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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卦卦象：《易经》第19卦：兑下坤上（地泽临） 

上六  __ __  爻辞：敦临，吉，无咎。 

六五  __ __  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四  __ __  爻辞：至临，无咎。 

六三  __ __  爻辞：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九二  _____  爻辞：咸临，吉，无不利。 

初九  _____  爻辞：咸临，贞吉。 

临卦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卦彖辞：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

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临卦大象：泽有上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一） 

    第十九卦临卦，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消息卦。因为它两个阳爻在底

下连在一起，上面四个阴爻，叫做地泽临。这个临卦有什么特点？在这里我

想先说明一下。所谓的消息卦是同性爻由下往上走，它已经有两个阳爻出现

了，它的趋势很明显，接着就会三个阳爻，四个阳爻一路上去。所以在临卦

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提醒你，这个是代表阳，它一路往上冲，这个时候形势

一片大好。但是形势越好的时候你越要小心，就是要配合这个形势的发展，

不可大意。所以在临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这种提醒很少见，我们看它的卦

辞就知道了。 

    临卦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前面才说元亨利贞，最为通

达，适宜正固，后面立刻转一个弯，到了八月将有凶祸。你在这个卦辞里面

看到凶，很少。那临卦明明是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反而说凶呢？说穿了，

还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四个字，你学《易经》学到最后，真的了解也愿意去做

，居安思危。人生还有什么问题呢？我现在很顺利，我就要想到将来会有困

难，你把这个观念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所以呢？它这边就直接告诉你，



至于八月有凶。那好了，为什么说至于八月有凶呢？有些人占卦，他有时候

很巧，正好七月份占，看到这个吓也吓死了，八月有凶，下个月不就完蛋了

？这有时候不是讲那么直接的哪一个月，它是就消息卦可以配合季节来说的

。这样一来就变成相对的位置，等于是有一段时间了，不是说马上就要出现

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易经.序卦传》说：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

临。临者，大也。看到没有？大这个字，代表阳爻一路往上走。事实上在这

个时候，阳爻还只有两个爻，它就已经说是大了代表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就特别说，临卦是十二月，泰卦是正月，大壮卦是二月

，夬卦是三月，乾卦是四月，姤卦是五月，遁卦六月，否卦七月，观卦是八

月。临卦的覆卦就是观卦，就是把临卦整个倒过去就变成观卦，就是下一个

要解释的。虽然这边告诉你说，你现在很顺利吗？你要想到相对的情况，将

来也会出现，所以以至于八月有凶，先提醒你。我们有时候会看不太懂，但

是其实没关系，你只要看到后面的卦，卦辞后面的彖传，就知道说，前面看

不懂的，在后面一解释就很清楚了。 

    临卦彖辞：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

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你看到没有？至于八月有凶，讲了半天就是消不久

也。什么叫消？我们说过，消跟息不一样，息代表成长了，消代表消退了。

所以翻译就在翻译什么？我们先看最后一句，因为消退之期不久将会来到。

临卦，刚强者渐渐发展而成长。所以它整个强调的就是，刚强者渐渐发展而

成长，这是关键。喜悦而柔顺，刚强者居中而有应合。我们就看，刚强者有

应合是谁呢？当然是九二了。因为刚强者居中只有一个，九二是刚强者居中

。谁跟它应合呢？六五跟它应合。喜悦而柔顺，底下是一个喜悦，兑卦；上

面是一个坤卦，叫柔顺。大通达又能正固，这是天的运行法则。经常会提到

天之道也，天行也，这是说明什么？就是四季。天的运行法则其实有它的规

律，太冷了就会慢慢温暖，太热了就会慢慢变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物极必反，它会回到对方去了。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八月有凶，

