰咎者，言

我之咎也，非人之咎也。同人，又誰咎也，言人誰有咎我者也。」 
【按】：《繫辭傳》：「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居上者怠慢，在下者暴虐兇殘，盜賊

就想來攻伐
矣。慢藏

寶物藏得太慢
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盜之招也。」 
《史記⋅佞幸列傳》：「孝文時中寵臣，…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

濯
音罩，用槳划船

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

上天，顧見其衣裻
音獨

帶后穿
衣服與橫腰部分衣帶打結

。覺而之漸臺
建在未央宮西邊蒼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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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子
，以夢中陰目

暗中尋找
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后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願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
休假，按漢制，官吏五日一洗沐

，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

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

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

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嘗病癰

音庸，化膿
，鄧通常為帝唶吮

音則ㄕㄨㄣˇ
之。文帝不樂，從容

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

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

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
在家閒居

，人有告鄧通盜出

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
欠債

巨

萬。長公主
景帝姐

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

假
同借

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本爻

不中不正
似問題之根源，其實發生問題之關鍵也許在我們自己身上，

此即「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意。 
《周易禪解》：「陰柔不中不正，自无應與，上思負四，下欲乘二，

不知其非道也。是故二以為狐而田之，四以為拇而解之，五以為小人而退

之，上以為隼而射之，不亦至可羞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1。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2。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3。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4。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5。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6。 
 
淺註 

1.解而拇，朋至斯孚：《周易正義》：「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

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矣。」《周

易集註》：「而者涉也，震為足，拇居足下，三居震之下，拇之象也。二

與四同功，皆有陽剛之德，故曰朋。解而拇，…負乘之小人，則當解之矣。 
二與四為同德之朋，當國家解難之時，四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

而二為五之正應，則四與二皆同朝君子之朋也，但四比于三，間于負乘之

小人，則君子之朋，安得而至？惟解去其小人，則君子之朋自至而孚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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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而拇，未當位也：《周易集註》：「以陽居陰，故未當位，惟未當位，

故有解拇之戒。」 
【按】：解除與小人

六三
之關係，真誠的朋友才會來，此即《弟子規》中：

「聞譽樂，聞過怒，損友來，益友卻。聞譽恐，聞過欣
解而拇

，直諒士，

漸相親。」另外，團隊中若有小人，即可能發生劣幣驅逐良幣之狀況，

將小人摒除於核心圈外，亦是保全君子的好方法。 
另從人際關際角度觀之，放下自身之糾結六三，對方也許會也跟著放下

朋至斯矣，解決人與人的糾結，也許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難。人與人哪裡會沒有

糾結的，能夠大度莫糾結，才能廣結善緣。爻變後為師䷆，為眾聚之意。 
《周易禪解》：「三在四下，欲負于四，故四以三為拇。四未當位，

不如九二剛中，故二自能田獲三狐以從五，四必待二之至，始信拇之宜解

也。二與四皆陽類，故名為朋。」 
------------------------------------------------------------------------------------------------- 
3.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周易集註》：「維者繫也，文王坎卦，

有孚維心，此卦上坎下坎，故亦用此維字、孚字。君子者，四與二也。吉

者，君子用事，小人遠退，何吉如之。孚者信也，言信于小人，而小人自

退也。本卦四陰，六五以陰居尊，而三陰從之，乃宦官宮妾外戚之類也。

然六五近比于四，又與九二為正應，皆陽剛之君子也。六五若虛中下賢，

此心能維繫之，則凡同類之陰，皆其所解矣，所以吉也，何也？蓋君子用

事，自能孚信于小人，而小人自退矣，此其所以有解而吉也。」 
 
4.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周易集註》：「君子維而有解，則小人不必逐之

而自退矣。」 
【按】：此似晉惠公

似六三
承諾以河西交換秦穆公

似六五
擁護回國繼位

負且乘
，後

食言之。四年後，晉國飢荒求援於秦，秦穆公協助之，次年秦國飢荒，

晉國趁人之危，而被秦穆公俘虜
似上六之獲之无不利

，礙於穆姬之情而宥之。 
六五居君位來解決小人之問題，此與「窮寇莫追」之概念相似，若堅

持追殺到底，爻變為困䷮即是提醒，應採取包容大度，以維持局面之平衡。

歷史小視角：曹操官渡之戰戰勝袁紹後，屬下送來一堆己方人員與袁紹陣

營往來之書信，我們若是曹操，如何處理？ 
就人際關係角度觀之，即便很明顯，錯是在對方，亦莫把事情做絕，

保留和平共處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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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禪解》：「五與二為正應，而三且思乘二，則五不能无疑于二

