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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卦卦象《易经》第42卦：震下巽上（风雷益） 

上九  _____  爻辞：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九五  _____  爻辞：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六四  __ __  爻辞：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六三  __ __  爻辞：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二  __ __  爻辞：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初九  _____  爻辞：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益卦卦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卦彖辞：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

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卦大象：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一） 

    第四十二卦，益卦。益卦就是损卦的覆卦，整个倒过去就变成益卦了。那

么益卦的话，我们刚才也先提到了，六爻里面两个元吉，我们等下看看怎么

回事。益卦卦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这里面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吉

或不吉，但是两个利就够了，利有攸往，适宜有所前往，并且还利涉大川，

不得了。能够讲到利涉大川的只有七个卦。那么益卦，你看它怎么样的结构

？风雷益，上面是风，底下是雷，打雷的时候如果有风的话，那个雷声更容

易让人震憾，所以这个风跟雷叫做相辅相成。《易经.序卦传下》：损而不已

必益，故受之以益。一直减损下去，接着一定在有所增益，它是相互的。那

么在杂卦里面也提到，损益，盛衰之始也，这边又解释不同了。所以《易经

》你学会之后，就发现同一个卦在同样的角度看，它就是不一样。怎么说呢

？它说损益，盛衰之始也，损卦是损下益上，有如损民利君。糟糕了！你说

损下益上，你可以讲成损己利人，很好，我损己利人。但是我们也说过，下

卦是老百姓，上卦是统治者，国君。你现在损了老百姓，帮助了统治者，这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那倒过来，益卦是损上益下，这也不错。上面是统治者



