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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 64 卦解說︰2 坤卦 

八八易學坊 張西川解說整理加註 202206  

  

《易經》第二卦《坤卦》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 

直譯：坤卦象徵地：元始，亨通，如果像雌馬順從雄馬那樣柔順，則是吉利的。

君子有所前往行動時，領先而走則會迷路而誤入歧途、陷入危險，隨後不爭先

則會找到主人，雖然開始時不知所從，但結果會是有利的。如往西南陰方，則

會得到志同道合、同類的朋友的幫助；如往東北陽方，陰陽和合而會得老闆或

貴人之提拔，雖得不到同黨朋友的幫助而結黨朋比。如能安於安順貞正之道，

就能獲得吉祥的結果。 

人生智慧： 

人在坤卦的坤順乾大狀態下，身處為他人之部屬，在輔佐上司的過程應當如何

作為，才能行事完滿、職場得意。坤卦六爻說明其在“他人為主，己為輔”各

階段的行為準則，每一爻均代表其順乾的程度如何，及其產生不同的結果，而

全卦大意為： 

1. 分清主從關係，對上司需柔順依從其領導，如雌馬順從雄馬，坤順從乾那

樣柔順。 

2. 凡事切記勿爭先強出頭，要由上司決定拿主意，不可擅自有自己的主張，

如此作為方能有利。 

3. 在“他人為主，己為輔”的行事過程中，有利於團結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

但是不可結黨營私、以私害公。 

 

管理智慧： 

坤卦是一大亨通的狀態，但須像雌馬順從雄馬那樣柔順貞正（坤順乾般）才會

有利。君子要向前開創事業，總會先吃點苦、遇些挫折，且需經各方面的嚐試

努力；雖然初期會迷惘及經過各種歷練、調整後，才能找到對的方向去努力，

或遇到一位正直有為的老闆而追隨之，而獲得有利的結果。先在西南的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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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同類朋友的幫助，而後在東北的陽方，獲得老闆或貴人之提拔。 

坤卦談的是為人臣、部屬之道。作為“他人為主，己為輔”的部屬，在作為幹

部時，也應該要培養自己的班底，然而其目的是以此達成上司交代的任務，故

有“西南得朋”之利。而“東北喪朋”，則指為人幹部者，要能找到好的上司

而追隨之，心甘情願地全力配合上司的規劃與領導，不經營自己的小團體，如

此方能“君唱臣和”而“乃慶有終”及“以大終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

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直譯：〈彖傳〉說：至廣大而無疆界的坤道的陰柔之氣，萬物藉它而得以生成，

它也由此順應了天道。坤道代表的大地以其深厚包容來承載萬物，與乾健合德

而運行天下。它含養化育萬物、恢弘廣大，使各類物種都亨通成長。母馬和大

地的德行相類屬，能順從及效法乾健的德行而馳行大地、沒有疆界，性格柔順

而吉利貞正。  

君子在前進時，率先行動會迷惑而失去正道，在後順隨才符合常理可長久。在

西南方得到朋友，可與同類朋友一起前行；在東北方雖會喪失同黨，但可獲得

老闆或貴人之提拔，最終也會有喜慶。安於貞正的吉祥，因與廣大無邊的大地

美德相應合的緣故。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

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直譯：〈文言傳〉說：坤道本性最為柔順，但行動時卻是剛健的；其形態最為

安靜不動，但柔順的坤德卻遍及四方。在後順隨才找得到主人，得其賞識及重

用，才符合常理可長久；包容萬物，並且化育萬物、德澤廣大。坤卦的德性就

是柔順，它只順承天道規律，並且按照四時運行。  

 

人生智慧： 

當“他人為主，己為輔”時，應當效法坤卦所標示的坤道，行事以其坤德為指

引才能獲利、得吉祥。爭先強行則會迷失正道，順主隨應而後行，才符合常理

可長久。 

在行事過程中，以聚合志同道合的同類朋友，共同奮鬥為有利，但不可結黨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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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而營私，最後才能慶有終而圓滿成功。安分守己的堅持以柔順之道去輔佐上

司就能獲吉，這是與大地的至廣大而無疆界的柔順坤德相應合的緣故。 

 

管理智慧： 

乾健坤順，身為管理幹部者若要“坤厚載物”，就需常問自己的居心和行事是

否能與天地合德？即是否“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於己是否有“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於物是否能做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德業。 

