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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卦第五 

需䷄ 坎(水)上 乾(天)下 綜卦訟䷅  錯卦晉䷢  交卦訟䷅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澤天夬䷪  火澤睽䷥ 水火既濟䷾ 火天大有䷍ 水澤節䷇ 

卦辭、彖辭與象辭 

◎需 1，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2。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3。需，有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4。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5。 
 
淺註 
1.需：《周易集註》：「需者須也，有所待也，理勢不得不需者。以卦象論，

水在天上，未遽下於地，必待陰陽之交，薰蒸而後成，需之象也。以卦德

論，乾性主於必進，乃處坎陷之下，未肯遽進，需之義也。《序卦》：『蒙

者物之穉也，物穉
音至，同稚

不可不養也。需者，飲食之道也。』養物以飲

食，所以次蒙。」 
【按】：《說文解字》：「需(䇓)，遇雨不進，止䇓也。從雨而聲。」 
 
2.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周易集註》：「需雖有所待，乃我

所當待也，非不當待而待也。孚者，信之在中者也。坎體誠信，克實于中，

孚之象也。光者此心光明，不為私欲所蔽也。中爻離，光明之象也。亨者，

此心亨泰，不為私欲所窒也。坎為通，亨通之象也。 
貞者事之正也。八卦正位，坎在五，陽剛中正，為需之主，正之象也，

皆指五也。坎水在前，乾健臨之。乾知險，涉大川之象也。…孚貞者，盡

所需之道。光亨吉利者，得所需之效。需若無實，必無光亨之時。需若不

正，豈有吉利之理。言事若有所待，而心孚信，則光明而亨通矣。而事又

出于其正，不行險以僥倖，則吉矣，故利涉大川。」 
【按】：需之有孚來自於九二與九五剛中，中爻離象徵光明通達，下乾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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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度上坎之大川，《周易》中有利涉大川共七卦：需䷄、同人䷌、蠱䷑、

大畜䷙、益䷩、渙䷺、中孚䷼，均有巽木或乾健之力量，另或有坎兌之大

川相，或益卦之木道乃行。本卦係指心中誠信光明，不被私慾所窒，積

蓄力量後能度大川而突破險境，亦如文景蓄積力量後方有武帝之盛。 
《周易禪解》：「養蒙之法，不可欲速，類彼助苗，故必需其時節因

緣。時節若到，其理自彰。但貴因真果正，故有孚則光亨而貞吉也，始雖

云需，究竟能度生死大川，登于大般涅槃彼岸矣。」 
 
3.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周易集註》：「以

卦德釋卦名，以卦綜釋卦辭。需者須也，理勢之所在，正欲其有所待也，故

有需之義。險在前，不易於進，正當需之時也。乾臨之，毅然有守，不冒險

以前進，故不陷於險。既不陷於險，則終能出其險，其義不至於困窮矣。」 
 
4.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周

易集註》：「《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位天位以正中

者，…九五又正而又中也，五為天位…，故曰位乎天位。如在訟下卦，止

可言中，不可言正矣。正則外無偏倚，中則心無夾雜，所以有孚，光亨貞，...
有利涉大川之功也。」 

【按】：《周易禪解》：「佛法釋者，譬如五百由旬
一日行軍之距

險難惡道名險

在前，智慧之力不被煩惱所陷，故終能度脫而不困窮。坎中一陽，本即

乾體，喻煩惱險道之性本如來藏，以此不生不滅之性為本修因，則從始

至終，无非稱性天行之位。」 
 
5.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周易集註》：「雲氣蒸而上升，必待

陰陽和洽，然後成雨，故為需，待之義。君子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

為，惟內有孚，外守正，飲食以養其氣體而已，宴樂以娛其心志而已，此

外別無所作為也。曰飲食宴樂者，乃居易俟命，涵養待時之象也，非真必

飲食宴樂也。若伯夷太公，需待天下之清，窮困如此，豈能飲食宴樂哉。」 
【按】：此飲食宴樂喻君子待時蓄力，勿急於有所為。《誠齋易傳》：「此

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

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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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與小象辭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無咎 1。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

無咎，未失常也 2。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3。象曰：需于沙，衍

音演
在中也，雖小有言，

以吉終也 4。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5。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

敗也 6。 
 
淺註 
1.需于郊，利用恆，無咎：《周易集註》：「郊者，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

象也。…需于郊者，不冒險以前進也。恒者常也，安常守靜，以待時，不

變所守之操也。利用恒無咎者，戒之也，言若無恒，猶有咎也。 
初九陽剛得正，未近于險，乃不冒險以前進者，故有需郊之象。然需

于始者，或不能需于終，故必義命自安，恒于郊而不變，乃其所利也。」 
 
2.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無咎，未失常也：《周易集註》：「不犯

難行者，超然遠去，不冒犯險難以前進也。未失常者，不失需之常道也，

需之常道，不過以義命自安，不冒險以前進而已。」 
【按】：剛健之人易因意氣所使，失去理性而犯難，要無咎關鍵在於利用

恒而永不犯險。《周易禪解》：「佛法釋者，理即位中，不足以言需；

名字位中，且宜恆以聞熏之力資其慧性，未與煩惱魔軍相戰也。」 
------------------------------------------------------------------------------------------------ 
3.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周易集註》：「坎為水，水近則有沙，沙則近

于險矣。漸近于險，雖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小言者，眾人見譏之言

也。避世之士，知前有坎陷之險，責之以潔身，用世之士，知九二剛中之

才，責之以拯溺也。中爻為兌口舌，小言之象也。終吉者，變爻離明，明

哲保身，終不陷于險矣。二以陽剛之才，而居柔守中，蓋不冒險而進者，

故有需于沙之象。占者如是，雖不免小有言，終得其吉也。」 
 
4.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周易集註》：「水行朝宗曰

衍
江水歸海

，即水字也。凡江河，水在中而沙在邊。衍在中者，言水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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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沙在水邊則近于險矣，雖近于險而小有言，然以剛中處需，故不陷于

險而以吉終也。」 
【按】：本爻略近險，以濕沙喻之，雖有言語之傷，若能居中行則終吉。

二十四悌有「少娣化嫂」：「宋崔少娣為蘇家婦，蘇兄弟五人，娶婦者

四矣，日有爭言，鬩牆操刃。少娣始嫁，人憂之。少娣事四嫂，執禮甚

恭。嫂有缺乏，即以己物遺之。姑役其嫂，少娣曰：『吾後進，當勞。』

嫂未食，不先食。嫂各以怨言告者，少娣笑而不言，女奴來告者笞
音吃

之。

嫂兒溺其衣，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

遂相與和睦。」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觀行位中，既已伏惑，則魔軍動矣，故

小有言。」 
------------------------------------------------------------------------------------------------ 
5.需於泥，致寇至：《周易集註》：「泥逼于水，將陷於險矣，寇之地也。

