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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卦卦象：《易经》第20卦：坤下巽上（风地观） 

上九  _____  爻辞：观其生，君子，无咎。 

九五  _____  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 

六四  __ __  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六三  __ __  爻辞：观我生，进退。 

六二  __ __  爻辞：窥观，利女贞。 

初六  __ __  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观卦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观卦彖辞：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卦大象：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一） 

    我们看到观卦的时候，也知道跟临卦正好是翻过去的，叫做覆卦。那么临

卦是地泽临，观卦风地观，我们看它的卦辞怎么说。观卦卦辞：观。盥而不

荐。有孚顒若。这里提到的观念是古代的祭祀，古人对于祭祀其实是很熟悉

的。我们讲周朝，再前面有商朝，商朝对于祭祀特别慎重。根据相关的资料

，我们知道，商朝的帝王，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到祖庙祭祀的大概

有一百一十二天。换句话说，每三天就有一天，他要到祖庙去祭祀，然后才

开始进行公务的活动。所以一般常常说商人太重视鬼了，原因就在这里。就

好象商朝人重视鬼神，对老百姓不太重视。到周朝倒过来，所以周朝有人文

主义的复兴，讲的是周公。怎么做？四个字，制礼作乐。等于是周公制礼作

乐以后，人文思想才复兴。商朝对于这些不太重视，比较我跟祖先怎么沟通

。所以它的帝王，商朝的王，一年有一百一十二天，一早起来要先上祖庙祭

祀，才开始今天的活动，将近三分之一。 

    其实这个你说多，在古代来说，跟今天对照起来，也不能算很多。你看，

今天西方或者中国也有一个基督徒每星期七天有一次上教堂。那佛教徒的话



，每月初一跟十五，一个月两次，对不对？那古代的帝王压力很大，我当一

个帝王，要负责所有老百姓的各种问题，外面还有外患，里面说不定还有内

乱，那我怎么办？我当然找祖先帮忙。因为祖先显然比我聪明，尤其是祖先

可以有集体智慧，我在这个祖庙里面拜一拜，出来说话大臣就比较听，我刚

才见过祖先了，你们听话吧。这个是古代人的想法，很有趣。像商朝盘庚迁

殷。盘庚怎么迁殷呢？他要迁的时候，别人不让他迁，因为你一个都城久了

之后呢？大家都买了地，置了产了，房价都涨了。那你现在跟我说我们要迁

都。那不行啊，你迁都的话，我的房子就廉价了，我到新的地方去再买房子

太麻烦了。所以盘庚要把都城迁到殷的时候，大臣都反对。盘庚最后怎么办

？他就使出一招，跟大臣说，我已经敬告我的祖先，让我的祖先告诉你们的

祖先，让你们的祖先告诉你们，迁都比较好。看到没有？我不能叫你们配合

我，我可以让我的祖先，我的祖先也是你们的领导，对不对？我让我的祖先

告诉你们的祖先，让你们的祖先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话。大家就听话了。你

看用这一招，辗转地过去。那么你直接用权力来施压的话，不一定有效。因

为人有时候，就会想到一些不可测的因素，包括灵异的世界，这一方面有时

候影响很大，在商朝最明显。 

    好！我们再看观卦，它这边在说什么呢？他说，祭祀开始时洗净双手。第

一个，盥，大家很熟悉。我们以前还用盥洗室，现在比较少用了，现在几乎

没有见到这个词了。就是祭祀开始要洗净双手，还没有到敬献祭品的阶段，

心中已经庄严地表现出来他的诚信。祭祀最主要是主祭者要非常诚信，就是

非常的虔诚。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个气氛一出出来，马上全场的人都会很严

肃。我们有时候也知道，经常我是能够避免尽量避免了，参加朋友长辈的丧

礼。因为那种场面有时候一方面心里很难过，一方面又觉得怪怪的。很多人

到那个场面之后呢？哎呀！握手寒暄，好象很久不见了，套套交情。人家家

里办丧事，很多人在那边套交情，看着也难过。但是你叫他每天去都要难过

，这有时候也不见得有这么深的感情，这就是很为难。所以你看，这就是一

种宗教活动，这个是所谓的像丧礼这些，在古代都很重视的。所以你这种活

动的时候，就看你主持人怎么样，你自己本身很严肃的态度，那别人就会跟

着气氛改变了。它这边为什么提到观，它怎么解释的？《易经.序卦传》：物

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代表临就是大，临代表你阳爻来临，阳爻称大，

大的局面开始出现了，然后就很可观。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古代祭祀，因为这些都隔我们很远了，特别值得看一下

。祭祀之前必须斋戒沐浴。说到斋戒沐浴，我想同学们大概还有印象。孔子

一生最谨慎的三件事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要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孔子的心态。

