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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济卦卦象：《易经》第64卦：坎下离上 

上九  _____  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六五  __ __  爻辞：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九四  _____  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三  __ __  爻辞：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二  _____  爻辞：曳其轮，贞吉。 

初六  __ __  爻辞：濡其尾，吝。 

未济卦卦辞：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卦彖辞：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

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未济卦大象：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一） 

    第六十四卦未济卦。未济卦卦辞：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就是既覆且变，从前面的既济过来的。前面是水火既济，这边是火水

未济。未济就代表还没有完，还没有过河，它这边就说了，未济卦通达，然

后小狐狸快要渡过河，浸湿了尾巴，没有适宜的事。这边为什么提到未济通

达？因为未济你把它当作一个卦名的话，意思就是未济代表说，你还没有通

过，那你要设法通过，所以可以说它是通达。通达有时候不见得是现在，它

告诉你说你现在还没有做完，你我要继续做，它才会通达。所以我们在念卦

辞的时候，因为它太短了，所以后面的彖传就会补充说明。 

    那么你先看《易经.序卦传》：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整个序

卦的结束就在这里，就加一个终焉，最后结束了。怎么说呢？既济卦是久则

穷，所以必须重启生机，以显示变易而不穷的《易经》原理。也就是以未济

卦来作为六十四卦的压轴，未济是还没完成也还未结束，代表天道运行周而

复始，不是六十四卦结束，还没有结束。它以未济作为六十四卦最后一卦，

含有深意。代表这个宇宙，还是在继续运转。那么怎么去取象呢？它就用小



狐狸，小狐狸游水过河浸湿了尾巴无法成功。为什么提到小狐狸呢？因为老

狐狸都很有经验的，我们说老狐狸，就讲一个人很精，对不对？他就知道怎

么样，有经验，它知道怎么过河。小狐狸的话就在尝试错误，慢慢学习，所

以过河的时候浸湿了尾巴，就不能成功。未济卦怎么来的？当然是否卦，因

为前面的既济卦是泰卦，未济就是否卦，否卦的二跟五换位就变成未济。 

    未济卦彖辞：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

，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你看到柔得中你也知道，是指六五而言

，六五就是柔，得中就是它了。小狐狸快要过河，是说它没有离开中间的位

置，浸湿了尾巴，没有合适的事，它不能游到终点。刚强者与柔顺者位置都

不恰当。这时候你看，前面讲既济卦六爻皆在当位，这边讲未济卦六爻皆不

当位，没有一个爻在正位，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它为什么呢？上下完全相

应的，就是你不当位，但是你全部都正应了。 

    未济卦大象：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在水的上方，君子

怎么办？要慎重分辨物类，使它们各居其所。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

个大象一出现的时候，忽然之间感觉到怎么跟前面的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

取象直接从它的卦，火跟水这些来取象。那么火跟水要分道扬镖，火向上烧

，水向下流，各自发展不相为用，就不能做成事情。你说前面的既济卦，是

水火既济，水火放在一起的话，火把水烧开了，我们就可以喝水，两个都可

以发挥它的用处产生效果。现在是倒过来了，火在上面，水在下面，那两个

分道扬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分辨物类各居其所，再作最完善的运用。 

    （二） 

    初六爻辞：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初六浸湿了尾

巴有困难，它是不知道有终点的缘故。初六在全卦底部，为尾，这没有问题

。上六有两坎，跟前面类似，一个是下卦坎，一个是互坎。坎是水，亦即尾

巴在水中，是为濡其尾。因为初六在最底部，而它本身在坎卦，又有一个互

坎在前面，它要渡过这两条河，那么宽不容易的。它阴爻居刚位，缺乏动向

，上有九四正应，使它不安现实。为什么？因为我初六跟九四正应，我虽然

力量不够，我想往上走，这个爻本来就是要由下往上的，但它甚至不知道渡

河须以过河为其终点。有些人过河的时候，忘了自己在过河，在中间就觉得

没事，最后没过河，恐怕就反而造成了危险。 

    九二爻辞：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曳其轮，

刚刚也看过了，在既济卦的这个是初九，那现在九二拉住车轮，正固吉祥。

九二跟六五正应，它以阳刚居下，上临阴柔之主，必须有所戒惕，九二在下

卦坎中，坎为弓轮，为曳马，所以说曳其轮，九二居中可以行正，所以它叫

做贞吉，这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九二跟六五的关系怎么样？就是九二是



阳刚，六五是阴柔，等于是一个阳刚之臣遇到一个国君，他没有什么决断力

的，那你只好自己设法守住正道了。 

    （三） 

    六三爻辞：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它

只讲前面一半，你是位不当，所以就变成是贞凶，往前进会有凶祸，它为什

么后面又说利涉大川？六三在下卦坎跟互坎中，也是一样，前后都是水，水