坎為盜在前，寇之象也。九三居健體之上，才位俱剛，進不顧前，邇於坎

盜，故有需泥寇至之象。健體敬慎惕若，故占者不言凶。」 
 
6.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周易集註》：「外謂外卦，

災在外者，言災已切身，而在目前也。災在外而我近之，是致寇自我也。

敬慎不敗者，三得其正，乾乾惕若，敬而且慎，所以不敗于寇也。故占者

不言凶。」 
【按】：本爻臨外卦之險，故喻為水土相和之泥，若能效法乾九三，「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恭敬謹慎，雖臨險境亦終無過失。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相似位中，將渡生死大河，故有以致魔

軍之來而後降之。災既在外，故主人不迷客不得便，但以願力使其來戰，

以顯降魔成道之力，而三觀
空假中觀

之功，敬而且慎，決无敗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1。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2。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3。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4。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5。象曰：不速之客來，敬

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6。 
淺註 
1.需於血，出自穴：《周易集註》：「坎為血，血之象也，又為隱伏，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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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偶居左右上下皆陽，亦穴之象也。」《周易正義》：「需于血者，

謂陰陽相傷，故有血也。九三之陽而欲上進，此六四之陰而塞其路，兩相

妨害，故稱血。言待時于血，猶待時於難中也。出自穴者，穴即陰之路也，

而處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

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 
 
2.需於血，順以聽也：《周易集註》：「坎為耳，聽之象也。聽者，聽乎初

也。六四柔得其正，順也。順聽乎初，故入險不險。」另六四柔得正且上

承九五，曰順，順而聽故處險而無險。 
【按】：本爻居險應於初九，教導行人要順以聽方能脫險，猶如諸葛孔明

當初為求聯吳抗曹，隻身入吳，身陷嫉妒障礙中，幸得魯肅之助，順以

聽於形勢，故能助周瑜破曹脫險。《誠齋易傳》：「四以一陰柔之資，

而當三剛健之敵，傷于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

出自穴者，傷于陽而避陽，且聽命于陽也。君子之于小人，不可窮也。

三陽彙進，而不宥傕
李傕，音絕

、汜
郭汜

；…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魔軍敗衂

音ㄋㄩˋ，挫敗
，超然從三界穴出

而成正覺矣。未嘗用力降魔，止是慈心三昧之力，魔軍自退，而菩提自成

耳。」 
------------------------------------------------------------------------------------------------ 
3.需于酒食，貞吉：《周易集註》：「坎，水酒象。中爻兌，食象。詳見困

卦。酒食，宴樂之具。需于酒食者，安于日用飲食之常，以待之而已。貞

吉者，正而自吉也，非戒也。九五，陽剛中正，居于尊位，蓋優游和平，

不多事以自擾，無為而治者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象，其貞吉可知矣。占者

有是貞，亦有是吉也。」 
 
4.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周易正義》：「五既為需之主，已得天位，无

所復需，但以需待酒食以遞相宴樂而得貞吉。」 
【按】：此漢朝薄妃避禍之道，居代而無險，後其子被迎回為文帝，此際

為天下初安、內鬥方息之際，故休養生息，後有文景之治與武帝之功。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魔界如即佛界如，惟以定慧力莊嚴而度

眾生，故為需于酒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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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周易集註》：「陰居險陷之

極，入于穴之象也…。下應九三，陽合乎陰，陽主上進，不召請而自來之

象也。我為主，應為客，三陽同體，客三人之象也。入穴窮困，望人救援

之心甚切，喜其來而敬之之象也。終吉者，以陽至健知險，可以極溺也。

上六居險之極，下應九三，故其象如此。」 
【按】：上六處於坎險之極，應於需於泥而近險之九三，無處可躲，面臨

下三陽爻之近逼
此為另解

，僅能恭敬不動方吉。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不惟入佛境界，亦可入魔境界，還來三

界，廣度眾生，觀三界依正因果諸法，无不現現成成即是一心三觀，故常

為三界不請之友，而三界眾生有敬之者必終吉也。」 
 
6.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周易正義》：「上六與

三相應，三來之己，不為禍害，乃得為己援助，故上六无所畏忌，乃入於

穴而居也。…言己雖不當位，而以一陰為三陽之主，若不敬之，則有凶害。

今由己能敬之，雖不當位，亦未有大失，言初時雖有小失，終久乃獲吉」 
【按】：不當位可解釋為因其乘主爻之剛，另有作上六即使是不當位，敬

之亦未大失也，更何況上六係陰居陰位，無咎之象不言而喻。本爻似楚

漢相爭時，劉邦先入關中，本應為關中王
與楚懷王之約定

，但項羽強勢壓境，

欲藉鴻門宴而殺之，劉邦先結項伯，並禮敬項羽，後終脫險。 
《周易禪解》：「既同流三界，雖不當佛祖之位，而隨類可以度生，

設眾生有不知而不敬者，亦與遠作得度因緣，而未大失也。」 
 

綜觀 

需卦指人需待時蓄積力量而度險，下卦三爻均為切忌躁進，初九離險

甚遠，恒常行之則無咎；九二漸近於險，稍有言語之傷，能行中道不為所

動則吉；九三鄰險，需敬慎方能免招寇而不敗；六四受下三陽進逼，出於

穴而受傷，故須順以聽而避剛健之人以求無咎；上六無可避，僅能恭敬面

對可能助己或害己之不速之客以求吉；九五剛健中正，有飲食宴樂蓄積力

量
與象辭同，故為卦主

之象，亦利於無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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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卦第六 

訟䷅ 乾(天)上 坎(水)下  綜卦需䷄  錯卦明夷䷣  交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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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火家人䷤ 天風姤䷫ 風水渙䷺ 天火同人䷌ 

卦辭、彖辭與象辭 

◎訟 1，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2。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3。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 4。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

淵也 5。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6。 
 
淺註 

1.訟：《周易集註》：「訟者，爭辨也，其卦坎下乾上，以二象論天運乎上，

水流乎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以卦德論，上以剛陵乎下，下以險伺乎

上，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己險而彼健，險與健相持，皆欲

求勝，此必訟之道也。《序卦》；「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既有所需，

必有所爭。」訟所由起也，所以次需。」 

【按】：《說文解字注》：「訟，爭也。公言之也。」訟表爭辯，公開言

之，就自我來說為價值觀衝突，兩人相持則為爭訟，其錯卦為明夷䷣，

顯示其明受傷之隱喻。另本卦除九五主訟者正外，餘皆不正，顯示爭訟

非最佳之正道。 
《周易禪解》：「天在上而水就下，上下之情不通，所以成訟。然坎

本得乾中爻以為體，則迹雖違，而性未嘗非一也。惕中則復性而吉，終訟

則違性而凶。利見大人，所以復性也。不利涉大川，誡其逐流而違性也。 
佛法釋者，夫善養蒙之道，以圓頓止觀需之而已。若煩惱習強，不能

无自訟之功。訟者，懺悔剋責，改過遷善之謂也，有信心而被煩惱惡業所

障窒，當以慚愧自惕其中而吉，若悔之不已，无善方便，則成悔葢而終凶，

宜見大人以決擇開發斷除疑悔。不利涉于煩惱生死大川，而終致陷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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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周易集註》：「有孚者，心誠實而不詐偽也。