《论语.述而篇》：子之所慎：齐（斋）、战、疾。排第一的最重要的是斋。

一般人都不愿意谈这个。因为你谈这个的话呢？就必须涉及孔子个人的宗教

信仰问题。第一个是斋，斋戒。斋戒在古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祭祀。不

像现在，你看到一个朋友，问他说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我最近都吃素了，守



斋。你问他说，你要祭祀吗？他说你怎么这样问呢？因为古人都是斋戒为了

祭祀，那现在斋戒是为了减肥，那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古代的观念，所以斋

戒排第一。第二个，孔子对战争非常谨慎。因为战争一发之后，一定有人死

伤，会造成很多后果不好的。第三个是疾病。孔子很注意，千万不要生病，

譬如吃东西，我们小时候老师常常拿孔子来当作玩笑的对象。说孔子这个人

很麻烦，割不正不食，肉没有割正都不吃。我们小时候很穷，有肉吃就不错

了，没割正什么还不吃呢？太挑剔了，这个人很难相处。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我到了五十岁以后才体验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孔子

肉没割正不吃呢？因为牙齿不好。我就是牙齿不好，肉没割正，我完全不吃

。所以现在别人请我吃饭，吃到肉类，所以牛肉我都不吃。因为牛肉有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筋，你觉得很容易很烂了，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所以只能吃一

些比较不太健康的东坡肉之类熬得很烂的这些。这时候才知道孔子为什么肉

没割正他不吃，你千万不要只看这一句，啊！孔子什么东西都不吃，他连续

十个东西不吃，你吃吗？对不对？这个肉颜色不正了就不吃，味道变坏了不

吃，看起来有问题的不吃，谁敢吃啊？孔子讲的十个不吃，我们只挑一个来

批评他，说他割不正不食。事实上他不食是连续十个，你怎么了解之后，就

知道他是为了怕生病？等一下就会谈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一个卦专门

讲这个。这个时候态度你光洗手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恭敬肃穆。接着就是盥礼

。盥礼是浇酒在茅草上面，象征请神享用，然后进入到繁复的荐礼，是进献

腥的跟熟的牺牲。古人相信祭祀是与神明来往，应该以虔诚心意为重。在整

个《易经》里面，提到祭祀的时候，都强调虔诚，远远超过你祭祀的物品。

换句话说，神明作为神明，不会说你祭祀的非常丰盛我就祝福你，那样的神

明就变成贪官了，那哪像神明呢？真正的神明是一种什么呢？属灵的，它对

于物质上的丰或俭，它不太在乎。 

    那么再继续看，这个时候了解了之后呢？就知道观卦怎么跟祭祀特别有关

系。我们看它的彖传怎么说的。 

    （二） 

    观卦彖辞：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念完毕之后，诸位立刻就发现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叫做圣人以神道设教四个

字。但是不要忘记啊，神道设教四个字经常被误解。怎么误解？我想很多人

都以为既然讲神道设教，它的主要的词应该是神。错了！主要的词不是神，

是道。你注意看上下文你就知道，观天之神道。神道不是日本的那个神道，

日本人有神道教，不是日本神道那个意思。日本人就以为是这个神道，其实

不是的，道才是重点。道代表法则规则，神代表神妙无比，所以它的神不是

名词。如果神是名词就变成鬼神的神，那不是这个意思。它神是一种形容词



，形容神妙无比，所以你注意看翻译，我们整段看下来就更清楚了。彖传说

，伟大的德行展现在上位，教化柔顺而顺利。上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巽卦

。代表顺利。底下是一个坤卦，代表柔顺。要注意啊，这两个顺不一样的，

坤是像土地一样很柔顺；巽的话是风，代表很顺利，顺风而行。接着，能够

居中守正而观察天下人，这就是观卦。居中守正，当然是九五。对不对？九

五居中守正，那跟六二也可以配合，你也可以说九五跟六二都居中守正。那

在这个地方要观察天下的人，当然是指九五而言。因为六二观察不到天下人

，六二在底下它看不到，只看到六二跟初六，九五不一样了。九五往下一看

是一个坤卦，代表老百姓。 

    接着我们看，祭祀开始时洗净双手，还未到进献祭品的阶段，心中诚信已

经庄严地表现出来，百姓仰观时就受到教化了。这叫什么？身教重于言教。

政治上面领导也是一样，领袖也是一样。一个政治领袖本身做得好，像尧，

像舜的话，不要讲话，老百姓真的是变好了，就是他看着你怎么做，我跟着

学。这是古代比较没有信息的时候，没有媒体的时候，用直接观察的方式。

接着观察天地神妙的法则，就知道四季的运行没有偏差。你看到四季的运行

没有偏差，就知道上天那个法则才是重点。神代表神妙的法则。你如果把神

当作名词的话，干嘛提到四季呢？难道古人还相信这个神要管四季吗？没那

回事。天之神道，代表天的道，道代表法则，是非常神妙的。神妙了之后，

四季才能够按照它的规则来运行。然后再看，圣人依循这种神妙的法则来设

立教化，天下人都服了。那我们现在就问，什么叫神妙的法则？你把神道说

成神妙的法则，能不能举例说明？说实在的，这也不难，就好象农业社会，

圣人观察四季的变化。说，好！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神妙的法则，开始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谁都知道这四个词。春夏秋冬你配合农业社会，这不是