，我减少一点，来帮助底下的，这是兴盛的开始。所以要特别留意，它解释

的角度不一样。 

    益卦彖辞：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

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旋）地生，

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里就提到了，中正有庆，它的中正有庆

来自于六二跟九五。你一个卦里面六二出现了，九五又出现了，这两个中间

的位置都是正且中，那这个卦大致就蛮稳的了。它这边说什么呢？它说，益

卦是减损上方而增益下方，代表它本来是否，天地否。那否卦上面三个阳爻

，底下三个阴爻，一般讲谁帮谁忙？阳爻代表主动力，阴爻代表受动力，只

有阳爻有这个力量可以帮助阴爻，这是简单的规则。所以，你减损上方而增

益下方，代表这个初九是从上面下来的。百姓的喜悦没有止境。很清楚，百

姓是在底下受统治的，看见上面有人来招呼我们很喜悦。从上方来到下方之

下，当然是初九了。它的道德大放光明，适宜有所前往，居中守正而有喜庆

，适宜渡过大河。 

   接着比较有趣，什么叫木道乃行？木舟之道从此可以通行。我们说过风雷

益，还记得风是巽卦。巽卦不是木吗？在后天八卦里面，巽卦不是在震卦的

旁边？震是东方属木，东南的巽也是木。如果说上面是一个木，那如果说要

走的话很容易。我们继续看，震为足，为行，而巽为木，木制之舟可行，就

是木道乃行，这样来的。上面是一个巽卦代表木，底下是一个震卦代表行，

所以木道乃行。为什么说它可以利涉大川呢？一方面利涉大川需要有一个巽

卦，代表风；或者有一个乾卦，代表力量。那这个地方就说，这个木道乃行

，那当然是利涉大川了，因为你有一个巽在那边。底下，天施（旋）地生四

个字，很有意思，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一种描述。什么叫天施（旋）地生呢

？否卦上九来到初九，有如天体的旋转，它使否卦的下坤往上走，有如大地

的生长。这代表什么？上九来到底下变成初九。天施（旋），上面是天，底

下是地，天地否。既然那个天从外面到底下来了，天旋转了。那地呢？现在

变成六二、六三、六四坤卦，往上升了，叫做天施（旋）地生。这是其益无

方，因为天旋地生的话，万物才能够继续发展，所以像这个就是多重象征。 

    所以你真的学《易经》把这些关系了解的话，思想就很灵活，一下就讲到

好象损己利人，又变成损民利君了，就好象是衰退的开始。那讲益卦的时候

呢？损上益下，忽然变成天旋地生了。所以人跟宇宙之间，这种相互联想的

力量非常强，就是你很容易就联想到生命的每一个方面，这叫做共时性的思

考。所以西方的心理学家研究我们的《易经》，就喜欢用一个词，这是荣格

特别强调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就提到共时性。共时性的相反叫做什么？

叫做贯时性。贯时性就是一般所谓的历史，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

贯时，就是一条线，过去现在未来发展下去。共时性，你看也知道这是指同



时。那你要翻成共时，所以你翻同时性，它不像术语，好象是这边怎么同时

发生了两件事，那你用共时性。 

    益卦大象：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边讲得真好。为什

么？见善则迁，因为上面是一个风，迁善要如风之速，你看到好事要跟着学

，要像风一样快。然后呢？改过要如雷之勇，打雷的时候，那是给你一种当

下就决断，立刻就要改过。所以迁善要快，改过要勇。孔子也说过，过而不

改是为过矣，有过失不肯改那才是过失。谁没有过失呢？有过失就改。改的

时候需要什么？勇气。我们念《论语》有一句话，有时候一些小地方特别值

得注意，因为孔子累积他的经验跟他的智慧，说出一些话，我们一听白纸黑

字你觉得没什么，大家都在背，尤其小孩子在背，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说，这

个真的不容易。像讲到过失，《论语.学而篇》有一句话。子曰：“君子不重

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改过等于是调整

性格，那太难了。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每一个

人的过失都他的性格类别有关，这个党不是政党，是性格类别。你什么性格

，什么星座的，什么八字的，就什么过失。观察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他该

往哪里走，他的人生正路何在。所以年轻的时候有过失是好事，让别人，老

师或父母立刻给你纠正，让你知道往哪里走。如果你从小就很听话，没有任

何过失，那反而不好教，别人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忙。那你一辈子都没有过失

的话，要不然就是圣人，要不然就是最虚伪的人。一辈子没有过失，没有乡

愿。 

    （一） 

    初九爻辞：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一

开始元吉了。一开始元吉的还有哪一个卦？各位想得到吗？当然是复卦，地

雷复。记不记得？初九元吉。在益卦里面，都提到要做大事，第一个就是适

宜用来推动大事，最为吉祥，没有灾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下位者，

不必全力侍奉上位者。本来在底下都是老百姓，要侍奉上头的。现在初九从

上面下来了，我从上面下来服务你们。你看，你们被我推上去了。六二、六

三、六四是老百姓，我初九到底下来服务的话，那你们就不用侍奉上面的人

了，上面的人来照顾你们了，所以初九就是元吉。这边特别提到大作，就代

表可以推动大事。那么初九可以有作为，是因为下位者初九，不必侍奉上位

者六四，初九跟六四，六四虽然在上位，我初九不用去侍奉它，我来帮助下

卦，跟你六四上卦，这个是分开。 

    六二爻辞：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享于帝，吉。象曰：或

益之，自外来也。一个爻里面提到两个吉，这真是很少见。所以研究《易经

》为什么有乐趣？你可以反复地找它相关的地方，说它为什么这样讲，它为

什么多了一个吉？它有两种吉？首先你看到这个十朋之龟又来了。我们前面



讲损卦，是哪一爻？损卦的六五提到十朋之龟。那现在在六二就出现十朋之

龟，为什么？因为它是覆卦关系。你倒过来之后就是原来那个六五，现在变

成六二了，整个卦倒过去了。所以它还是一样，十朋之龟出现了。这里又是

弗克违，又不能拒绝了，因为这是你本来就该有的，长久正固吉祥。接着这

是第一个吉，就是你得到十朋之龟。第二个吉，是王用享于帝。王是谁？王

当然是九五。因为九五跟六二正应，六二不可能称王的了，王一定是九五，

天子的这个位置。君王可以祭献上帝，吉祥。那你说为什么在六二，会出现