另外，“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身為幹部的我們或我們部屬常會犯自以為是，

或自認自己比上司高明而瞧不起、不聽上司領導之情事，以致縱有大功勞，仍

不被認可、不被賞識。古有明訓，值得當“他人為主，己為輔”為人部屬時，

引以為鑑。當然，身為上司者，若居高位仍能謙遜待下，行中庸之道，則應可

避免坤卦上六之“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兩敗俱傷之嚴重不利後果。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直譯：大象辭說：坤象徵大地，地勢柔順，君子應當效法大地，以寬厚之德包

容承載萬物。 

 

人生智慧： 

坤道之厚德載物是一種寬容的思想，是對不同意見持一種寬厚包容的態度。為

人若能以寬厚、忍辱柔順地待人，且不斷的進取，自然會得到別人的支持與敬

佩，進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管理智慧： 

管理上，若能具備坤道之“厚德載物”的仁愛美德，為人處事能率直、方正、

寬大，含蓄不炫耀，收斂且言行謹慎謙遜，並堅守中庸之道，一切管理順勢而

為，則何事皆可成。 

 

坤卦爻辭之經文及傳文 

 

初六,履霜，堅冰至。 

直譯：初六， 象徵陰氣始微將盛，如同腳踏到了微寒而生的霜，大地結成堅冰

的日子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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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直譯：《象辭》說："腳踏到了微寒而生的霜，大地結成堅冰的日子即將到來"，

說明陰氣開始凝聚；順從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必然迎來結成堅冰的季節。 

 

文言第二節：說明坤卦各爻爻辭之意義（以下各爻同） 

文言 2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譯：（初六）積累善行的人家，必定會有多餘的吉慶福蔭子孫；積累惡行的

人家，必定會有多餘的災難禍延後世。像臣子殺害國君，兒子殺害父親這種大

罪，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短時間內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逐漸累積形成的，只

是由於沒有及早辨明罷了。《易經》說：「腳踏到了微寒而生的霜，大地結成

堅冰的日子即將到來。」說的就是事物的發展總會遵循一定的趨勢的。  

 

人生智慧： 

當身處最下位階、不得位時，應敏銳的感知公司事務的發展變化，即一葉知秋、

見微知著，未雨綢繆地預先厚植自己的實力，以待未來公司之所需。 

另外，此爻亦彰顯當“他人為主，己為輔”為人部屬時，凡事必慎之於初，明

辨是非而不可盲目服從在上位的昏庸的領導者，也不可積非成是、為虎作倀，

以免積不善而有餘殃、身敗名裂。 

 

管理智慧： 

身為管理者要具備有“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能力，當看到下霜了，就連想

到將來結堅冰的情況，而警惕自己早做預防準備。也就是說事情一開始有弊端

時，就要見微知著、防微杜漸，未雨綢繆及早防患以消弭其禍害於無形，以免

小患終成大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凡一切結果皆有其必然性，

即此道理。與其自食惡果而後悔當初種下不好的因，不如“慎其始而誠其中”。 

道德經63章有言“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身為管理者凡事必從細微處、從小事著手，不可急於求成；在

事情尚未惡化、複雜化前，就能當機立斷將其解決，勿使其到不可收拾時才去

救火。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直譯：六二，正直無私、方正不偏、廣大美德，具備這樣的徳行，即使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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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有什麼不吉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直譯：《象辭》說：六二爻是以正直無私、方正不偏、廣大美德而行事。“即

使不學習也不會有什麼不吉利”，是因為地德廣大，包容化育萬物的緣故。 

 

文言 2 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譯：（六二）是指正當的正直無私，適宜的方正不偏的徳行。君子要內心能

誠敬莊重、正直無私，外在行為要能方正不偏、行事合宜，如此誠敬無私又行

事方正合宜，他的德行就不會孤單了。「正直無私、方正不偏、廣大美德，具

備這樣的徳行，即使不學習也不會有什麼不吉利。」，這樣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就不會有所疑慮了。 

 

人生智慧： 

當“他人為主，己為輔”時，你的一切作為必須“正直無私、方正不偏、廣大

美德”，且配合上位者的決策，順其自然發展，不可為追求事功而刻意有其他

作為或表現，若能如此即使沒有學歷或經歷，也不會有所不利。 

但順從上位的的領導也不是盲目遵從，還是要以“直方大”為指導原則，以免

流於“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不自知。 

 

管理智慧： 

當管理者居有利的位置時，應具備“直方大”的徳行，內心要能誠敬莊重、正

直無私，外在行為要能方正不偏、行事合宜不反覆無常；若能內在修養方正，

對外行事圓融，而“得道者多助”，如此自然會得到部屬的支持，管理當可無

往而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直譯：六三，胸懷才華而貞守不顯露，如果輔佐君主，能克盡職守，且功成不