神妙的法则吗？你不能倒行逆施啊，你不照这个规则来你就不会有收成的。

所以这边讲天之神道，圣人神道设教，一点都不神秘，一定要记得。因为太

多人讲中国文化，很喜欢推到这一句话，说《易经》里面说，圣人神道设教

，所以中国古人信神的，这个有时候就推得太远了一点。因为它如果不提《

易经》，他自己说的话，你可以另外去考虑。他提《易经》，说你看《易经

》说这个。那你就要问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它说的神道的神不是名词，是形

容词，重点在于道，神妙的道，道代表法则。所以前面才提到天时，后面才

提到设教，就是我教老百姓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处世，也是一样按照神妙的

法则来做。这边讲得比较多了一点了，基本上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看它的

大象。 

    观卦大象：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风行地上，这个词很

好。你看到，上面是巽了，巽就是风；底下是坤，坤就是地。风行地上，古

代的人就把天子发布命令当作风行地上，所以风这个字常常代表命令。因为

人命令要发散的时候，风最适合，它不会有遗漏，风也代表空气，代表这个

命令所有人都知道了。那这时候帝王怎么办？要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立



教化，就从这个卦象，它发现说，那我当领导的应该去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

。我们看它的内容，观卦怎么发展，第一个初六。 

    （三） 

    初六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这边

初六讲童观，童怎么来的？各位把这个观卦缩小一下，就变成艮卦了。看到

没有？观卦两个两个缩小一点，就变成艮卦了。所以艮卦最底下那真是小孩

子了。因为艮代表少男，最小的儿子，所以从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有时候

你看这个《易经》，经常要从整体来看，它这个卦底下四个阴爻，上面两个

阳爻，那你把它缩小一下，就变成一个缩小的艮卦，那在初六当然是小孩子

一样。为什么说小人无咎，君子吝呢？小人没有灾难君子就有困难呢？古代

讲小人君子对照的时候，君子是指做官的，有官位的；小人是指老百姓，没

受过教育的。那后代的话，就把从儒家以后，就会怎么样呢？说君子是德行

修养不错的，是立志在改善自己的，小人就是不立志的，我不照这样的本能

过日子的，那是后代的延伸，在这里可以互相对照。我们讲占卦，你占卦占

到这一爻的时候，你就要记得，如果你占小孩子的健康怎么样？小孩子没事

。如果你占一个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就小心会有困难，这就是占卦的方法

。它里面提到君子小人，你要把它想成大人跟小孩，这样才能够从这里面得

到一些启发。 

    六二爻辞：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这边提到什么？

从门缝向外观看，适宜女子正固。为什么提到门缝呢？因为二是一个大夫的

位置，大夫有家。特别记得，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所以在六二的时候，已

经进入大夫之家。有家就有门，所以它就说，我从门缝向外观看。因为古时

候女子，不能随便离开家的，不能随便出门的，所以女子只能从门缝向外看

，看到只能是局部，很有限的，不像男子到处跑，知道天下许多事情。所以

一般讲古代的女子的见解，是受到限制的，我们从这边也想得到。很多人批

评孔子，说他讲过一句话，对女性非常不尊重，叫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说实在的，这对孔子有一些误会了。因为一个人

讲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描述客观事实，第二种情况是发表个人主张

。孔子讲这句话是什么？是描述客观事实。因为古代女子没有受教育机会，

所以很委屈，她不可能要经济独立就业，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她有所依

赖，别人对她好，她就骄傲，对她不好，她就报怨，这很正常。孔子说唯女

子与小人很难相处，小人肯定是指男生了。那男生为什么就会被批评呢？因

为他是小人，没有立志，女子想立志也无从立起，因为这是古代的情况。所

以从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古代是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如果讲