只是提醒你消退之期不久将会来到，没有别的复杂的好象哪一个月份一定如

何。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小看这个，有时候就那么巧，因为你偏偏不占

别的，占到这个卦。那正好碰到八月出事也有可能，像这个在事实上是有可

能出现的。 

     （二） 

     临卦大象：泽有上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沼泽之上有大

地，这就是临卦，君子由此领悟要怎么样？教导思虑而不懈怠，包容保护百

姓而无止境。在这里提到教导思虑而无懈怠，为什么提到要让别人去教导思

虑呢？因为兑为口，它可以教别人。你在临卦里面看到教思无穷，无穷这两



个字就跟地有关，因为大地是无边的。后面讲无疆，又讲无穷，又讲无疆，

都跟这个地有关。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什么？第二点解读，大地有思的特

性。这个思怎么来的？思想的思。思这个字来自于《尚书.洪范篇》。因为最

早提到五行的，是在《尚书.洪范篇》。很多人说这五行，是不是证明《尚书.
洪范篇》是后期伪做的，其实不然。为什么？你真的念《尚书.洪范篇》的话

，就会发现，它讲的是非常原始的素朴的观念。什么叫素朴呢？它就提水火

木金土，它是这样提的顺序。水曰润下，火曰炎上，这就是最原始的描写。

水就是往下去滋润，火就是往上烧。木呢？木曰曲直。树木有弯曲的，有直

的。然后金曰从革，金就是可以让你顺着去改变，你可以冶炼，你现在做成

金属工具，都是把那种金属矿藏加以冶炼，叫金曰从革。然后土爰稼穑，土

就可以让你种植五谷。 

    所以在《尚书.洪范篇》里面谈到五行的时候，绝对不是五行相生相克，没

那回事。五行相生相克，是在汉代以后特别强调的，然后再说得很多，五德

终始，说得更复杂了，还配合颜色，你这个朝代穿黑色，他那个朝代穿红色

，谁克谁，那都不是原始的观念。原始的观念就是很素朴，素朴到什么程度

呢？五行之外呢？我们讲洪范九畴，九个范畴，第一个五行，第二个五事。

我们简单写一下，这个各位查书都很容易查到的。五行就是：水、火、木、

金、土。第二个是五事，事是对人来说的，人的世界才有所为的事，因为什

么事情而做的什么事情。这个事是开始的时候，从人的身体表现出来。这五

事就是：貌、言、视、听、思。人所表现出来五种，可以让你看到的特色。

但是五行跟五事怎么配合呢？它不是正好配合的，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你

看到貌，你想到哪一个？你看到言想到哪一个？看到视，你先猜哪一个比较

容易？这个视当然是跟火有关了，看得见嘛，火代表光亮了。那么听的话，

我们也说过，听是跟水有关，所以这很容易，这是眼睛这是耳朵。那么说话

代表什么呢？说话代表冶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话代表我断定这是什

么，这个跟金有关。那貌跟哪一个有关？貌跟木有关，一朵花，树木开起来

很好看，叫做貌。那最后呢？土跟思有关。 

    所以水火木金土，你要跟人的表现配合的话，貌言视听思，那最后这个土

跟思连在一起，从这边来的。因为《尚书.洪范篇》本身也非常古老，《易经

》更不要说了，非常古老。所以非常古老的材料呢？它们之间可以互相配合

。所以古人提到土的时候，觉得大地很安定，安定才能够思考。你说你现在

思考跑来跑去，胡思乱想而已，所以这是简单的背景我们说一下，在将来还

会出现。只要提到土地，就会觉得可以思考，并且土地的话，有一种甘甜。

为什么甘甜呢？如果继续讲的话，水的话是什么味道？咸。因为润下，到海

水变咸了。火的话呢？苦。东西烧焦了都会苦的。木的话呢？酸。我们现在

吃的水果，如果你没有放一段时间，都是酸的，很少有水果在树上就是甜的

，很少。都要放久了之后，它才会变甜。金的话就是辛。你看冶炼金的时候

，味道很刺鼻，辛辣的味道。只有土是甜的。你说咸苦酸辛甜，古时候这不



叫甜的，叫甘甜。咸苦酸辛甘，就五味，所以五行配合五味了。配合这个其

它方面很多，中医很了解配合我们的五脏，都是有。所以到最后就讲到土，