窒者，窒塞而能含忍也。惕者，戒懼而畏刑罰也。中者，中和而不狠愎也。

人有此四者，必不與人爭訟，所以吉。若可已不已，必求其勝，而終其訟，

則凶。」 
 
3.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周易集註》：「利見大人者，見九五以決其訟

也。不利涉大川者，不論事之淺深，冒險入淵，以興訟也。九二中實，有

孚之象。一陽沉溺于二陰之間，窒之象。坎為加憂，惕之象。陽剛來居二，

中之象。上九過剛，終之象。九五中正，以居尊位，大人之象。中爻巽木，

下坎水，本可涉大川，值三剛在上，陽實陰虛，遇巽風，舟重遇風，則舟

危矣。舟危豈不入淵，故彖辭曰入淵不利涉之象也，與棟撓同。」 
【按】：處於爭訟時應找德高望重的權威人士來裁決，方得有利，內卦中

實但不安分，坎有心病加憂之象，與需卦中實安分不同，故不利涉大川。 
 
4.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周

易集註》：「以卦德卦綜卦體卦象釋卦名卦辭，險健詳見前卦。下若健而

不險，必不生訟。險而不健，必不能訟，所以名訟。剛來得中者，…九二

得中也。…剛來居柔地得中，故能有孚，能窒，能惕，能中。」 
【按】：下卦中之某爻可稱為來，該爻必定為異類爻，如一陰兩陽之陰爻

或兩陰一陽之陽爻，亦即下坎之陽爻從乾來而居於中位。 
 
5.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周

易集註》：「終者，極而至于成也。訟已非美事，若訟之不已，至于其極，

其凶可知矣。尚者，好尚之尚，主也，言九五所主，在中正也。惟中正，

所以能辨人是非。入淵者，舟重遇風，其舟危矣。故入淵與冒險興訟，必

陷其身者，一而已矣。」 
 
6.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周易集註》：「天上蟠

盤曲
，水下

潤；天西轉，水東注，故其行相違。謀之于始，則訟端絕矣。作事謀始，

工夫不在訟之時，而在于未訟之時也。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調

之意。天下之事，莫不皆然。故曰：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筯之間。」 
【按】：卦辭談到中吉終凶，象辭講到謀始，亦即君子處事，從開始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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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注意各種順理關係，從根本上避免爭訟。 
 

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1。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

有言，其辯明也 2。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 3。象曰：不克訟，歸逋，

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
音奪

也 4。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5。象曰：食舊德，從上吉

也 6。 
 
淺註 

1.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周易集註》：「不永所事者，不能永終其訟

之事也。小有言者，但小有言語之辨白而已。變兌為口舌，言之象也。…
因居初，故曰小。終吉者，得辨明也。初六才柔位下，不能永終其訟之事，

雖在我不免小有言語之辯，然溫柔和平，自能釋人之忿怨，所以得以辨明，

故其象如此，而占者終得吉也。」 
 
2.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周易集註》：「訟不可

長，以理言也。言雖是初六陰柔之故，然其理亦如此。長永二字相同，雖

不免小有言語之辨，然終因此言辨明。」 
【按】：爭執剛起故稱事不稱訟，若能不把爭執之事長久地進行下去，因

為是小有言，一經解釋便可明辨是非了。猶如廉頗之「負荊請罪」，《誠

齋易傳》：「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孔子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

伯、仁人也。盍往質
詢問

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

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

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

之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

不教而聽。至矣哉！』」 

《周易禪解》：「大凡善貴剛進，惡宜柔退。初六柔退，故為

惡未成，改悔亦易。不過小有言而已，此如佛法中作法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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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周易集註》：「克，勝也。自

下訟上，不克而還，故曰歸。逋，逃避也。坎為隱伏，逋之象也。…中爻

為離，…離居三，三百之象也。二變，下卦為坤，坤則闔戶之象也。三百，

言其邑之小也。言以下訟上，歸而逋竄是矣。然使所逋竄之邑為大邑，則

猶有據邑之意，跡尚可疑，必如此小邑藏避，不敢與五為敵，方可免眚。 
需訟相綜，訟之九二即需之九五，曰剛來而得中，曰歸而逋，皆因自

上而下，故曰來曰歸，其字皆有所本，如此玄妙…。坎為眚，變坤則无眚

矣。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之中，既知其理之不當

訟，而上應九五之尊，又知其勢不可訟，故自處卑小，以免災患。」 
【按】：本爻象徵形勢比人強，亦即爭訟勝不過九五，退而逃避至自己僅

有三百人的小邑以免難。眚為眼睛生翳、人禍之意。《周易禪解》：「剛

而不正，不能自克以至于訟。然犯過既重，何能无損？但可逋逃，處于

卑約，庶免災耳。此如佛法中，比丘犯戒，退作與學沙彌者也。」 
 
4.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周易集註》：「掇者，拾

取也。自下訟上，義乖勢屈，禍患猶拾而自取，此言不克訟之故。」 
【按】：若以戰爭角度言之，本爻似游擊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

我打，孫武領兵攻楚，即是先以本法疲楚，後再破楚。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自既犯戒而居下流，欲以小小懺悔而復

上位，罪必不滅，且亂法門矣。」 
------------------------------------------------------------------------------------------------ 
5.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舊德，舊祿；六三與上九相應，

上爻象徵祖宗，故有仰仗祖宗德蔭之象，故曰食舊德，食舊德亦有念故舊

德之意，面臨上乾卦興訟，應念現前上位之舊德不興訟。貞，堅固自守；

厲，處境危厲，若能不與人訟，最終則吉。 
本爻辭可參考坤之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中爻巽有或之意，

中爻離有王相，本爻乘剛且居險，爭訟不可言「有終」，但本爻承剛且應

上九，故知畏懼且安分守己，故從上終吉。 
【按】：本卦二至五爻之卦中卦為家人卦䷤，本爻為家人卦中之二四爻，

二爻象徵中饋，故有食之意，同為家人故以舊德比喻，然面對上九之爭

訟因強弱懸殊，故僅能以至誠心祈之勿訟以求終吉。 
《周易禪解》：「六三陰柔，不敢為惡，但謹守常規，小心翼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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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終吉。然是硜硜
音坑坑，固執忠信，不懂變通