居，如此必能得到好的結果。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直譯：《象辭》說：“胸懷才華而貞守不顯露”，是要把握時機才發揮；“如

果輔佐君主”，智慧必能恢弘廣大，一展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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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 2 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直譯：（六三）坤道陰性從屬的角色雖有美好條件也要隱藏起來，以這種態度

跟隨君王做事，不敢把功勞歸為己有。這是地順天的法則，妻從夫的法則，臣

事君的法則。地順天而行的法則就是功成不居，只是替天服務，最終會有好的

結果。 

 

人生智慧： 

當“他人為主，己為輔”時，當處境不利時，雖然身懷長才，也應隱藏才華、

堅守正道，且不與上位爭功名，以避免功高震主，被上司所猜忌。在適當時機，

有機會為上司作事時，要竭盡心力且不居功自傲，最終必能獲得好的結果。 

但上司交代的事，也不可盲目遵從，要有大是大非的定見及堅持。若是違法犯

紀之事，或不公不義之事，則應“認真但不可當真”，以免上司事後責怪，甚

至身敗名裂。 

 

管理智慧： 

“人才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身為上司者必須舉賢與能、重用人才，企業才

得以永續發展。部屬有功需予適當獎賞，且需不斷教育訓練以激發部屬潛能。

若上司能胸襟坦蕩、虛懷若谷，且真誠對待部屬、不與部屬爭功，則“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上下齊心協力則事無不可成。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 

直譯：六四，紮緊袋口，勿言勿動、謹言慎行，既無災難，亦無稱譽。 

《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 

直譯：《象辭》說：“紮緊袋口，既無災難，亦無稱譽”，說明小心謹慎從事，

是不會有害的。 

 

文言 2 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直譯：（六四）天地之間變化不已，草木滋長茂盛。天地之間閉塞不通，賢人

就會隱退。《易經》說：「紮緊口袋，既無災難，亦無稱譽。」說的就是要謹

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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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智慧： 

在“他人為主，己為輔”時，若時機不利於有所作為時，必須謹言慎行、保持

緘默，以柔順自處及行謙退自守或退穩之道，以待機再起，方可無災無禍。若

能不張揚自己的能力，不犯錯故不受懲罰，也不爭功求名譽，如此謹慎小心，

故不會受到災害。 

 

管理智慧： 

對身為上司的管理者言，最擔心部屬如坤卦六四爻般“括囊，無咎無譽”。若

部屬人人皆謹言慎行，凡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皆明哲保身不幹事，企業將

如何維持運轉？ 

此時，上司必須發掘問題的原因，並實施激勵措施，以引發部屬的工作動機，

例如：員工參與、技能及變動薪資、目標管理…等等，如此方能讓員工為企業

的目標奉獻自己的熱情及能力。 

 

六五，黃裳，元吉。 

直譯：六五，黃色的衣服，最為吉祥。是因為黃色代表中色（青赤黃白黑五

色），行以中庸之道；下身之服為裳，表示有謙下之德，如此當然最為吉祥。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直譯：《象辭》說："黃色的衣服，最為吉祥"，說明其將內在之“柔順謙下、

行中庸之道”的美德，很自然地表現於外。  

 

文言 2 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

之至也。 

直譯：（六五）君子內心蘊藏著柔順的美德，以中庸之道行事，且通情達理；

雖身處中正之高位，仍能謙恭待下；其內心蘊含坤順的美德，暢通於全身內外

上下，再展現於所經營的事業上，坤道柔順之德達到此一境界，真是美到的極

致啊。 

 

人生智慧： 

在“他人為主，己為輔”時，你雖身處高位且得志之時，但仍處於副手地位，

仍需柔順謙遜、行中庸之道，恪守坤道，如此方能持盈保泰而獲得大吉。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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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驕縱無禮、妄自尊大，則必有凶險而不利。 

 

管理智慧： 

不管是身處高位之管理幹部，或身為老闆之上司，居高位皆須中庸謙遜，才可

保吉祥。尤其是上司，若能如坤卦六五爻所言“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將內

在之“柔順謙下、行中庸之道”的美德，很自然地表現於外，將更能獲得部屬

之支持，及管理好企業。 

在“從 A 到 A＋”一書中，將領導者能力分為五級，亦提及最高之第五級領導

者是“藉由謙遜的個性和專業的堅持，建立起持久的卓越績效”，可見謙遜之

對於領導者是何等重要。另外，易經 64 卦中，其六爻皆“非吉則利”者，僅唯

一的“謙卦”一卦而已，亦可見謙遜之美德的重要。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直譯：上六，陰氣盛極，與陽氣相戰於郊外且戰況激烈，天地混雜、乾坤莫辨，