甘就出来了，也跟这个有关。 

    （三） 

    初九爻辞：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初九，一起来临，

正固吉祥。为什么叫做一起来临呢？因为初九跟九二它两个是兄弟一样的，

一起来临。所以你看九二，你先看一下九二。九二也是咸临，我们一起来临

。所以初九跟九二两个是一起来临，正固吉祥，初九没有问题，它的位置是

当位。那么初九的志行正也，代表它是上面有六四正应，它本身也是走在正

路上。现在看九二，九二是主爻。 

    九二爻辞：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一起

来临吉祥而没有不适宜的，是因为它不是靠顺从命令而做到的。所以我们看

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未顺命也三个字，你看字面上以为说，好象没有服从命

令，不是的。未顺命也是说，我这样子做到这个结果，不是靠顺从命令的。

而是怎么样呢？靠我本身的位置。我本身往上，我是一个九二，是一个兑卦

，上面有六五正应，六五是坤的代表，下悦上顺，阴阳正应，形势自然如此

，所以不是我靠顺从命令的，而是我本来就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初九九二都

不错。一般来说，在下卦里面，三个爻两个是吉，已经是很好了，并且第三

个，我们看一下，甘临出现了，我们看一下。 

    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

之，咎不长也。以和柔态度来对待来临者，没有什么利益，已经对此忧虑，

就没有灾难了。很多时候你只要担心，就没有问题，你不担心就有问题。那

么接着看，你为什么说以柔和态度对待来临者？是因为位置不适当。六三的

位置不适当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它六三了，当然不当，阴爻在刚位，六三。

另一方面呢？六三首当其冲四个字。你看，这种消息卦，这种形式，大家都

知道，初九、九二连在一起，接着就是继续往上走，带来阳爻。上面的四个

阴爻，接着就慢慢要淘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六三首当其冲。初九、九

二联袂而来挡不住的。挡不住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有甘临呢？就是我挡不住

你，是吧？我就用和柔的态度对待你，反正我不是你对手，我就摆低姿势，

和气一点。所以这个临是代表乾卦，就是阳爻的来临，从这边来取它的意思

。因为《易经》始终是以阳爻为主，代表生命力，代表主动力。你没有生命

力，没有主动力，你变化怎么继续呢？并且我这边提到说，甘这个字，刚刚

才说过，土爰稼穑。稼穑作甘，所以它是六三、六四、六五是一个互坤。看

到没有？上面是一个坤卦没有问题了，六三、六四、六五也是一个互坤。那

互坤的话，六三就可以说，我是甘临。甘是和柔态度。所以这边说已经对此

忧虑，灾难就不会长久了。 



    （四） 

    六四爻辞：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六四直接面对来临者

，没有灾难。六四为什么突然提到直接面对来临呢？为什么呢？因为它在上

卦。下卦上卦对立的时候，六四可以说，下卦来势汹汹，它可以从这边来看

。因为在看的时候，很多上下卦可以分开来看，所以直接面对下卦的来临。

六四在互震里面，震为足，足可行，所以有主动前往，直接面对之意。原来

九二、六三、六四是一个互震。互震的话，有时候行动力在于九二。但是动

得最厉害的是六四。为什么？你在震卦的最上面一爻，那动得最厉害。地震

的时候动得最厉害的一定是最高的楼。说到地震，我暑假在朋友家里打麻将

，他家在八楼，地震了。台湾常常发生地震，地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先看它是横着摇，还是上下摇。上下摇的话只有一件事，立刻逃命，没有