之士，恐不足以成大事也。」 
 
6.食舊德，從上吉也：《周易正義》：「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間，故須貞

正自危厲，故曰貞厲。然六三柔體不爭，係應在上，眾莫能傾，故終吉也。

『或從王事无成』者，三應於上，上則壯而又勝，故六三或從上九之王事，

不敢觸忤，无敢先成，故云无成。」 
【按】：本爻處危地，應守本分不與人爭，如馮異事漢光武帝，為東漢中

興立下汗馬功勞，但論功行賞時，常坐於大樹下，不與人爭，人稱「大

樹將軍」。《誠齋易傳》：「齊欒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周易禪解》：「自立則不能，附人則仍吉，所謂倚松之葛，上聳千

尋也。佛法釋者，雖非大乘法門，若開權顯實，則彼所行亦即是菩薩道。

故必從上乘圓頓之解方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1。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2。 
◎九五，訟，元吉 3。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4。 
◎上九，或錫之鞶

音盤
帶，終朝三褫之 5。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6。 

 
淺註 

1.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周易集註》：「即，就也。命者天命

之正理也，不曰理而曰命者，有此象也。中爻巽，…命之象也。渝變也，…
安貞者，安處于正也。復即于命者，外而去其忿爭之事也。變而安貞者，

內而變其忿爭之心也。心變則事正矣。吉者雖不能作事于謀始之先，亦能

改圖于有訟之後也。 
九二九四皆不克訟，既不克矣，何以訟哉？蓋二之訟者，險之使然也，

其不克者勢也。知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逃。曰歸者，識時勢也。四之訟

者，剛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違，故復即于命。曰復者，

明理義也。九四之復，即九二之歸，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人能明理義，

識時勢，處天下之事無難矣。…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之象，以其居柔，

故又有復即命渝安貞之象。」 
 
2.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周易集註》：「始而欲訟，不免有失。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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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復渝，則改圖而不失矣。」 
【按】：本爻陽居陰位，不中不正，性好訟，與九五爭訟不克勝，應當恢

復不訟之天命
上卦乾與中爻巽

，終止訟之行為，並安住於此方吉。 
《周易禪解》：「九四亦是不正之剛，故不能自克以至于訟。然居乾

體，則改悔力強，故能復歸无過，而悟性命淵微之體。是則反常合道，猶

佛法中因取相懺而悟无生者也。」 
------------------------------------------------------------------------------------------------ 
3.訟，元吉：《周易集註》：「九五為訟之主，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

而得其平者也。凡訟，占者遇之則利見大人，訟得其理，而元吉矣。」 
 
4.訟，元吉，以中正也：《周易集註》：「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所以

利見大人而元吉。」 
【按】：本爻是訟之正位，象徵居尊位而聽訟，立場不偏不倚，有中正現

象，卦辭之利見大人亦由於本爻居中正。《大學》：「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孔子家語⋅在厄第二十》：「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

貢以所齎貨
把身上財物送人

，竊私自犯圍而出
突破重圍

，告糴
音迪，買糧

於野人，得米

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

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 
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

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

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

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 

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

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

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

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周易禪解》：「剛健中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至

小罪。恆懷大懼而不敢犯，大善而吉之道也。佛法，則性業遮業，三千八

萬，无不清淨者矣。」 
------------------------------------------------------------------------------------------------ 
5.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周易集註》：「或者，設或也，未必然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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鞶帶，大帶，命服之飾。又紳也，男鞶革，女鞶絲。…中爻為巽命令，錫

服之象也。故九四曰復即命…。褫，奪也。坎為盜，褫奪之象也。命服以

錫有德，豈有賞訟之理，乃設言以極言訟不可終之意。 
上九有剛猛之才，處訟之終，窮極于訟者也，故聖人言人肆其剛強，

窮極于訟，取禍喪身，乃其理也。設若能勝至于受命服之賞，是亦仇爭所

得，豈能長保？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即象而占之，凶可知矣。」 
【按】：《周易禪解》：「過極之剛，不中不正，數數犯過，數數改悔，

就改悔處，薄有慚愧之衣，猶如鞶帶。就屢犯處，更无一日清淨，猶如

三褫也。」 
 
6.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周易集註》：「縱受亦不足敬，況褫奪隨至，

其不可終訟也明矣。」 
【按】：錫同賜，本爻以陽居上，易逞剛強爭訟到底，下場終究不佳，即

時暫有所得
誥命之服

，亦不值得尊敬
小象辭

。如「牛李黨爭」中之牛僧孺與李

德裕，雖暫居相位，四十年的黨爭，最終導致唐朝時局混亂而不可收拾。 
《周易禪解》：「有過而改，名為慚愧，已不若无過之足敬矣！又何

必至三褫而後為恥哉？此甚誡人不可輒犯過也。」 
 

綜觀 

訟卦之核心思想為訟則終凶，不訟為吉，位於卦中，陽者好訟，九五

剛健中正，居君位，以中正無私之心，能息天下訟，故元吉；初六陰柔不

訟，曰不永所事，故終吉；六三居下卦頂，應於祖宗位，故以食舊德喻之，

雖處險境但陰柔不訟，故終吉；九二、九四為陽爻雖好訟但皆不克訟，因

九二論實力不及九五，能及時回歸而逃竄，回到其封邑，與其人三百戶則

無眚；九四能有復與渝之改變，能夠安住此改變則吉；上九處於卦頂，過

剛必欲爭訟至極，因對六三故可勝訟，然仍不足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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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卦第七 

師䷆坤(地)上 坎(水)下 綜卦比䷇  錯卦同人䷌  交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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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 地水師䷆ 地雷復䷗ 

卦辭、彖辭與象辭 

◎師 1，貞，丈人吉，無咎 2。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3。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4。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5。 
 
淺註 

1.師：《周易集註》：「師者眾也，其卦坎下坤上。以卦象論，地中有水，

為眾聚之象。以卦德論，內險而外順，險道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論，

一陽居下卦之中，上下五陰從之，將統兵之象也。二以剛居下，五柔居上

而任之，人君命將出師之象也。《序卦》：『訟必有眾起。』師興由爭，

故次於訟。」 
 

2.師，貞，丈人吉，無咎：《周易集註》：「貞者正也。丈人者，老成持重，

練達時務者也。凡人君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不得其正，則師出

無名。不擇其將，則將不知兵。故用兵之道，利於得正。又任老成之人，

則以事言，有戰勝攻取之吉。以理言，無窮兵厲民之咎矣。」 
【按】：《周易禪解》：「夫能自訟，則不至于相訟矣。相訟而不得其平

則亂，亂則必至于用師。勢之不得不然，亦撥亂之正道也。但兵凶戰危，

非老成有德之丈人何以行之？ 
佛法釋者，蒙而无過，則需以養之；蒙而有過，則訟以改之。但眾生

煩惱過患无量，故對破 法門亦復无量。无量對破之法名之為師，亦必以

正治邪也。然須深知藥病因緣，應病與藥，猶如老將，善知方略，善知通

塞，方可吉而无咎。不然，法不逗機，藥不治病，未有不反為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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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周易集註》：「以卦體卦