後果是兩敗俱傷，情況十分嚴重。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直譯：《象辭》說："陰氣盛極，與陽氣相戰於郊外"，說明純陰之道已經發展

到盡頭了。 

 

文言 2 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直譯：（上六）坤陰猜疑乾陽，必然發生爭戰。由於坤卦無陽爻，未免懷疑坤

與誰對戰，乃以龍稱之替代“乾”而為“龍戰於野”；陰陽乾坤對戰，坤雖陰

盛已極，但尚未轉換為陽而離開它的類別，所以用流血來描寫此陰陽對決及其

戰況之激烈。至於「玄黃」，那是天地陰陽相混雜的顏色，天是青色，地是黃色。  

 

人生智慧： 

當“他人為主，己為輔”時，若有小的心結且不斷累積，終會到一發不可收拾

的地步，在由身為下屬攤牌發難後，雙方發生對決，戰局激烈混亂而兩敗俱傷，

後果極為嚴重。 

然而，身為部屬者之與上司的攤牌對決，猶困獸之鬥，大都首先遭受禍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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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企業也會因此“龍戰於野”而衰敗，甚至破產倒閉。 

 

管理智慧： 

身為上司者，到此窮途末路、迫不得已時，仍需與部屬兵戎相見、混戰一場，

而兩敗俱傷。此時，為時已晚，很難挽救。所以身為上司者，應如初六爻所言

“履霜，堅冰至”，凡事在尚未惡化、複雜化前，就能當機立斷將其解決，勿

使其到不可收拾時才去救火，即“慎其始而誠其中”，方為管理之正道。 

 

用六，利永貞。 

直譯："用六"這一爻，利於永遠持守坤之“安順貞正”正道為有利。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直譯：《象辭》說：用六的爻辭說"永遠保持安順貞正"，即是指陰的發展最終

還是要以順陽為終結。 

 

人生智慧： 

當“他人為主，己為輔”時，因最終的決策權在上位者，你縱有不同的看法還

是要順從對方，以其意見為依歸。此時應以柔順處之，順從上司，如此事情才

會往好的方向發展，這才是身為從屬者應有之道，也是坤道所言之應有的作為。 

此時，雖處於坤轉乾的過渡時期，雖坤中有乾、柔中有剛，居下屬仍應"永遠保

持安順貞正"，如此才能得善終。 

 

管理智慧： 

雖坤卦講的雖是“人臣之道”，但身為上司者，若能懂此坤道之柔順之德，則

將如六五爻所言“黃裳元吉”，而能“君唱臣和”，上下同心協力而“乃慶有

終”及“以大終也”。 

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在劉伯溫的輔佐下，平定江南及推翻元朝，而建立明朝。

在王朝建立後，除劉伯溫得不到應有之賞識而遭受迫害抑鬱而終外，朱元璋亦

與其他功臣“龍戰於野”，而造成後來無可用之將才可以肅王及對抗外侮之窘

境。請參考下二篇文章：“坤卦之生活智慧：劉伯溫的坤道人生”及“坤卦之

管理智慧：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 

 

  



10 
 

坤卦之生活智慧：劉伯溫的坤道人生 

劉基(1311/6/15—1375/4/16，享年65歲)，字伯溫，元至大4年6月15日出生于南田

武陽村。武陽村當時屬青田管轄，時人稱他為劉青田。明洪武初年封誠意伯，

人們又稱他劉誠意。他死後139年，即明武宗正年(1514)，被追贈太師諡“文

成”，因而後人又稱他文成公。文成縣就是以他的諡號命名的。 

 

劉伯溫是我國歷史上卓越的軍事謀略家、政治家，傑出的⽂學家、哲學家。生

於元末，自幼聰敏，長大後博覽群書，因而才幹、學識大大長進。他胸懷救時

濟世之志，13歲考上秀才，並於23歲考中進士，投身仕途。當時的元政權，君

主昏庸，官吏腐敗，民不聊生。劉伯溫目矚這種危機四伏的時局，並不气餒，

仍以國事為重，清廉剛直，效命朝廷，忠於職守，總想為國家民族幹㇐番事業，

可是在元代民族歧視嚴重的官場上，並不得志。自26歲出任江西高安縣丞，長

期充任江西行省椽史、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浙東元帥府都事、行省樞密院經

歷之類從七品、七品小官，後來雖小有遷升，㇐度當上從五品的行省郎中，但

旋即仍以七品的資格改授處州路總管府判，正義浩然之气受到抑制。加上此時

全國性農民的起義已風起雲湧。他面對現實，逐漸認識到元朝滅亡、改朝換代

已成必然之勢。於是在48歲那年棄官在家鄉武陽隱居。 

 