矣。賴九二之君子，剛而得中，決能解去六三，上從于我而吉，但觀六三

之退，則信九二之有解矣。」 
------------------------------------------------------------------------------------------------- 
5.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周易集註》：「不上高而無位，公

也。隼，祝鳩也，鷂
音要，似鷹而小於鷹之猛禽

屬，鷙
音質

鳥之害物者也。…墉者墻

也，高墉者，王宮之墻也。…近于六五之君，高墉之象也。…上六天位，

故曰高。隼則天之飛者也。獲之者，獲其隼也。隼棲于山林，人皆得而射

之，惟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蓋六

五之小人，乃宦官宮妾；上六之隼，則外戚之小人，王莽之類是也。上六

柔順得正，而居尊位，當動極解終之時，蓋能去有所憑依之小人者也，…
則小人悖逆之大患，解之已盡矣，故无不利。」 

 
6.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周易集註》：以下叛上，謂之悖，王莽是也。《繫

辭》別是孔子發未盡之意，與此不同。」 
【按】：本爻居高牆之上，二至五爻兩坎可視為弓與隼，「公」表為國除

悖害，係於多重準備後，亦給予六三空間，但若六五採和平包容手段，

六三仍悔悟不改，則進行動武前的準備，需蓄積力量以佔據高墉有地理位置上之

優勢，且非為一己之私
公用

，且善用輿論
媒體

之力量，然爻變後為火水未濟䷿，

亦象徵採此種方式雖能解決害處，可能亦非採和解之究竟方式。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

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不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康熙做好萬全準備

再除鰲拜即似之。 
歷史小視角：夾谷會盟之啟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處理人世間的糾葛，即使我們佔理，還是建議以柔順圓融之，雖

獲之无不利，但可能還是會導致冤冤相報之結果。 
《周易禪解》：「隼高飛而善摯，以喻負且乘之六三也。當解之時，

人人樂為君子，獨六三悖理飛摯，二雖田之，四雖解之，以皆各有正應，

不同上六之在局外，又陽與陰情必相得，故或以為狐，或以為拇，不如上

六之絕无情係，直以為隼，且居卦終，則公侯之位也。柔而得正，則藏器

于身，待時而動者也，故獲之而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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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 

解卦主旨講授如何去解決人世間之問題，初六處於解卦之初，患難欲

解之際，宜靜心觀察事物之關鍵，待時而動，故僅求无咎；九二為陽剛君

子，宜深入核心預備去除小人之邪，宜中直而不過直；九四強調務去六三

小人後，君子之朋方來；六五有孚於小人，象徵人君應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使小人知道為惡無用，使枉者自直，不仁者自遠；上六則闡述對待強

有力之小人需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一旦機緣成熟，立即下手攻之；六三

係闡明統治者不應將名器授予小人，使小人竊據君子之位，否則將自害害

人。 
《周易禪解》：「觀心釋六爻者，六三即所治之惑，餘五爻皆能治之法

也，初以有慧之定，上應九四有定之慧，惑不能累，故无咎；九二以中道

慧，上應六五中道之定；而六三以世間小定小慧，乘其未證，竊思亂之，

故必獵退狐疑，乃得中直正道。六三依于世禪，資于世智，起慢起見，妄

擬佛祖，故為正道之所對治。 
九四有定之慧固能治惑，以被六三見慢所負，且未達中道，故必待九

二中道之慧，始能解此體內之惑；六五以中道定，下應九二中道之慧，慧

能斷惑，則定乃契理矣；上六以出世正定，對治世禪世智邪慢邪見，故无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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