德釋卦辭。眾者，即周官自五人為伍，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也。正者，

即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此之正也。以者，謂

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中，而五陰皆所左右也。左右之使眾人皆正，樵蘇
打

柴砍草
無犯之意，則足以宣佈人君之威德，即王者仁義之師矣，故可以王。」 

【按】：《說文解字注》：「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

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4.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周易集註》：

「剛中而應者，為將不剛則怯，過剛則猛。九二剛中，乃將才之善者。有

此將才，五應之，又信任之專，則可以展布其才矣。行險者，兵危事也，

謂坎也。順者，順人心也，謂坤也。兵足以戡亂而順人心，則為將有其德

矣。有是才德，所以名丈人也。毒者，…若毒害，則非行險而順矣。言出

師固未免毒于天下，然毒之者，實所以安之，乃民所深願而悅從者也。民

悅而從，所以吉而无咎。」 
【按】：《說文解字注》：「毒，厚也。…毒兼善惡之辭。猶祥兼吉凶，

臭兼香臭也。易曰：『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皆謂厚民也。」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師是眾多法門，貞是出世正印也。能以

眾多法門正无量邪惑，則自利利他，可以為法王而統治法界矣。剛中則定

慧莊嚴，隨感而應，雖行于生死險道，而未嘗不順涅槃。以此圓頓妙藥，

如毒鼓、毒乳，毒于天下，而九界之民皆悉從之吉，又何咎矣！」 
 
5.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周易集註》：「水不外於地，兵不外

於民，地中有水，水聚地中，為聚眾之象，故為師。容者，容保其民，養

之教之也。畜者，積畜也。古者寓兵於農，故容保其民者，正所以畜聚其

兵也。常時民即兵，變時兵即民，兵不外乎民，即水不外乎地也。」 
【按】：君子當從師地中蓄水之象，取其容納蓄養之意，猶如地中有水方

可蓄養動植物一般，來畜養其民眾
古時農兵合一

，亦有隱藏兵於民下之意。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一切諸法中，悉有安樂性，亦悉具對治

法，如地中有水之象。故君子了知八萬四千塵勞門，即是八萬四千法門，

而不執一法，不廢一法也。此是善識通塞，如撫之則即民即兵，失之則為

賊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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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師出以律，否音ㄆㄧˇ臧，凶 1。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2。 
◎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 3。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

錫命，懷萬邦也 4。 
◎六三，師或輿尸，凶 5。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6。 
 
淺註 

1.師出以律，否臧，凶：《周易集註》：「專以將言，律者法也。號令嚴明，

部位整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法則是也。否者塞也，兵敗也。臧

者善也，兵成功也。若不以律，不論成敗，成亦凶，敗亦凶，二者皆凶，

故曰否臧凶。觀小象失律凶之句可見矣。初六才柔，當出師之始，師道當

守其法則，故戒占者師出以律，失律則不論否臧皆凶矣。」 
 
2.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周易集註》：「失律，否固凶，臧亦凶。」 
【按】：此強調出師紀律嚴明之重要，若無紀律之師，即便出師成功亦凶，

猶如秦軍無律敗崤山
蹇叔哭師

、闔閭
音驢

伐楚。 
《周易禪解》：「大司馬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對九種罪惡之討伐
九伐之法名之

為律。師出苟不以律，縱令徼幸成功，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

大，故凶。孟子所謂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也。佛法釋者，初機對治

之法，无過大小乘律，若違律制，則身口意皆悉不善而凶矣。」 
------------------------------------------------------------------------------------------------ 
3.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周易集註》：「在師中者，剛中也。錫命

者正應也。蓋為將之道，不剛則怯，過剛則猛，惟剛中則吉而無咎矣。吉

無咎者，恩威並著，出師遠討，足以靖內安外也。錫命者，或錫以褒嘉之

溫語，或錫以其物，如宋太祖之解裘
宋太祖見雪，囑咐人將所著之裘送至伐蜀之王全斌

是

也，乃寵任其將，非褒其成功也。曰錫命，則六五信任之專可知矣。…九

二為眾陰所歸，有剛中之德，上應六五，而為之寵任。」 
【按】：《周易禪解》：「以大將才德，膺賢主專任，故但有吉而无咎也。

陳旻昭曰：『九二以一陽，而五陰皆為所用，不幾為權臣乎？』故曰：

『在師中吉。』以見在朝則不可也。佛法釋者，有定之慧，徧用一切法

門自治治他，故吉且无咎，而法王授記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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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周易集註》：「天謂王也，

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委任之專也。王三錫命者，以其存心于天下，

惟恐民之不安，故任將伐暴安民也。」 
【按】：《周禮》：「壹命受職

職位
，再命受服

受助祭之命服
，三命受位

得立位於王

朝
。」錫同賜，九二得六五信任之專，故三賜命；中爻上卦均為坤，有萬

邦之相，九二居萬眾坤之下，且變後全卦為坤，故以懷萬邦象之。 
《周易禪解》：「佛法釋者，承天行而為聖行梵行等，所謂一心中五

行
聖行、梵行、天行、嬰兒行、病行

，故為法王所寵，而授記，以廣化萬邦也。」 
------------------------------------------------------------------------------------------------ 
5.師或輿尸，凶：《周易集註》：「或者，未必之辭。…進退不果，或之象

也，言設或也。輿者多也，眾人之意，即今輿論之輿。…尸者主也，言為

將者不主，而眾人主之也，觀六五弟子輿尸可見矣。六三陰柔，不中不正，

居大將九二之上，才柔志剛，故有出師大將不主，而三或主之之象，不能

成功也必矣，故其占凶。」 
 
6.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周易集註》：「曰大者，甚言其不可輿尸也。」 
【按】：《說文解字注》：「尸，陳也。…列也。…玉裁謂：『祭祀之尸

本象神而陳之，而祭者因主之。』」《周易集註》之輿尸係指軍權無主

之事，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且乘九二剛，猶如君王憂心而派遣監軍之事。 
輿尸另有載屍體之解，《說卦傳》：「坎為輿也為多眚。」且為危險，

故其不能成功也必矣，九二上載眾陰，猶如輿尸之相，但本說存疑。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

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

對曰：『…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

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

許諾。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詳

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

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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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禪解》：「不中不正，才弱志剛，每戰必敗，不言可知。佛法