元至正20年(1360)，朱元璋軍下金華，定括蒼，仰慕劉伯溫的名聲，盛情邀請他

出山。這時劉伯溫已50歲，應邀前往金陵(南京)，進獻“十八策”，論天下安危，

如先滅陳友諒，與張士誠、方國珍暫時妥協，避免兩線作戰、各個擊破的建策，

為朱元璋採納。朱元璋大喜，專設禮賢館款待。從此，劉伯溫成了朱元璋的主

要謀士，宏才大略得到施展。劉伯溫在統㇐中國創建明王朝的過程中，⽴下了

汗馬功勞。此外，對大明曆法、律令的制訂、南京城竽宮的修築設計也曾作出

貢獻。 

 

朱元璋先後攻滅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勢力多按劉基的計策行事。元至正

24年(1364)，朱元璋自⽴為吳王，劉基為太史令。27年，升禦史中丞兼太史令，

又為朱元璋謀劃制定北伐滅元方略並得以實現。其間共參與軍機⼋年，籌畫全

域，有定策之功。劉伯溫是大明王朝的開國元勳之㇐，但朱元璋大封功臣時，

卻僅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年俸祿僅240石，也⽐其他受封伯爵的大

臣低。但即便如此，由於他嫉惡如仇，剛正不阿，敢於直言，也得罪了丞相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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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胡惟庸等人，並逐漸失去朱元璋信任。洪武四年(1371年)，劉伯溫請求告

⽼還鄉，退出政治舞臺，時年61歲。劉伯溫還鄉後，雖不與地方官來往，也從

來不講自己的功勞，唯棋酒詩⽂自娛，行為十分謹慎，但仍遭丞相胡惟庸暗算，

指使人誣陷他在家鄉強佔有“王氣”'的風水寶地墳地(談洋事件)，引起朱元璋

疑忌，被奪去俸祿，致使劉基引咎回京，不敢回青田老家。後憂鬱成疾，吃了

胡惟庸派來的太醫藥後，病情加重，朱元璋遣使護送回家。不久，洪武8年

(1375) 4月16日，便不明不白死去了，享年65歲。 

 

劉伯溫是明初的㇐代奇人，《明史》稱其“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

之學”。在民間傳奇和⽂學作品里，劉伯溫則更是㇐個傳奇，⽐張良、諸葛亮

還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風喚⾬，乃神仙㇐般的人物，

被稱為“帝師”、“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之譽。預言之作

《燒餅歌》就被傳為是他所寫。其《郁離子》想像詭異，寓意深遠，有如《莊

子》，《百戰奇略》更是兵書寶典，天⽂歷數方面有《天⽂秘略》，卜筮方面

有《觀象玩占》傳世，此外還著有曆書《玉洞金書》㇐卷，《注靈棋經》二卷，

《解皇極經世稽覽圖》十⼋卷。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劉伯溫”，綜觀劉伯溫一生雖為一代奇人，尤精

象緯之術，曾仕強大師曾言其是“不得時、不得人”之歷史悲劇人物，然其一

生皆恪守為人下屬之坤道行事，卻值得學習的，可概括如下： 

1. 初六“履霜，堅冰至”階段：23歲到48歲在元做官期間 

劉伯温23歲考中進士，26歲起任縣丞後，雖當時元朝政權君主昏庸、官吏

腐敗，而民不聊生。但劉伯温並不氣餒，仍以國事為重，憂國憂民、清廉

剛正，一心想為國家民族做一番事業。然在元代民族歧視嚴重的官場上，

雖幾經調遷仍不能施展抱負，並不得志。   

這期間，適逢天災人禍、全國農民起義，元朝滅亡正如坤上六文言所言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劉伯温也看出元朝氣數已

盡之命數，乃於48歲辭官退隱，養精蓄銳以待時機。 

 

2.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階段：48歲到50歲退隱期間 

48歲棄官退隱到50歲重出輔佐朱元璋之期間，在青田老家養精蓄銳以待時

機。期間並著“郁離子”一書，此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

十五條，詳細說明正己、慎微、修紀、還利、尚誡、量敵、審勢、用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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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立基於仁義道德、本乎仁義道德之，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

成敗得失之跡，大慨矯元室之弊。 

此時，劉伯溫因具“直方大”之坤德，致可“德不孤，必有鄰”而“承天

而時行”，並“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如此，在50歲時得以獲

得朱元璋之重用，輔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 

 