什么好说的。横着摇的话，就跟坐船一样。麻将打着打着地震了，横着摇，

没事，继续打，摇了一分钟，没事了。代表它怎么样呢？它震央在很远的地

方。然后震的时候是摇摇晃晃，左右摇晃都没关系。上下震动的话，代表震

央离地表很近，那就麻烦了。上下一震的话，房子肯定都跨。所以我们在台

湾地震习惯了，很多人到台湾去回来，台湾有一些是菲佣泰劳，从菲律宾，

泰国去台湾工作的，地震之后就回国了，他说不敢待，太可怕。那么像这个

就是六四位置正当，为什么？它有初九正应。从这边来看，并且六四本身好

位置，阴爻在柔位。所以你看一个爻好坏，其实有很多信息，你现在都可以

直接把握，立即知道它在说什么。 

    六五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这个知

，念成智。以明智态度对待来临者，这是伟大君主的合宜表现，吉祥。后面

没问题了，因为六五是天子的位置。你说大君的话可以说得通，但是呢？前

面知临是什么意思？还是一样，思曰睿。我们刚刚讲到人的貌言视听思。《

尚书.洪范篇》：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

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这个在尚书出现的引申的材料，在《论语》

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论语》里面提到什么？《论语.季氏篇》子曰：“君
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

忿思难，见得思义。”我们刚刚讲了八个，最后一个，见得思义。它里面讲的

前面这些都是讲你的感官作用。视思明，你看，就要想，有没有看清楚；听

思聪，听就要想，有没有听得明白。我们平常跟别人来往，看清楚了，听清

楚了。色思温，我们的色，色代表我们的基本的态度，包括脸色、神色，要

温和。貌思恭，貌就是一张脸，要恭，谨慎，恭代表谨慎严肃。言思忠，说

话就要问是不是真实。事思敬，做事就要问有没有负责。然后后面很简单了

，疑思问，忿思难，你有怀疑就要想怎么问，你有愤怒生气的时候，就要想

会有什么困难了，你不要生气的时候造成困扰，解决不了的。最后是见得思

义，看到有什么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这是君子有九思。这说明孔子希望

学生，做任何事，包括一个表情，都要随时保持一种警觉，想说这样对不对



，适当不适当，它也是从《尚书》里面的背景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貌

思恭，就是你有脸色就要表现得恭，恭代表严肃庄重。言思从，说话就要看

你要实践，从代表我要去做到我所说的话。视思明，听思聪，这没有问题了

。思曰睿，你要想的话，就要想睿代表我们常常想睿智。睿代表说你要想的

话，就要问自己是不是聪明够不够，所以这边讲到智临，是因为它是六五。

为什么讲六五呢？上面是坤卦，坤卦的话呢？三个都是阴爻，你不能够说坤

卦是哪一个爻比较重要，应该是中间的。它这种表现就好象乾卦，九二跟九

五。记不记得？乾卦九二利见大人，九五利见大人。坤卦的时候呢？六二很

好，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五呢？黄裳元吉。看到没有？所以在坤卦里面

，五比较能表现。所以这边讲智的时候是配合思曰睿。 

    上六爻辞：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各位看到了，

这整个卦都是临卦，临卦所说的就是两个，初九跟九二，阳爻来临了。所以

整个卦中都是，我们怎么对待来临者。因为它基本上是阴爻在上面，阳爻从

底下上来。那阴爻当然是想说你是来临者，你本来就是阳爻，有主动力，我

当然好好客气地接待你。所以整个卦都讲这个，所以临卦基本上是吉比较多

，没有什么凶的。有两个是无咎，你看六四跟上六无咎，六三也无咎，三个

吉，三个无咎，这个卦也很有特色。我们记得谦卦是什么？三个吉三个利。

叫做非吉则利，这是谦卦。那临卦也很不错，非吉则无咎，这是很好的卦。

那么为什么提到敦厚呢？最后从坤卦来说了。坤卦到了第三爻的时候，真的

是敦厚得不得了，因为它底下也是一个坤，六三、六四、六五是坤了；六四

、六五、上六也是坤。就等于是我上六在最高位置的时候，敦厚得不得了，

重复的这个土，当然是代表敦厚了。志在内也，是说它的心意在于国内的百

姓。一般讲内是指它底下的就是内，也是指内卦，它是希望能够让它们上来

，所以这是临卦，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