王用享于帝呢？其实你念过乾卦你也知道，乾卦的九二是什么？见龙在田，

利见大人。那九五呢？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看到没有？你九二、九五都利

见大人。代表你们位置都是中间，都是重要的，二将来就变成五，都在中间

的位置，所以它就可以有相应的爻辞，所以这就是吉。然后象就说了，有人

增益它，是从外部来的。是谁？就是初九支持它。因为如果没有初九下来帮

忙的话，六二它没有什么特别得意的事。六二在下卦震中，震为诸侯，可以

代行王事，这边也不能说它是王，只能代行王事，所以说王用享于帝，它等

于可以代表九五。那么底下刚才都讲过了，就是说可以用享于帝。至于享这

个字，就跟我们在前面损卦提过的，初九到九五的大离卦，也是正反相对的

一组震卦，震卦如簋，二组一对，则为祭器，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解释，那

这也不是很难，因为这个关键在于说，你把它讲成相对的一组的震卦，等于

震跟艮合在一起，就变成相对的一组震卦。那这个都是解释的时候可以参考

的。 

    六三爻辞：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

固有之也。这个卦里面都是大事情，刚刚讲到初九已经做大事了，六三也是

大事，凶是代表什么？灾荒。像我们说大地震就是灾荒，这种灾荒你不能预

测的，一旦出现的话就是国家大事。所以它这边说，用增益之物来救助灾荒

，没有灾难。有诚信而行中道，用珍圭告知王公。珍圭怎么来的？圭就是珍

圭，在《周礼.春官.典瑞》里面说，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珍圭就是说，现

在中央要派人去救助，他必须有一个圭作为信物，否则地方不敢开粮仓。你

地方官管粮仓的，所以这个粮仓盖你在这县，你县长没有权力去开。那你灾

荒出现怎么办呢？中央派人来，用圭，珍圭，就是一块好的玉，作为它的证

明，就是上面刻着字了，一盖就要打开粮仓了，这叫做救助灾荒。前面没有

问题，那为什么提到中行？中行两个字在六三、六四出现，各位先看一眼六

四，中行。他们为什么忽然出现中行呢？它就全卦取象。注意啊，全卦六爻

里面，三跟四在中间，这也对，所以三跟四两个出现中行，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这是接受王命的要求，等于君王命令你了，你要告公用圭，那圭怎么来

的？圭也是那个离卦有关。 

   （三） 



  六四爻辞：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这边讲到迁国了，迁国其实就是迁都了，有时候迁国是太大规模，有时候迁

都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一卦讲的都是大事情，就是因为你风雷益，力量够，

所以可以做一些大事。这边也是告知王公要追从。六四往上是九五，等于是

把互坤往上带。坤是地，为众，它在这边提到迁国。国怎么来的？国就是坤

卦。等于是六四带着底下的六二跟六三，本来是在底下的下卦，天地否，在

下卦。那现在反而给带上来，迁国了，国家往上迁了，所以就提到迁国这个

词，这是要增强自己的心意。 

   九五爻辞：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

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大得志在这里，这边来了。有真诚施惠之心，不必

占问，最为吉祥。看到没有？元吉出来了。一个卦两个元吉，那只有益卦才

有。为什么提到占问呢？占问是跟离卦有关，离为龟，龟可以用来占卜。然

后后面说，实实在在感念我的恩德，充分实现了我的心意。这个九五它的心

意，是因为它在底下有三个阴爻构成坤卦。那九五本来就是帝王，底下三个

阴爻连在一起支持它，这当然是最顺利的了。有阳爻的话，就恐怕借助于阳

爻来统治底下的。那现在碰到三个阴爻，那九五当然大得志。等于是我这个

当天子，当得非常的适当。 

    上九爻辞：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

击之，自外来也。没有人来增益它，却有人来打击它。你要记得只要没有人

来帮你忙，就会有人来打击你，这个时候人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当有人帮你

忙的时候，那多得不得了，接二连三大家都来帮忙了。那到没有人帮忙的时

候，恐怕原来一些看你不顺眼的人都来对付你。立心勿恒，所立定的心思，

无法长期守住，有凶祸。我们来看看怎么解释？上九在益卦最高的位置，最

后的位置，本身应该有损上益下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呢？莫益之，损上益

下，它没办法再益了，它自己要被损了。这也是偏辞也，偏这个字本来是遍

的意思。因为古代的字，有时候它刻的时候，少一个简单的一个边边，有了

上位而没有助益，在任何一卦都是普遍的情况。所以这边讲的偏辞是说，本

来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在最高的位置了，上九在益卦中，若无法保持益下的

心思，就是凶了。或击之，这里请大家看一下《易经.序辞传下》：子曰：“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

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这是

孔子的发挥。他有时候发挥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全部每一个爻的一种情况，

他只考虑这个爻，这个爻辞它在说什么，我们看一下。孔子说，君子安顿好

自己才行动，心情平静了才说话，建立了交情才求人。这三句话讲得多好！

你本身还没有安顿好，你怎么行动？行李都不见了，那你怎么行动？行动回

来反而是吃不消。第二个，心情平静了才说话。我们有时候心情很激动，一

说话就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我昨天下午在广州，在一个公司里面做演讲，讲



《孟子》，讲到最后我也知道自己很累了，但是越讲越激动，收不住场了。

最后发挥讲了十五分钟，他们也听得淋漓尽致。要记得心情太激动了不好，

这么大年纪，应该平静一点。再看，建立了交情才求人，有时候交情不够，

你求人家，反而制造困扰。君子修养这三方面，所以能够万无一失。如果自

身危险而行动，百姓不会来参与；心情恐惧而说话，百姓不会有回应；没有

交情而求人，百姓不会来帮助；没有人支持他，那么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

为什么三度提到百姓呢？因为它在上九。它最高的位置，对不对？最高的位

置，当然底下跟你相对的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