3.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階段：50歲到58歲打天下時 

在朱升的推薦及朱元璋二次邀請下，於50歲（1360年）重回職場投入朱元

璋麾下（當時朱元璋才33歲），並提出了“時務18策”，方得朱元璋之重

用由高級軍事顧問升為軍師，並參與軍機8年。劉伯溫針對當時形勢所提之

“時務18策”，主要之軍事策略為“先與張士誠妥協，滅陳友諒，再滅張

士誠、方國珍，再北伐平定元朝，一統江山”，協助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

也成就了其“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的功業。 

此期間，劉伯溫一心忠貞為國，雖得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常呼其為老

先生（兩人相差17歲）而不稱其名，曰“吾子房也”。但那是有所請教時

的一種姿態而已，應是出於身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的一種自卑和自大的混

合心理，及內心的反感而已。朱元璋一直忌憚劉伯溫的才識，且一直認為

其“非我族類”；也因此，雖協助朱元璋打下天下，有“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統江山劉伯温”之巨大貢獻及美譽，卻一直未被朱元璋認可及承認其功

勞。值得我輩在職場工作，為人下屬者借鏡及深思者：“為何對公司做出

如此巨大貢獻，卻仍得不到老闆認可及賞識？”，是個人性格及行事問題？

或所遇非人？刘伯温與朱元璋之恩怨，自有歷史來評價。 

 

4.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階段：58歲（1388年）到61歲引退時 

58歲（1368年）時，明朝創立及統一全國後，朱元璋曾欲請劉伯溫為丞相，

然劉伯溫深知其多疑猜忌個性不好相與，及自己淡泊名利、不好爭功的個

性，而婉拒僅為御史中承。甚至於洪武3年(1370年) ，朱元璋大封功臣時，

亦僅被朱元璋賜為伯爵而已，且俸祿亦較其他伯爵低。 

然此期間，雖劉伯温“括囊，無咎無譽”謹言慎行，但由於劉伯溫之欲

“導君於正”及性格正直剛烈、嫉惡如仇，又嚴明律法、不徇私情，難免

觸犯朱元璋及得罪同朝文武百官，而無法混跡官場，不得不於61歲請辭引

退回青田老家養老。 

 

5. 六五“黃裳，元吉”階段：61歲道63歲引退回青田老家時 

劉伯溫在引退青田期間，雖非常低調地“為飲酒奕棋，口不言功”，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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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見到附近之“談洋”地區，盜賊刁民聚集而無人管轄，私下上奏朱

元璋設巡檢司，以控管整治治安；隔年竟被陷害此地因有“君王之氣”的

風水寶地，劉伯溫想謀取以為自己的墓地，而觸怒了朱元璋，被撤銷了退

休薪俸。劉伯溫為表清白，不得不再赴京親自上朝拜見朱元璋，但朱元璋

又全然不過問此事，劉伯溫既不能辯白又不敢離京，不久便發病了。 

此期間，劉伯溫原本可安渡晚年，然其又憂心談洋治安而上奏，如此而得

罪政敵且給政敵可乘之機，加上朱元璋一直忌憚劉伯溫為“非我族類”，

常有殺之而後安心之心，致使原可“黃裳，元吉”，卻落到顛沛了倒而客

死他鄉之處境。或許我們皆不解，以劉伯温之“神機妙算”，怎不能趨吉

避凶而自陷於不利凶險之處境？當局則迷，或天數如此不可逃避？ 

 

6.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階段：63歲道65歲逝世時 

劉伯溫為“談洋事件”重回京師，竟遭朱元璋的冷落不理，為此抑鬱寡歡，

不久即發病至重疾。不久在吃了胡惟庸給的御賜補藥後，病情加劇，而於

65歲（1375年）一命嗚呼哀哉！ 

此期間，對劉伯温之“為引咎自責已”，朱元璋以不予理會處置，可如上

六所言“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讓劉伯温處於極度尷尬處境。又曾有一

次，劉伯温未參加祭孔祭奠，卻接受給大臣分發的奠肉，而被朱元璋批評

“學聖人之道，禮學到哪去了？”，並停發一個月俸祿處罰，給劉伯温極

盡之人格侮辱。雖坤卦用六有言“用六，利永貞”、“用六永貞，以大終

也”，然對照劉伯温處境並非如此。或許惟“永貞”才可善終，但仍須看

所遇何人？ 

 



14 
 

坤卦之管理智慧：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 

八八易學坊 張西川整理 202206 

 

朱元璋是中華歷史上唯一以貧民出生而經革命創立王朝，成為皇帝的唯一一人，

其參與革命僅 16 年就當上皇帝，其生平概述如下： 

 