要利涉大川跟这个有关。所以你还没过去，你前后都是水，代表你还没有过

了这个河。坎是危险，但是它有上九正应。上九在全卦是最终的位置，所以

利涉大川。六三是阴爻，它跟随上九是非常合理的，有正应，所以变成它有

这个力量，可以利涉大川。六三以阴爻居刚位，在上下二卦之间，是位不当

也，所以未济征凶，这就是要解释它爻辞为什么这样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复

杂。九四跟前面我们看过的九三就有相关性了。 

    九四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

悔亡，志行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到周朝的祖先也讨伐鬼方，我们在前

面的既济卦也是九三，高宗伐鬼方，直接把高宗说出来。那么在九四的时候

，它提到在这个地方，在未济卦的九四。那么由史实看来，所描述的是，周

朝的季历讨伐鬼方之事，这不是同一个时代。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

逾梁山而避于岐下，他的儿子遂伐西落鬼戎。西落，落就是方，伐这个西方

的鬼戎，称作鬼戎，因为人跟人不了解就很容易把对方想成不太正常的情况

。谁是季历呢？季历是周文王的父亲，所以这个是周朝怎么样振作起来的，

这个武乙是商朝高宗之后的，第五世商王，隔了很久。在既济卦里面讲到那

个武丁传了五代之后到这个武乙，武乙非常暴虐，在《尚书》里面也提到过

这个人。这个人他认为自己是天子，天不怕，地不怕，他就做一个人像，说

这是天神，然后用箭射他。就是说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我就做一个天

神的像挂起来射，这是武乙。所以商朝到后来，一直传到商纣王，中间有不

少是莫明其妙的天子。所以周朝才有机会，从一个很小的部落慢慢发展出来

。那么震卦是诸侯，在这里我们看，九四是诸侯的位置，在这边是用为振奋

之意。诸侯也可以称君，所以各种取象可以参考既济卦九三解读部分。三年

有赏于大国，是说季历受到商王朝的封赏。有赏于大国，这边称大国，而不

称它什么，不称它真的国君，是因为两边在对抗了，我这个在西边的诸侯是

小的，你是中央政权，但你是大国，它是从这边来看的。九四有初六正应，

是志行也，它也因而正固吉祥，并且居位不正的悔也会消失，所以这边谈到

九四算是不错的。 

    （四） 



    六五爻辞：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晖吉也。好不容易又出现吉了。六五是正固吉祥，没有懊恼，君子的光明在

照耀，有诚信，吉祥，它的光辉带来吉祥。六五是否卦变成未济卦时，由六

二升上来的。否卦上乾，戟为君子。六五来到上乾，使它变为上离，离为明

。所以说什么？君子之光。上面是离卦，离卦代表光明，这个没有问题，那

君子的话，是来到上面的乾卦，乾为君子，所以这边并没有特别讲君，国君

，反而只是说君子，为什么？因为它在这个卦里面，九二反而是重要的，阳

刚在中间的大臣。六五的话，它在靠底下来辅助，六五有九二正应，全卦下

坎上离，坎为月，离为日，形成日月辉映之象，日月合起来就是明这个字。

日月为明，那这边又把那个日月，变成是辉映了，就变成君子之光，光明的

意思。 

    上九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

首，亦不知节也。最后这个字看到没有？也是不知道节制的缘故。你居安思

危之外，你还要知道自我节制，这就是所谓人生哲学在里面，从生活经验可

以得到的。上九有诚信而去喝酒，没有灾难，浸湿了头，有诚信也无法没有

灾难。先说你没有灾难，然后说你有诚信也无法没有灾难，因为你这个喝酒

喝到头都湿了，可以想象什么情况呢？大概是把酒往头上倒的，就是不知道

节制了。上九为什么喝酒呢？它有六三正应，又有六五相承，所以说它有孚

。它有诚信是因为六三跟它正应，六五奉承它，所以上九本身以为自己是非

常的稳健了。底下有两坎，一个是坎，一个是互坎。坎为酒，它可以饮酒而

无咎，因为它有诚信，受到别人的信赖。但是上九是头就好象你前面讲狐狸

的尾巴，那这边讲的是最高的头，它跟既济卦的上六处境一样，也遇到了濡

其首的问题，即使有孚也会失是，就是失去无咎这种好运。它最后无咎本来

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喝醉酒那就不行了。 

    古人对酒确实我看是又恨又爱的。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常常

觉得自己很抱歉，因为大家聚会的时候喝酒，我都不喝酒。一说不喝酒，整

个所气氛都不一样，就变成好象这个很尴尬。一说喝酒的话，大家都很兴奋

，酒喝下去之后话就多了，当然就比较熟悉了，也比较轻松了。在《尚书.酒
诰》里面有：把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为辜。就是告诉你喝酒的害处

，就是劝你不要喝酒，因为喝酒真的误事。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学《易经》

的时候，看到这些喝醉酒或者怎么样，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

照。所以在整个《易经》结束的时候，到了未济卦最后，它还是提醒，喝酒

而浸湿了头，是不知道节制的缘故。 

    我们看看最后程颐怎么说，因为我们讲易理很多地方受到程颐的启发。程

颐说：上九，居未济之极，非得济之位，无可济之理，则当乐天顺命而已。

他写文章写得不错的，你说你居未济之极，你在未济卦最高位置，非得济之



位，你并没有得到济，已经过去的这个位置，因为你没有位置，上九已经到

最后了，并且不当位，无可济之理，就是你没有这个让你可以渡过的道理，

最后该怎么办？乐天顺命。我们讲乐天知命，他再进一步，乐天知命还乐天

顺命，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你就能够知道安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学《易经

》六十四卦讲完毕，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同学们第一次学《易经》，有

这个耐心，一路坚持到现在值得尊敬，应该给自己一些鼓励，所以在此谢谢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