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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卦卦象：《易经》第60卦：兑下坎上 

上六  __ __  爻辞：苦节，贞凶，悔亡。 

九五  _____  爻辞：甘节，吉，往有尚。 

六四  __ __  爻辞：安节，亨。 

六三  __ __  爻辞：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九二  _____  爻辞：不出门庭，凶。 

初九  _____  爻辞：不出户庭，无咎。 

节卦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卦彖辞：节亨，刚柔他，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得险，

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节卦大象：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一） 

   节卦就是要有节制，节卦是第六十卦，叫做水泽节。我们才念过泽水困，

这叫做倒卦，你看到没有？我这边讲水泽节，那泽水困呢？它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说的很多覆卦、变卦这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也可以做为

一种参考。 

    节卦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节卦通达，苦涩的节制不能正固。苦

节，到底什么意思呢？它最后会提到。节卦是下兑上坎，就是水泽节。《易

经.序卦传》：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一直离散下去并不适宜，接着就

要看节卦。节有节制，制止的意思，就是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止有很多

种止，像艮卦作为止，是一座山，这个是比喻明确的，那节卦就变成你要自

我约束。因为水泽节什么意思呢？水在上而泽在下，代表这个水满了就会流

出去，水少了就会慢慢聚集。所以这个水泽，水本身就会调节，就跟井一样

，井里面的水，那是往来井井，它不会枯竭的，但是你不能过于节。为什么

讲苦节呢？有些人譬如说太节省了，你太节省的话，就苦节，那就很难长期

维持。 



    人跟人相处过于俭，不但是小气的问题了，而是很多事情都过于约束了，

约到最后变成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面，你如果要

有适当的礼仪，它就一定需要有某些费用，就是说礼要花钱的。所以为什么

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呢？讲礼仪是要有规格的，你没有钱讲什么规格

？像这个就是节，苦节不可贞，它怎么来的？它是泰卦变来的。我们就看一

下这个泰卦，那么节的话，水泽节怎么变？我们一看也知道了，泰卦的九三

变节卦的九五，泰卦的六五变节卦的六三。像这个从消息卦变来，是因为消

息卦本身阴阳不交流，所以它非不可，那这一变就变成节，水泽节。 

    （二） 

    节卦彖辞：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得险

，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刚

强者跟柔顺者分开。因为前面没有这个分开的，消息卦都连在一起，刚强者

跟刚强者，柔顺者跟柔顺者，那现在分开了。刚强者取得中位是哪一个？当

然是九五了。刚强者取得中位，你说底下九二也是，但你九二没动，所以刚

强者取得中位，并且它还说分开了，就是刚强者。你看只有九五上去，跟原

来它底下的乾卦分开了。然后苦涩的节制不能正固，是因为路已经走到尽头

，喜悦而去冒险犯难。底下的是兑卦代表喜悦，上面是一个坎卦代表有危险

，所以说冒险犯难。位置适当而能节制，居中守正可以通顺，这个卦是因为

九二跟九五，两个中间都是阳爻，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天地有节制四季才会形成，又来了。在彖传经常把天地的一个时机变化，

尤其像四时对古人来说，最明显的是自然界的变化，用制度来节制就不会浪

费钱财，也不会祸害百姓。所以像这个就提到节制，节才能有制度，制度就

是要约束你的，不能让你随心所欲。在这个卦里面它有一个原则，叫做当位

则吉。你只要在适当的位置，你就会吉祥。因为它讲节卦，所以它当不当位

就比较清楚了。其实讲到节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在《中庸》里面，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因为这一年有奥运的发展，