1. 朱元璋（1328/10/21〜1398/6/24，享年 71 歲）25 歲從軍，參與郭子興造反

於濠州城（今安徽鳳陽），16 年後 41 歲時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成為皇

帝，且當了 30 年皇帝（1368〜1398 年）。 

2. 父母世代為佃農，因年陰曆八月初八生，故名朱重八，從小家貧吃盡各種

苦頭，受盡了孟子所謂之“天降大任於斯人也…”之苦。 

3. 17 歲時旱災，家人餓死，被迫至皇覺寺出家當和尚打雜（不念經拜佛），

也因此可讀書識字及練武功。期間，因廟裡香火欠缺，而被迫出外化緣乞

討三年。也因此經歷了百姓生活之困苦及各地之風土民情。 

4. 24 歲時，韓山童和劉福通的白蓮教起義（主因：元朝暴政，且當時黃河經

年泛濫，動用 17 萬民工修堤，而淮河流域則瘟疫和旱災頻繁，百姓生活困

苦。） 

5. 25 歲（1352 年），在返回皇覺寺不久，朱元璋受幼時玩伴湯和之邀，從軍

造反，為郭子興之親兵長，後受重用為其女婿，且從朱重八改名為朱元璋。 

6. 第一次帶兵打定遠，四戰四勝後，帶者 24 人離開郭子興而自立門戶，收編

流落各地的部隊及起義軍。  

7. 26 歲攻克滁州，此時已擁有一支 3 萬人之精兵。 

8. 29 歲攻克集慶（南京），改名應天，後定都於此。 

9. 36 歲時於鄱陽湖之戰，戰敗最強對手陳有諒，後又消滅張世誠、方國珍，

一統江南而奠立打敗元朝之根基。 

10. 41 歲（1368 年）在統一江南後，在應天稱帝，定國號為明。隨後同年亦北

伐佔領元京城大都（今北京），統一全國。 

11. 朱元璋勤於政事且事必親恭，除大力推行墾荒、屯田政策，並給予減免賦

稅外，亦注重水利工程之整治及興修；又打擊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在經

濟民生上，頗有貢獻而被稱為“洪武之治”。 

12. 為了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後，從政治、經濟、軍事等

許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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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洪武九年（1376 年），朱元璋廢除了元代行省制度，設布政使司、提刑按

察使司、及都指揮使司，以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權。 

14. 洪武十三年（1380 年），取消中書省，廢除宰相制度，分相權於吏、戶、

禮、兵、刑、工六部。設都察院監察百官，設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對朝臣和

百姓進行監督，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大大的加強。 

15. 朱元璋個性多疑及多慮，為鞏固政權而大規模的殺戮功臣：洪武 13 年以擅

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總計先後株連 3 萬餘人。洪武 26 年藍玉案，連

坐被族誅的有 1.5 萬人，所有勇武的元功宿將幾乎在這一案中被殺光。朱

元璋如此殺戮功臣，實千古所未有。清代學者趙翼說朱元璋：“借諸功臣

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

有。”。甚至後世亦有人評價朱元璋為“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皇帝”。 

16. 朱元璋另較有爭議者為八股取士及大興文字獄。八股取士大大的限制了讀

書人的頭腦及才華，這一制度後一直被後世繼承到清朝，成為統治者束縛

人民思想的桎梏。另大興文字獄，由於朱元璋出身寒微而疑心極重，群臣

常因一兩字，而被認為訕笑他的過去，因而招致殺身之禍；另因孟子之ㄧ

些主張，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仇寇”、“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 ，而被逐出文廟殿不得配享，且“孟子”一書，被刪節掉只剩

2/3 內容而已。 

 

綜觀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大爭議的人物，可說是位賢君，

也可稱暴君。持正面評價者通常都是從其大力打擊貪污，恢復經濟著眼，歷史

記載朱元璋是少見勤政的皇帝；而持負面評價者則多從其高壓統治著眼，如殺

戮功臣、文字獄及廷杖。若以坤卦來看其一生，可歸納如下： 

 

1. 初六“履霜，堅冰至”階段：出生到25歲投身義軍前期間 

朱元璋出生於世代為佃農的貧苦家庭，小時逢天災（旱災、蝗災、瘟疫）

而家人相繼去世而走投無路，17歲時到皇覺寺當了未受戒的和尚，且因廟

裡香火欠缺，而被迫出外化緣乞討三年，也因此見識百姓生活之困苦及經

歷各地之風土民情。 

此期間，朱元璋吃盡各種苦頭及歷經各種劫難，也目睹元朝之衰敗、人民

生活之困苦及各地義軍之起義，元朝滅亡正如坤卦上六文言所言“《易》

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元璋看出元朝氣數已盡之大勢，

乃投入義軍行列，16年後並成就了創立大明王朝之功業。 

 