釋者，不知四悉因緣，而妄用對治，反致損傷自他慧命。」四悉檀
成就眾生

之法
：第一義

以般若真相智慧開示
悉檀、世界

闡明世界因緣和合
悉檀、各各為人

觀機說法
悉

檀、對治
對症斷除貪瞋癡煩惱

悉檀。 
 
◎六四，師左次，無咎 1。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2。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3。象曰：長

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4。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5。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6。 
 
淺註 

1.師左次，無咎：《周易集註》：「師三宿為次，右為前，左為後，今人言

左遷是也。…左次謂退舍也。六四居陰，得正，故有出師，度不能勝，完

師以退之象。然知難而退，兵家之常。」 
 
2.左次無咎，未失常也：《周易集註》：「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聖人恐人

以退為怯，故言當退而退，亦師之常，故曰未失常。」 
【按】：《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六四柔居

陰位有退象，無應比於初六與六五，暫無力取勝，退而保存實力，故無

咎。如虞詡
音於許

增灶速行以退羌兵
敵強我弱、援兵未到

，有別於孫臏減灶誘龐涓。

用兵不利之際，退乃常道，猶如司馬懿見孔明退兵之陣，讚為古今奇才。

晉文公於城濮之戰退避三舍，守信為上，即為明證。 
《周易禪解》：「雖柔弱而得正，不敢行險徼倖以自取敗，故无咎也。

佛法釋者，此如宣律師不敢妄號大乘。」 
------------------------------------------------------------------------------------------------ 
3.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周易集註》：「田

乃地之有水者，…禽害禾稼，寇盜之象也。坎為盜，亦有此象。執者興師

以執獲也，…。言者，聲罪以致討也。…无咎者，師出有名也。…長子即

丈人，自眾尊之曰丈人，自爻象之，曰長子…。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得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

故為田有禽之象。應敵興兵，利于執言，占者固无咎矣，然在將又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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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若專于委任，使老成帥師以任事可也，茍參之以新進之小人，俾為弟

子者，參謀輿尸于其間，使長子之才，有所牽制，而不得自主，則雖曰有

禽乃應敵之兵，其事固貞，然所任不得其人，雖貞亦凶矣。因六五陰柔，

故許以无咎，而又戒之以此。」 
 
4.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周易集註》：「若弟子，

則使之不當也。以中行，推原其二之辭，使不當，歸咎於五之辭。」 
【按】：此即師出有名，田有禽侵入傷害稼穡

音價色
，仗義討禽則無咎。須

以九二之長子
中爻震卦

率兵，不可由其他弟子率師以避禍。猶如晉惠公允割

地賄秦，繼位後背信，後又趁秦國飢荒時，以怨報德攻打秦國，秦穆公

親征抵禦，擒而囚之，後考量秦穆姬
同父異母姊

以死諫為由而赦免之。 
使不當即闡明：敗仗之責雖在將軍，但追根究底仍為君王任人不當之

過。如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後自上表自貶為右將軍之事。 
《周易禪解》：「柔中之主，當此用師之時，仗義執言以討有罪，固

无過也。但恐其多疑，而不專任九二之長子，故誡以弟子輿尸，雖正亦凶。 
佛法釋者，田中有禽，妨害良禾，喻心有煩惱，妨害道芽也。利執言

者，宜看經教以照了之也。然看經之法，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依智不依識。若能深求經中義理，隨文入觀，則如長子帥師；若但著文字，

不依實義，則如弟子輿尸，雖貞亦凶。此如今時教家。」 
------------------------------------------------------------------------------------------------- 
5.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上六處師之極，象徵用兵結束，大君指

天子，天子有誥命，《周易集註》：「…命者，命之以開國承家也。坤為

地，為方國之象也，故曰開國。開者封也，承者受也，功之大者開國，功

之小者承家也。小人，開承中之小人也。陽大陰小，陰土重疊，小人之象

也。勿用者，不因其功勞而遂任用以政事也。…光武雲臺之將得與公卿參

議大事者，惟鄧禹賈復數人而已，可謂得此爻之義者矣。 
上六師終功成，正論功行賞之時矣，故有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之象。然

師旅之興，效勞之人，其才不一，販繒
音增，古代對絲織品的總稱

屠狗之徒亦能樹

其奇功，不必皆正人君子。故開國承家，惟計其一時得功之大小，不論其

往日為人之邪正，此正王者封建之公心也。至于封建之後，董治百官，或

上而參預廟廊之機謀，或下而委任百司之庶政，則惟賢是用，而前日諸將

功臣中之小人，惟享其封建之爵土，再不得干預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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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周易集註》：「正功者正

功之大小也，亂邦者小人挾功倚勢，暴虐其民，必亂其邦。王三錫命，命

于行師之始，惟在于懷邦。懷邦者，懷其邦之民也。大君有命，命于行師

之終，惟恐其亂邦。亂邦者，亂其邦之民也。聖人行師，惟救其民而已，

豈得已哉。」 
【按】：用兵結束建國之後，須後按其功大小封賞，但朝中之事勿用小人，

會擾亂國家。可參考《呂氏春秋⋅當賞》：「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

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

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

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

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
伺候、勞役、園匠等工徒

，則陶狐將為首矣。」 
《周易禪解》：「方師之始，即以『失律凶』為誡矣。今師終定功，

又誡小人勿用，夫小人必徼倖以取功者耳。蘇氏云：『聖人用師，其始不

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佛法釋者，正當用對治時，或順治，或逆治，于通起塞，即塞成通，

事非一概。今對治功畢，入第一義悉檀，將欲開國承家，設大小兩乘教法

以化眾生，止用善法，不用惡法。儻不簡
剃除、捐棄

邪存正，簡愛見而示三

印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一印
實相

，則佛法與外道幾无辨矣。 
 

綜觀 

師卦主要論述戰爭之道，「師貞」強調其正當性；「田有禽，利執言」

強調師出有名；「師出以律」則論述紀律之重要性；「在師中吉」、「師左次」

則講述將帥指揮之原則，須行剛柔並濟之中道，且有靈活性；但用兵之際

須以長子帥師，避免弟子輿尸；建國弭兵之後則須小人勿用，此即強調應

適才任用，但應按功論賞。 
從爻觀之，初六為師出之初強調紀律，無律則不論勝負皆凶，九二剛

中用師且得上應；六三過剛不中不正，以弟子輿尸之故，凶；六四柔居陰

位，有退卻但無損於師正之象；六五居君位，抵禦外患侵犯，師出有名，

惟須適才任用；上六建國弭兵，論功封賞須公正，但不可以小人當位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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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卦第八 

比䷇ 坎(水)上 坤(地)下  綜卦師䷆  錯卦大有䷍  交卦師䷆ 

 初至四爻 二至五爻 三至上爻 初至五爻 二至上爻 

卦中卦 坤䷁  山地剝䷖ 水山蹇䷦ 山地剝䷖ 水地比䷇ 

卦辭、彖辭與象辭 

◎比 1，吉。原筮元永貞，無咎 2。不寧方來，後夫凶 3。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無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4。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5。 
 