在开幕式大家都看到和为贵了。和这个概念很好，但什么叫和呢？这个和至

少有四个方面，你不能光想和谐，说社会和谐，难道你没有看到社会上的，

各种团体之间的纷争吗？社会上各种利益团体，这也不见得能够大家都和谐

，它只是表面的一种和谐而已。 

    和谐至少分四种，第一个，是我个人的和谐。这个我刚才讲了，我的喜怒

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中庸》里面的想法。哪一个人没有情绪

？你情绪发出来的时候，都能够恰到好处，叫做节。孔子显然是这样教学生

的，因为在《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当颜渊过世的时候，孔子已经七十一二

岁了。颜渊过世的时候，孔子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学生们没见过老师那么伤

心过，学生就跟老师说：“老师，你是不是哭得过度伤心了？”就代表孔子教



学生，喜怒哀乐应该适度。“你是不是过度伤心了？”孔子说什么？“要不是为

颜渊这样的学生过度伤心，那要为谁过度伤心呢？”这就是说如果是你们同学

死的话，我就不会那么伤心了。他这个老人家，你看这个时候还很幽默。就

是你不能说我过度，我真的是这么悲哀，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问说，

那到底什么叫过度呢？因为你真正有这样的悲哀，你能说你过度了？但是你

从外面看觉得我过度，我心里面并没有觉得我过度，真是悲从中来。所以有

时候很难判断，但你要自己去判断喜怒哀乐。通常我们比较难节制的是什么

？是愤怒跟那个乐，这两个比较难节制，你愤怒的时候不节制很可怕。惩忿

窒欲，你这个没有做到就造成很多后患。乐不可极，乐极则生悲。那这种事

情有时候会出现的，大家吃饭喝酒，喝得很愉快，发生车祸了。国家的话就

需要靠制度，才能够不伤财不害民。我们说劳民伤财，就跟这边讲的类似了

。 

    （三） 

    节卦大象：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这边做两件事，第一

个是制数度，制订数量上的限度。为什么要制数度呢？因为上面是水，水代

表平的，平的话就要怎么样？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机制，让它可以大家都来遵

守。底下是什么？泽。代表口，所以要评议道德上的行为表现，所以在这个

大象传的策略，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它总是要设法让你，把观念转到德

行上面去。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你不能否认身体会衰老，你也不能忽略人的

心智有他的极限。什么叫心智呢？心智就是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个是知，

我的求知能力。第二个是情，我的情感互动，第三个是意，我的意志怎么做

选择。所以你现在说你光讲知的话，学习很累的。我知道各位都那么用功学

习《易经》，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这种学习这么辛苦一次就够了，也只有

《易经》需要你这么辛苦地学了那么久。因为它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好

！我现在说，《易经》上完毕之后，我们再来上什么课，你还来吗？我是不

来了。对不对？太累了，一天六小时，这个年纪了，还这么讲，又不是拿学

位，给我学位我也不见得干，是不是？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你求知的

兴趣跟能力，有它的限制。有时候你难免会问，我现在学这个做什么呢？你

说我用来教孩子。那孩子也大的话，我教谁呢？那教我自己。那我现在如果

学一点东西，还要教我自己，请问它跟生活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如

果它对生活跟工作没有帮助，那我再去学，那就要问自己了，我这个学的意

义何在呢？ 

    你做任何事总要有一个意义。这什么叫意义呢？意义就是可以被理解叫做

意义。所以我们讲求知的时候，我现在说，你喜欢求知吗？好！那我们现在

找一个人，来跟你讲大众传播学，求知，来讲别的学问，谁有那么大兴趣？

我们到这个年龄只求一种学问，叫做生命的学问。就是这个学问对我生命有

帮助，让我学了之后，我知道怎么过得比较轻松愉快了，不一定完全属于客



观的知识。第二个是情感，人跟人相处的情感，很容易觉得疲倦，会累的。

你说你做父母的，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小孩在身边很烦呢？但小孩真的离家

到外面念书，你又很想念他。那你叫他说，天天在家里，你会想念吗？看着

就烦。小孩也一样，在家里看父母亲，看了就烦。到学校去，开始想念了。

所以我上次去一个大学，给他们做演讲。开始已经三天了，好多家长还要学