2.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階段：25歲到26歲参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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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蒙元暴政期間 

在25歲在返回皇覺寺不久，在幼時玩伴湯和之邀請下，投入濠州郭子興的

義軍，由於勤懇又作戰勇猛、頭腦靈活而受重用，成為郭子興義子，並賜

婚與其養女結婚（馬皇后），郭子興並為其改名為朱元璋。  

此期間，因義軍的內鬥激烈、分崩離析，朱元璋在帶兵打定遠四戰四勝後，

便帶者 24 人離開郭子興而自立門戶，收編流落各地的部隊及起義軍。朱元

璋因具有“直方大”之坤德，懂得如何收攬人心及軍紀嚴明，所以能迅速

壯大，並於 26 歲攻克滁州，而擁有一支 3 萬人之精兵，為自己建立了基地。 

 

3.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階段：26歲到41歲自立打天下時 

朱元璋借小明王韓林兒的名號，並打著“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的起義口號，不斷的壯大勢力，並於29歲攻克集慶（改名為應

天府，今南京），並受封為吳國公，後自稱吳王。在率軍打下徽州時，朱

元璋採納了老儒朱升的獻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命令軍隊自己

動手生產，興修水利，減輕農民負擔，因而兵強糧足，為往後平定江南及

北伐滅元朝，打下厚實之基礎。 

33 歲時，更得劉伯溫之輔佐，在劉伯溫“時務 18 策”的策略下“先與張

士誠妥協，滅陳友諒，再滅張士誠、方國珍，再北伐平定元朝，一統江

山”；在 36 歲時於鄱陽湖之戰，戰敗最強對手陳有諒，後又消滅張世誠，

一統江南。並於 41 歲（1368 年）在統一江南後，在應天稱帝，定國號為明；

隨後同年亦北伐佔領元京城大都（今北京），統一全國。 

此期間，朱元璋在初期完全遵照坤卦六三爻“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

有終”而行事，隱藏才華、堅守正道，借小明王韓林兒的名號，不斷擴充

勢力，並廣招重用賢才，終可平定江南、進而統一全國，創立大明王朝。 

 

4.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階段：41歲（1367年）稱帝到44歲大封功臣時 

朱元璋在稱帝統一全國之後，為免封賞不公而造成政局不穩，並未馬上進

行功臣之封賞，直至洪武3年（1370）才大封功臣。 

這期間，朱元璋致力於恢復戰後蕭條的社會民生之重建，重視農耕、興水

利，減輕賦稅、勞役，並多次賑災救濟，使國力迅速提升而成就了“洪武

之治”的盛世。這也符合坤卦六四爻“括囊，無咎無譽”之行事原則：在

建國之初，百廢待舉，小心謹慎地先不大封功臣而先行建設，如此免於功

臣爭賞而起爭端之險境，可以無禍害。 

 

5. 六五“黃裳，元吉”階段：44歲到54歲整頓吏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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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4歲大封功臣之後，先廢除元代之行省制度，後又取消中書省、廢除宰

相制度，分相權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都察院監察百官，設

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對朝臣和百姓進行監督，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

大大的加強，完全實行中央集權的統治。 

這期間，朱元璋以身為皇帝居高位，若能謙遜及行中庸之道以待下屬，如

坤卦六五爻“黃裳，元吉”之行事準則，則可獲得大吉。可惜，朱元璋此

時卻為權力而自傲，且自以為是，完全違背坤道六五爻準則。可惜一代國

師劉伯溫被冷落、欺壓而抑鬱而死，朱元璋在歷史的定位也留下“盡舉取

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及“歷史上最糟糕的皇帝”之

臭名。  

 

6.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階段：44歲胡惟庸案起大殺功臣到71歲逝世

時 

朱元璋個性多疑及多慮，為鞏固政權及為太子和後代排除可能的反叛勢力

威脅，而大規模的殺戮功臣：洪武13年以擅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總

計株連3萬餘人；洪武26年藍玉案，連坐被族誅的有1.5萬人，所有勇武的元

功宿將幾乎在這一案中被殺光。 

這期間，朱元璋之嚴刑峻法及大肆殺戮，真如孟子於離婁篇中所言“君之

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可如上六所言“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滿朝陷入腥風血雨之中，連太子朱標也為勸阻朱元璋以仁慈為本，並言

“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臣”，而惹怒朱元璋，因而抑鬱投河自殺。

最終洪武31年（1398）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心力交瘁，终于病倒而結束了

71歲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