淺註 

1.比：《周易集註》：「比，親輔也，其卦坤下坎上，以卦象論，水在地上，

最相親切，比之象也，以爻論，五居尊位，眾陰比而從之，有一人輔萬邦，

四海仰一人之象，故為比也。《序卦》：『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所以次師。」 
 

2.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周易集註》：「原者再也…。非真以蓍草

筮之也。…《彖辭》皆曰以剛中言。蒙剛中在下，故能發人之蒙，比剛中

在上，故有三德，而人來親輔也…。元者元善也，即仁也，永恒也。貞，

正也，言元善長永貞固也，無咎者，有此元永貞之三德也。」 
【按】：原蒙曰初筮，重在真誠，比曰原筮，強調謹慎，非定要占卜。原

有溯源與再之義，《周易本義》：「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

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即交友當審視其是否能讓自己長善？

此友是否可以長久？交友動機是否純正？再三斟酌審視後方能无咎。 
 
3.不寧方來，後夫凶：《周易集註》：「不寧者，不遑也，四方歸附，方新

來者不遑也，猶言四方歸附之不暇也。坤為方，故曰方。後夫凶者，如萬

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也。…此夫指九五也，陽剛當

五，乃位天德，元之象也。四陰在下，相率而來，不寧方來之象也，一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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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亢于上，負固不服，後夫之象也。」 
【按】：上坎險象徵不寧，下坤象徵四方，九五主爻中正而安，下有四陰

象徵來。另解：方表開始，亦即後夫見眾人親比於九五，心不寧方來親

比九五，此為後夫凶。從理言之，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皆親己，

故在先者吉；若在後而至者，人將疏己，親比不成，故後夫凶。 
《周易禪解》：「用師既畢，踐天位而天下歸之，名比，比未有不吉

者也。然聖人用師之初心，但為救民于水火，非貪天下之富貴。今功成眾

服，原須細自筮審，果與元初心相合而永貞，乃无咎耳。夫如是，則萬國

歸化。而不寧方來，彼負固不服者，但自取其凶矣！ 
佛法釋者，善用對破法門，則成佛作祖，九界歸依，名比。又，觀心

釋者，既知對破通塞，要須道品調適，七科三十七品相屬相連名比。仍須

觀所修行，要與不生不滅本性相應，名原筮，元永貞，无咎。」 
 
4.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無咎，以剛中也。不寧方

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周易集註》：「釋卦名義，又以卦

體釋卦辭。比，吉也…。比輔者，言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也。蓋

輔者，比之義，順從者，又輔之義。 
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以者因也，因有此剛中之德也。剛中，

則私欲無所留，所以為元善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

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九五居上，群陰應于下，上下

相應，所以不寧方來。道窮者，理勢窮蹙，无所歸附也。」 
 
5.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易集註》：「物相親比而無

間者，莫如水在地上，先王觀比之象，建公侯伯子男之國，上而巡狩，下

而述職，朝聘往來，以親諸侯，諸侯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則視天下猶一

家，視萬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彖則人來比我，象與諸爻則我去比

人，師之畜眾，井田法也，比之親侯，封建法也。秦惟不知此義，故二世

即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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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辭與小象辭 

◎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
音否

，終來，有它吉 1。象曰：比之初六，

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2。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3。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淺註 

1.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周易集註》：「有孚者，

誠信也。比之者，比于人也。誠信比人則无咎矣。缶，瓦器也，以土為之，

而中虛，坤土陰虛之象也。盈者充滿也，缶，坤土之器，坎，下流之物，

初變成屯，屯者盈也，水流盈缶之象也。 
若以人事論，乃自一念，而念念皆誠，自一事而事事皆誡，即盈缶也。

有孚即孟子所謂信人，盈缶則充實之謂美矣。來者，自外而來也。他，對

我言。終，對始言。初六，乃比之始，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故無咎。

若由今積累，自始至終，皆其誠信充實于中，若缶之盈滿，孚之至于極矣，

則不但无咎，更有他吉也。」 
 
2.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周易集註》：「言比不但無咎，而即有他吉，見

比貴誠實也。」 
【按】：初六總述爻之原則，強調一、比之關鍵在初始，二、初始關鍵在

誠信，三、誠信貴在堅持到底。而初六離九五最遠，須累積誠信待時則

有他
後應九五

吉。 
《左傳》：「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

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
應係間諜

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

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

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

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

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周易禪解》：「柔順之民，率先歸附，有孚而无咎矣。下賤之位，

雖如缶器，而居陽位，有君子之德焉，故為有孚盈缶，將來必得徵庸，有

他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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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佛法者，初六如人道，六二如欲天，六三如魔天，六四如禪天，九

五如佛為法王，上六如无想及非非想天。今人道易趣菩提，故有他吉。約

觀心者，初六如藏教法門，六二如通教法門，六三如愛見法門，六四如別

教法門，九五如圓教真正法門，上六如撥无因果邪空法門。今藏教正因緣

境，開之即是妙諦，故有他吉。」 
------------------------------------------------------------------------------------------------- 
3.比之自內，貞吉：《周易集註》：「二在內卦，故曰內。自內者，由己涵

養有素，因之得君，如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應成湯之聘也…。柔順中正，

上應九五，皆以中正之道相比，蓋貞而吉者也。」 
 
4.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周易集註》：「中正故不自失。」 
【按】：《誠齋易傳》：「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毋寧臣求君，非不

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

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為也。故程子謂伊尹、

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本爻亦可視為從內心去親比九五，兩爻皆正，類似有君子之交淡如水，

古時帝王與布衣之交多類似於此。從修行角度觀之，依教奉行之比遠勝於

隨侍於側之親比。 
《周易禪解》：「柔順中正之臣，上應陽剛中正之君，中心比之，故

正而吉也。佛法釋者，欲天有福，亦復有慧，但須內修深定，又通教界內

巧度，與圓教全事即理相同，但須以內通外。」 
------------------------------------------------------------------------------------------------- 
5.比之匪人：《周易集註》：「三不中不正，已不能擇人而比之矣，又承乘

應皆陰，故為比之匪人。二之中正而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 
 
6.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周易集註》：「傷，哀傷也，即孟子哀哉之意，

不言其凶，而曰傷乎者，蓋惻然而痛憫也。」 
【按】：本爻自身不中不正，無應於陽爻，且上六又為比之無首，所親比

者皆為不恰當之人，其凶不言而喻。而三四五之中爻為艮止，象徵與九

五之關係受阻。 
如李斯比之趙高與胡亥。李斯見家鼠之荒、倉鼠之裕，而感富貴之要，

師於荀子，學後拜別荀子而曰：「詬
恥辱

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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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
指自己與荀子