校附近流连忘返。他不是去旅游，他是因为小孩子第一次离家，才十八岁考

上大学，从外地来的。家长就住在旅馆，多住一个礼拜，看看小孩什么时候

，要找父母亲比较容易找到。好了，开始的时候，哭哭啼啼的场面很多。一

个月之后父母说：“你要不要我们陪你？”“你千万不要，你赶快走。”他认识

新朋友了。 

    像这个就是我们说，人的生命，知跟情跟意，意是意志，意志的压力何在

？就是我们讲过了，化被动为主动，你怎么样能够自己作主，去做你愿意做

的事。所以讲到这个人的知情意方面，它都有一定的挑战，尤其是意志方面

是跟行善有关系的。譬如说我现在做好事，我是希望得到别人称赞，还是我

自己觉得该做的？不容易。你说在地震的时候捐款，那大企业第一件事要捐

款可以，你要把我名字打出来。很少有企业说，我们企业捐一个亿，然后不

要让你知道名字，它不可能的。它一定说我这个顺便宣传一下，我做好事让

别人知道也是应该的，对不对？像这个是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你做事的你考

量的是什么？是它的相对的效应，还是说你自己觉得该做，这两个没有必要

完全分开。英国哲学家休谟，他就说，你要一个人做好事，完全不为任何报

酬，这是强人所难吗？假设有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别人称赞，他更愿意继

续做好事，那他做好事本来不是为了别人称赞。但是呢？有人称赞，何乐不

为呢？总比说这个是你做好事没有人称赞，那你做好事的动力，有时候纯粹

由内发的，那只有极少人做得到。因为大多数人活在人群社会里面，大家聊

天的时候说：“你最近做什么好事？”我不会因为你称赞我，我就多做一点。

但是你称赞我，让我觉得说做好事很值得。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在人

群里面得到尊重，这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没有什么不好。那好的话在什么地

方呢？让有些人还不够坚定的意志，可以受到鼓励。说你看张三做好事常常

被称赞，很有面子，那我也要学学看，这不是一件可以成为美谈的事吗？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说和，跟自己和谐，然后跟人群和谐，这是现在所提倡

的和谐社会。第三个是跟自然界和谐。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否则你这个大

自然的问题，自然能源的问题，确实是让人担心。那最后一个是跟什么呢？

跟超越界，我叫超越界，一般可以说鬼神了，或是神明，要跟它和谐。你说

那我没信教怎么办？那你至少定期在家里面，也可以祭拜祖先，这是我们中

国人一向的传统，祭拜祖先。那祭拜祖先，天下人谁会说你不对呢？这是没

有问题的。那你跟祖先保持和谐这有什么不好？像这四方面的和谐就很完整

了。 



    （四） 

    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初九不离

开门户与庭院，没有灾难。然后是因为知道通达与闭塞。在泰卦变为节卦的

过程中，初九跟它的正应六四不受影响。为什么？因为它的变化是三跟五在

变，现在到了节卦的话，理当有所节制。而初九知道自己的通，通就是有正

应，与它的塞，塞就是要收敛。为什么？它如果真的跟上面去靠的话，也不

见得靠得上，因为上面有互艮。六三、六四、九五是一个艮卦。初九想跟六

四相呼应的话，六四在互艮里面，它被阻止了，怎么跟你呼应？所以初九知

道自己的通有正应，也知道自己的塞，正应在互艮里面。所以它就可以怎么

样呢？不出户庭。它为什么可以不出户庭呢？因为初九本身是在初九的位置

，叫做元士。还记得士吗？上面是大夫，然后再往上是正卿，那个士还没有

大夫，大夫才有家，有家才有门户。初九本身还没有到大夫的位置，所以它

可以不出这个户庭，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在《易经.序辞传上》里面也提到，孔子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

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缜密而

不出也。就是说，你的说话要小心，我如果说话泄露秘密，那就危险了。国

君如果泄露秘密的话，大臣恐怕就被杀掉了。譬如我现在派一个密使到哪里

去，跟人聊天说，我现在派一个密使在你那边。那立刻抓起来，对不对？你

这个是间谍片没看过。上面有人泄露，底下人就只好牺牲了。臣不密则失身

，失身就是说恐怕被杀了。我当大臣的，我这个业务泄露机密，那我变糟了

。泄露机密以后呢？变成图利他人。几事不密则害成，几是代表非常隐微的

事情，几：隐微。像孔子说过，事父母，几谏。侍奉父母亲的时候，发现父

母有过错，就要委婉地劝阻。几：委婉。所以几代表一种几微，委婉，非常

微妙的，不太明显的事情。所以这边提到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出现凶实在是非常非常少见。九二爻辞：不出门庭，凶。《象》曰：

