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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四象

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來自陰陽二氣的變化；

人人喜怒哀樂四情不同，來自陰陽二情的變化；

世界成住壞空四象不同，來自陰陽二儀的變化。

四象是指老陽（ ）、老陰（ ）、少陽（ ）、少陰（ ），也是說明萬

事萬物成長過程其中一個階段。人生是世界的縮影，每天晴時多雲偶陣雨的天

氣，正是我們情緒時刻變化的寫照。於是不平靜的心情，總是對氣候變化有著不

同的感觸；多元化的看法，產生對生活繽紛繁雜的感觸，喜怒哀樂由此而生。追

蹤變化，讓我們愈能深入了解事物的實相，讓我們有更多資訊可為參究，同時也

讓我們陷入更複雜的情境。其中應用之妙，存乎一心；理當取其利而去其弊，以

免陷於難以抉擇的窘境，讓自己陷入困獸之鬥，四處為難。這是面臨「四象」

時，給予我們的啟示。

有詩曰：

　　　　四象兩儀所衍化　　由二生四生八卦

　　　　演化過程要緊抓　　研易才能漸啟發

話說有一吳姓人家，富甲一方，兄弟二人，同時分掌父親領導下的兩個事

業體；哥哥泰和掌管紡織業，弟弟泰順掌管建築業。起初兩人的企業都能保持常

態，維持頗好的局面，經常受到外人的景仰與羨慕，以及家族的稱讚。過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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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於景氣的關係，哥哥的紡織業呈現業績下滑的情形，弟弟的建築業卻蒸蒸

日上，因而在家族股東會議時，哥哥受到股東無情的批評，被形容得一文不值；

弟弟卻備受讚賞，被奉為商場上的明星。哪知過了兩年，社會經濟情況改變，建

築業呈現景氣下滑的現象，紡織業反而漸漸起色，於是在年終的股東會議上，弟

弟被無情的批評，有如打落水狗一般，慘不忍睹；哥哥卻被讚賞，簡直被捧上

天，事情變化之迅速，如洗三溫暖的感覺，直讓人不可思議。

人間無常，時時有變化，起起落落的現象，造成幾家歡樂幾家愁。投資生

意，不是賺錢就是虧本，這是常見的情況，然而事不關己的時候，我們可以一筆

帶過，也可以大肆談論，以為自己很灑脫。然而當自己親身經歷時，是否能如從

前一樣地事不關己而談笑自如呢？其實，回顧自己所走過的人生，其中或者有成

功而被眾人讚賞的經驗，或者有失敗而被無情打擊的情形。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

歡，這些都是擺在眼前的事實，也很難讓自己無視於它們的存在，這正是我們要

面對的人生課題。當我們遇到命運中的窮通禍福時，是如何自處的呢？因窮困而

哀怨自殺，因遭禍而悲傷痛苦，因順暢而不可一世，因享福而高傲囂張，這種錯

誤的處世態度，是否因自己的心靈不健康所導致？還是其他的因素所造成？不論

如何，如果在遇窮困時能自立自強，因遭遇禍害時能覺悟超越；如果在順暢時能

推己及人，因享福時能利己利人，如此健全的心態，也是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培

養出來的。這是「四象」內涵的啟示，讓我們能經一事而長一智，讓我們經歷痛

苦時，可以產生正面的心態，不被環境打敗，而能有所成長；讓我們身在福中能

分享他人，不要產生負面的作用，借著富貴傲慢待人。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總是周而復始的循環著，任何人都要在這環境中成長而

無從選擇。然而，每一個季節對於萬物來說，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尤其對於萬靈

之長的人類來說，更要懂得應用四季天候的變化，種植食糧以養活身體，調整飲

食衣物以保健身體。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自古以來，人類的祖先似乎已在

此中發現生存的道理；雖然有許多人試著想辦法要突破，藉以將生活環境改變得

更美好一些，但終究會讓人感覺到，順從大自然才是最好的生存法則。所謂一年

的「四象」，就是春夏秋冬，是從陰陽二氣互為消長而形成；沒有春天的少陽，

不能讓萬物生根發芽；沒有夏天的老陽，不能讓萬物成長；沒有秋天的少陰，不



基礎雜誌271期16

Sutra  Field經典篇

能讓萬物收成；沒有冬天的老陰，不能讓萬物蘊藏；世世代代生機的綿延不斷，

正是四季輪替所展現的功能。懂得四季變化的規則，加以適當的配合，將使我們

活得更為自在。或者有人以為違反大自然，才能顯出自己的偉大能力；但歷史證

明，最後受害的還是自己，還可能禍及他人，這是「四象」給我們的啟發。

當我們觀察事情的時候，一定要深入而詳細，才能看清事實的真象，拿出適

當的辦法來解決；絕對不可只看表面，否則可能會被隱瞞，無法正確而圓滿地解

決問題，當然一定會有後遺症產生。世人通常對於事情的判斷都是以二分法：不

是好，就是壞；不是善，就是惡；不是美，就是醜。如此的分法，是否在實際應

用上會產生許多漏洞呢？比如說，我們討厭一個人，可能只會說他的不好，其實

他還擁有很多優點，只是被厭惡心遮住了，如此埋沒人才，可能會造成大眾的損

失。相反地，因為喜歡一個人，誤把缺點當優點而加以讚揚、任用，這會給大家

帶來許多的禍害。一個明智的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重要的是要考慮適

才適用。因而當看到一個人，或碰到一件事，應該秉持公正的態度，拋開自己的

成見；將整體做一個詳細的分析，其優點與缺點一一明列，然後再依實況處置。

如此客觀的態度，才能有助於事情的圓滿達成。這些都是「四象」告訴我們的道

理：在好中能知其不好，在不好中能知其好，使得任事能夠圓融得體，這就是實

在。

修道

　　尋道要小心  訪道要細心

　　求道要誠心  得道要歡心

　　修道要修心  辦道要盡心

　　究道要專心  明道要用心

　　樂道要怡心  行道要明心

　　證道要契心  成道要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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