，非世而惡利
抨擊社會而厭惡爭利

，自托於無

為
寄情於淡泊名利

，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李斯至秦國後，大受秦始皇之重用，逐步掌握實權，秦始皇本欲召用

韓非，李斯懼怕韓非受重用後失勢，故誣陷韓非，並鴆殺於獄中。秦始皇

薨後，李斯與趙高偽擬詔書傳位於胡亥，並賜死太子，後李斯被趙高誣陷

腰斬棄市，此乃自比於非人。若因時勢之迫而比之匪人，則如蔡邕被迫比

於董卓，邕後被王允賜死於獄中、徐庶被迫比於曹操，庶鬱鬱寡歡，不出

一策而終老於魏。 
《周易禪解》：「不中不正，居下之上，又无陽剛師友以諫諍之，故

曰『比之匪人』。佛法釋者，魔波旬无一念之善，又愛見決不與佛法相應。」 
 
◎六四，外比之，貞吉 1。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2。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3。象曰：顯比之吉，位

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4。 
◎上六，比之無首，凶 5。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 6。 
 
淺註 

1.外比之，貞吉：《周易集註》：「九五外卦，故曰外，謂從五也。之字指

五，本卦獨九五為賢，六二以正應而比之，脩乎己而貞吉也。六四以相近

而比之，從乎人而貞吉也，於此見易之時。六四柔順得正，舍正應之陰柔，

而外比九五剛明中正之賢，得所比之正者矣，吉之道也。」 
【按】：《周易禪解》：「柔而得正，近于聖君，吉之道也。但非其應，

故名外比，誡之以貞。佛法釋者，色界具諸禪定，但須發菩提心，外修

一切差別智門。又別教為界外拙度，宜以圓融正觀接之。」 
 
2.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周易集註》：「五陽剛中正，故言賢。居尊位，

故言上。言六四外比，豈徒以其賢哉。君臣大分，亦以安其從上之分也。」 
【按】：本爻與六二皆比於九五，然二遠四近，六四離下坤卦眾陰爻之朋

而從上比賢，有無私從公貞吉之相，此似加拿大親比於美國之事。 
《周易禪解》：「九五既有賢德，又居君位，四外比之，理所當然，

亦分所當然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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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周易集註》：「顯者，顯然

光明正大無私也，言比我者無私而我亦非違道干求比乎我也。下三句，顯

比之象也。三驅者，設三面之綱，即天子不合圍也…。不誡者，禽之去者

聽其自去，邑人不相警誡，以求必得也。不誡者，在下之無无私。不合圍

者，在上之无私，所以為顯。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群陰求比于己，顯其比而無私，其比而

無私，其不比者，亦聽其自去，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有此象。」 
 
4.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周

易集註》：「位正中，即剛健中正，居尊位也。用命不入網而去者為逆，

不我比者也。不用其命，入網而來者為順，比我者也。人中正，則不貪得，

邑人不誡者，以王者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不貪得，猶上有以使之

也。所以失前禽，邑人不誡。」 
【按】：本爻一陽獨居九五陽位，為盡善盡美、光明正大之比，本爻為卦

主，故有顯比之象，王用三驅係設三面之網
網開一面

，趕禽入網，禽逆來趣

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
後象之捨逆取順

，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

常失前禽也。此亦有親比之時不強求，捨悖逆、取順從者之意。 
此亦有聖君討伐

師卦之後
暴君之比喻，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邑人不誡

。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周易禪解》：「陽剛中正，為天下之共主，故名顯比。而聖人初无

意于要結人心也，如成湯于四面之網解其三面，任彼禽獸驅走，雖失前禽，

邑人亦知王意而不警誡。此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吉之道也。 
佛法釋者，法王出世，如果日當空，名顯比，三輪施化，又初中後

小

乘至大乘
三語誘度，又令種熟脫三世得益，名『王用三驅』。于无緣人善用

大捨三昧，即諸佛弟子，亦不強化无緣之人，名『失前禽，邑人不誡』。 
觀心釋者，實慧開發，如赫日麗天，名顯比，一心三觀，又轉接會前

前述三語
三教，名『王用三驅』，覺意三昧，隨起隨觀，不怕念起，只怕覺

遲，一覺則歸于正念，不以前念之非介懷，名『失前禽，邑人不誡』。」 
------------------------------------------------------------------------------------------------- 

http://ctext.org/shang-shu/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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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之无首，凶：《周易集註》：「九五已與四陰相為顯比，至上六則不能

與君比，是比之無首，其道窮矣，故蹈後夫之凶。」 
 
6.比之無首，無所終也：《周易集註》：「無所終，即後夫凶。」 
【按】：本爻乘剛無應，象徵後夫不中之凶，居上位應以無終言之，但強

調無終之關鍵為開始，故曰無首，即沒有開始，因其無從開始，強調比

應從速。《誠齋易傳》：「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
小白流亡至譚國時，譚君不以禮待

之，歸國繼位後，亦不派人賀之
，其凶何如哉。」此如南唐李煜歸宋之遲，歷史記

載，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本稱臣於宋，

後宋太祖令之至汴京，煜託病不往，遂令曹彬征之，後被俘，封違命侯，

鬱鬱終日。 
《周易禪解》：「陰柔无德，反據聖主之上，眾叛親離，不足以為人

首矣。佛法釋者，窮空輪轉，不能見佛聞法，假饒八萬劫，不免落空亡。

觀心釋者，豁達空，撥因果，自謂毗盧頂上行，悟得威音王那畔又那畔
前

後之意
，實不與真實宗乘相應。業識茫茫，无本可據，生死到來，便如落湯

螃蟹也。」 
 

綜觀 

比卦主要論述親比之道，古人建國，先以武力師卦征討平亂，後以政

治懷柔安撫比卦，九五為卦主，陽剛居中得正，象徵統理萬方之君，故強

調其中正，寬懷用三驅故邑人不誡；初六強調比之初始貴在誠信之積累；

六二中正，強調下雖應於上，但堅守正道，不可汲汲營營去追求；六三則

因自身不中不正，邪惡相感，故所比之亦為匪人；六四與六二類似，但更

近於君，故曰從上；上六乘剛無應，故為比無所終之凶，但其原因為比之

初始未速，為後夫，初始未正，後必有凶。 
從屯至此六卦，皆有坎焉，坎得乾之中爻，蓋中道妙慧也，其德為陷

為險，夫煩惱大海，與薩婆若海，豈真有二性哉，且從古及今，无不生于

憂患，死于安樂，故四諦以苦居初，佛稱八苦為師，苦則悚惕而不安，悚

惕不安，則煩惱海動，而種智現前矣，聖人序卦之旨，不亦甚深也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AE%E5%9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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