《论语》讲到这一段，就要补充说一句，说孔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肯定会

改一改，他会改成唯小人为难养也。但是后面会加一个注解，说此时小人包

括女子在内，因为女子也可以受教育了，她也可以立志，她也可以不立志，



这样讲才公平。要不然拿这个话就说，孔子对女性不尊重，这个太违反古代

的社会现象了，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后面就说，虽然女子可以正固

，但对君子则应觉得羞愧。它原来讲亦可丑也，并没有讲君子，君子是我们

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因为你亦可丑也的亦，就代表说你不是怪那些女子，

而是说你看到这个象，你就应该知道说，如果是君子是男士的话，就应该知

道这样是不够的，你不能说门缝里看人。 

    六三爻辞：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观察我的生民

，再决定该进还是该退。那这样一来呢并未偏离正途。六三在下卦坤中，坤

为众，它又上接巽卦，巽为进退，所以要观察民众的作为，再决定自己的进

退。三跟四是人的位置，六三为臣，又是阴爻居刚位，很难有什么作为，所

以有进退的考虑。注意进退这两个字，进退这两个字代表说，我六三上面碰

到一个巽卦，巽就是风，风就是进退，吹来吹去，所以进退这两个字，是从

上面来的。因为你要观，各位都知道，观本来是往上看，到上卦之后才能往

下看。所以观这个字是两方面，所以前面会童观，会从窥观，都是从里面，

从下面往上看。到上面的时候就往下看，它是观。所以六三它未失道是为什

么呢？是因为它基本上考虑进退这两个字，配合身份，并且上面有上九正应

，所以六三还没有问题。 

    （四） 

    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我们今天

很喜欢讲观光，就从这边来的，观国之光。观察国家的政教光辉，适宜从政

追随君王。宾这个字特别值得注意。《周礼.大宗伯》传统的观念认为礼分为

“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宾代表什么？是来宾，代表外

交，很重要的。程颐说了一段话，把这个宾说得很好。《北宋理学家》程颐

说：古者有贤德之人，则人君宾礼之，故士之仕进于王朝，则谓之宾，古代

人做官是做客人。为什么？因为国家是天子的。譬如说在明朝是朱家的，满

清是哪一家的，他都是等于是我这一家人，打天下打下来，我们就是主人了

。所以请大官的时候，请你来做官，是请你当客人。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六四

，宾于王，就是我来帮助来追随君王的。什么人是君王呢？当然是九五。所

以六四配合九五这很理想的情况，这完全没有问题。它本身的位置又是正当

的位置，上面它可以依靠九五，它底下是坤卦，它可以观国之光，这可以带

进九五来看，因为我已经到了上卦了。到了上卦一看，底下老百姓都过得不

错，它是坤卦，能够顺从，没问题。 

    九五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九五，观察我

的生民，君子没有灾难。在这里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提到无咎呢？照理说

九五既中且正，又有六二正应，应该说很好，为什么无咎？我们这边解释。

九五居中守正，以天子的身份观察生民，再设立合适的政教制度来照顾他们



，这是它的本分跟职责，这边就是重点了。你在观察老百姓的时候，你同时

要照顾，要下命令，这个时候你九五怎么可能有功劳呢？所以身为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单位的领导，绝不能够居功，说我官做得很好。我昨天下午在一

个团体做一个演讲，讲完毕之后就有人提问。他说请傅教授对新中国这几十

年的领导做一个评价，因为别人都希望旁观者清，你们从外面看我们怎么看

，他是好意。但是我也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好意里面有一些陷阱的样子

，并且我确实没有研究过。我只提一人，就是周总理。因为我电视上看到好

多人纪念他，讲他很多事情，我说像他就是一个好的领导，因为他照顾百姓

，大家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还没听过什么人批评他，对不对？这就是好

领导。所以你当领导的你不要居功，你照顾百姓你做到无咎就好了。你不能

说我大吉大利，你在观卦里面你怎么大吉大利？你本来就应该做的。因为你

有这个身份地位，你不做谁做？这是很好的观点。 

    上九爻辞：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前面讲观我

生，这边讲观其生，因为上九本身没有位置，不能观我生了，它只能观其生

，其，是指九五，它只能观察九五的百姓，因为在观卦里面我必须观。所以

大家比较了解了，进入一个卦以后，整个卦都受那个卦整体的气势格局所影

响，你就只好观。那你怎么观呢？观的方式对不对呢？就有学问了。所以这

每一个卦它里面，每一个爻为什么有的好，有的不太好，我们这边都可以配

合起来了解。他说，观察他的生民，君子没有灾难。观察他的生民，是因为

心意不得安定。心意为什么不得安定呢？上九居高位而无权无位，只能观察

九五的生民，观卦二阳爻在上，上九能观，算尽责任了，所以无咎。观卦四

阴爻在下，再往上推就成了剥卦，特别注意这个。前面说到临卦，至于八月

有凶，八月就是观卦。为什么？因为观卦再进一步就是剥卦，剥卦就不得了

了。所以这《易经》的六爻，一个变化就全局不一样了，你说观卦开始蛮好

看的，大观在上，很好看啊。观是观察的观，不是那个大官，那你再进一步

就麻烦了，剩下一个上九了，底下五个阴爻你怎么吃得消？剥了，屋顶都要

掀掉了。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上九就是心意不得安定，他心里想说这个观卦

再进上步，我就离开了，就变剥卦，所以有一些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