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不走出门户与庭院有凶祸。为什么呢？是因为过

度错过了时机。九二错过什么时机呢？我们看第一个，九二跟初九一样，在

节卦的互艮之下，互艮是六三、六四、九五。但是九二自己进入互震之中，

九二、六三、六四是互震，震为行，所以它不出户庭反而是凶。为什么？因

为九二你是互震，九二、六三、六四互震，震就是要行动，但是在节卦里面

，你说你怎么行动？你跟上面九五也不应，但是你前面又是一个互艮，所以

有互震有互艮很为难。还记得吗？连这个有背脊的肉都撕裂了，就因为你本

身在互震跟互艮里面。那么九二以阳爻居下卦中位，在卦变过程而当行未行

。因为卦变是由三跟五两个变的，九二没动，它原来的有应变成无应。因为

在卦变之前，九二有应，当然在这个是地天泰里面，这每一个爻都有应，上

面三个阴爻，底下三个阳爻，叫地天泰，都有应的。那现在呢？九二没动，

但是六五不见了，六五跟九三换位变成九五了，所以它是失时极也。就是你



该换没换，你现在找不到对应的了，叫做失去这个错过时机，这是讲到这个

九二。 

    （五） 

    六三爻辞：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六

三没有节制的样子，就会出现悲叹的样子，没有责难，没有节制的悲叹，又

能责难谁呢？泰卦变为节卦之前，六三本来是六五，居上卦的中间，那太好

的位置。现在成为节卦的六三，位置不中不正。六三是阴爻在刚位，又没有

正应，跟那个上六又不应，这就是你不节制所造成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悲

叹呢？六三到了下卦是一个兑，底下是一个兑卦，泽，有口，所以它就会哀

怨了。但你要怪谁呢？你自己的变化造成的，三跟五变造成的节卦。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如果你不是正位，在节卦特别重视你是不是当位。譬如

说初九当位，九二就不行，凶。六三也不当位，那六四就好了，我们一起看

。 

    六四爻辞：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因为六四它是当

位，安定的节制通达，是因为顺承上位者的正道。上面有九五，那当然很好

了。六四在卦变中未动，因为三跟五变了，六四在中间没动。卦变之后在互

艮里面，六三、六四、九五，艮为止，所以是安节。卦变之后出现互艮，底

下有初九正应，又能顺承居中守正的九五，就是承上道也，所以说亨。所以

同学们自己在了解这个，你一看到六四，第一个当位，第二个它有初九正应

，第三个它后面有九五来做它的相比，做靠山，前面三个都好。然后在这个

互卦看的时候，它有一个互艮，所以它可以安定的节制下来，像这些都是很

理想的情况。所以再看它说什么？变。卦的变化，六四根本没有动，代表它

这个是非常安分的意思，所以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各方面看起来，这个爻的

意思可以了解。 

    九五爻辞：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九五在

这里是主爻。甘这个字，我们以前说过，因为它九五从底下的九三上来的，

九五在卦变中由九三上来，取得上卦坤的中位，坤为土，这个就是《尚书.洪
范篇》提过，土爰稼穑，稼穑作甘。所以最后是甘节，甘是从这边来的。要

配合《尚书》里面的《洪范篇》提到的稼穑作甘。因为它是土，上面本来是

一个坤卦，现在九五上来取得坤卦的中间位置，形成了一个水，就是坎卦。

所以它是出现甘美的节制，它没有问题。 

   上六爻辞：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上六是

苦涩的节制，正固会有凶祸，懊恼消失。这边在说什么呢？当然其道穷也，

路走到尽头，这是在上的这一爻共同的宿命。上六在泰卦中，本来跟九三正

应，但是九三跟六五换位之后，上六失去正应。它现在在上卦坎里面，坎为



水，为苦难，所以称为苦节，它苦是这样来的。是因为上面形成了一个坎卦

，坎是危险，很苦。你因为正固而陷入苦涩的处境，所以说贞凶。因为你没

动，三跟五变的时候，你这个上六没动，变成了坎卦就很苦了，然后你正固

就变成凶祸了。上六到全卦最终位置前无去路，不过它阴爻居柔位，仍有柔

顺之德，可以随从九五中位而得以悔亡。所以这边悔为什么可以消失呢？就

是它一方面它是凶，另一方面它的责任不大，因为它在最高的位置，本来就

是准备要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