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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乾

乾
下
乾
上

乾
：
元
亨
，
利
貞
。

【
譯
】
︽
乾
︾
卦
：
極
其
順
利
，
利
於
占
問
。

【
注
】
元
：
甲
骨
文
作

，
本
義
為
首
︵
人
的
頭
部
︶
，
引
申
指
大
︵
︽
廣
韻
︾
︶
、
極
大
、
最
大
。 

　
亨
：
通
︵
︽
集
解
︾

引
子
夏
︶
。
指
通
達
、
暢
順
。
此
字
在
︽
易
經
︾
中
除
三
次
︵
︽
大
有
．
九
三
︾
、
︽
隨
．
上
六
︾
、
︽
升
．
六
四
︾
︶
外
，
均

釋
為
通
。  

利
：
吉
︵
︽
廣
韻
︾
︶
；
此
指
有
利
於
、
適
宜
於
做
某
事
。  

貞
：
卜
問
︵
︽
說
文
︾
︶
，
占
問
。
甲
骨
文
多
見
。

此
字
在
︽
易
經
︾
中
除
兩
次
︵
︽
旅
．
六
二
︾
、
︽
旅
．
九
三
︾
︶
外
，
意
義
均
同
。

【
析
】︹
卦
名
︺︽
乾
︾
，
代
表
﹁
天
﹂
，
因
有
周
流
不
息
的
特
性
，
故
卦
義
為
剛
健
︵
︽
彖
︾
、
︽
象
︾
、
︽
文
言
︾
、
︽
序
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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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卦
︾
︶
。
漢
帛
︽
易
︾
卦
名
作
﹁
鍵
﹂
，
是
﹁
乾
﹂
的
借
字
，
上
古
音
同
韻
部
︵
元
部
︶
、
聲
母
︵
群
紐
︶
，
故
可
相
通
。
︵
詳

參
拙
著
︽
易
經
新
論
．
說
︿
乾
﹀
︿
坤
﹀
︾
。
︶
全
卦
六
爻
皆
陽
，
呈
純
陽
至
健
之
象
。
在
﹁
十
二
消
息
卦
﹂
中
，
為
代
表
四

月
初
夏
、
陽
氣
極
盛
之
卦
。

︹
卦
辭
︺
卦
體
上
乾
下
乾
，
乾
的
卦
象
為
天
︵
︽
說
卦
︾
︶
，
而
﹁
天
行
健
﹂
︵
︽
象
︾
︶
，
天
道
剛
健
，
不
停
運
轉
，
君

子
若
能
效
法
天
道
，
自
強
不
息
，
必
大
通
順
而
無
往
不
利
，
故
曰
﹁
元
亨
，
利
貞
﹂
。

初
九
：
潛
龍
，
勿
用
。

【
譯
】
︵
自
下
而
上
︶
第
一
位
，
陽
爻
：
龍
潛
伏
着
，
不
要
行
動
。

【
注
】
初
九
：
爻
名
，
或
稱
爻
題
。
初
，
指
爻
之
位
次
，
︽
易
經
︾
以
初
、
二
、 

三
、 

四
、 

五
、
上
標
明
六
爻
自
下
而
上

之
位
次
。
九
，
標
示
爻
性
；
九
為
老
陽
之
數
，
代
表
陽
爻
，
六
為
老
陰
之
數
，
代
表
陰
爻
。
以
下
同
。  

潛
龍
：
即
﹁
龍

潛
﹂
；
主
謂
倒
裝
，
甲
骨
文
多
這
種
句
法
。
潛
，
謂
伏
藏
於
水
中
；
漢
帛
︽
易
︾
作
﹁
浸
﹂
，
帛
︽
易
傳
︾
作
﹁
寢
﹂
，
音
近

字
通
，
義
亦
相
類
。
帛
︽
易
傳
．
二
三
子
︾
：
﹁
孔
子
曰
：
龍
寢
矣
而
不
陽
，
時
至
矣
而
不
出
，
可
謂
寢
矣
。⋯

⋯

故
曰
﹃
寢

龍
勿
用
﹄
。
﹂  

龍
：
傳
說
中
的
神
異
動
物
，
有
鱗
爪
，
能
興
雲
作
雨
，
伸
縮
變
化
，
﹁
春
分
而
登
天
，
秋
分
而
潛
淵
﹂
︵
︽
說

文
︾
︶
；
在
這
裏
代
表
陽
性
事
物
，
﹁
喻
陽
氣
及
聖
人
﹂
︵
︽
釋
文
︾
︶
。
在
中
國
，
對
龍
作
為
神
物
的
信
仰
起
源
甚
早
，
至
少

可
上
溯
至
新
石
器
時
代
，
一
九
八
七
年
發
現
的
﹁
華
夏
第
一
龍
﹂—
河
南
濮
陽
西
水
坡
遺
址
出
土
的
六
千
年
前
的
三
組
蚌



167

塑
龍
虎
圖
，
是
有
力
的
物
證
。  

勿
用
：
不
要
動
，
不
可
施
為
。
用
，
︽
說
文
︾
：
﹁
可
施
行
也
。
﹂
王
應
麟
︽
困
學
紀
聞
︾
：

﹁
凡
︽
易
︾
見
於
有
為
者
皆
言
﹃
用
﹄
。
﹂  

按
，
龍
、
用
︵
均
東
部
︶
協
韻
，
並
與
其
他
各
爻
龍
字
協
韻
，
故
如
此
標
點
。

【
析
】
初
九
為
陽
爻
，
故
稱
﹁
龍
﹂
；
爻
位
在
下
，
故
稱
﹁
潛
﹂
。
此
爻
以
陽
剛
居
陽
位
，
位
正
當
，
表
示
人
之
才
德
與

地
位
相
稱
。
爻
辭
說
，
聖
人
君
子
暫
宜
隱
伏
待
時
，
不
可
輕
舉
妄
動
，
故
云
﹁
勿
用
﹂
。
︽
正
義
︾
：
﹁
聖
人
雖
有
龍
行
，
於
此

時
唯
宜
潛
藏
，
勿
可
施
用
。
﹂
若
占
得
此
爻
，
宜
韜
光
養
晦
，
靜
候
時
機
，
採
取
﹁
遁
世
無
悶
﹂
的
策
略
和
處
事
態
度
，
而

不
可
急
於
表
現
自
己
，
或
試
圖
有
所
行
動
。

九
二
：
見
龍
、
在
田
。
利
見
大
人
。

【
譯
】
第
二
位
，
陽
爻
：
龍
出
現
在
田
野
。
利
於
見
貴
人
。
︵
或
利
於
貴
人
出
現
。
︶

【
注
】
九
二
：
爻
名
。
九
，
代
表
陽
爻
；
二
，
標
明
爻
︵
自
下
而
上
︶
的
位
次
。  

見
龍
在
田
：
即
﹁
龍
見
于
田
﹂
，
也

是
倒
裝
句
法
。
見
︵x

iàn

現
︶
，
通
﹁
現
﹂
，
顯
露
，
出
現
。
在
，
同
﹁
于
︵
於
︶
﹂
，
介
詞
。
周
原
甲
骨
：
﹁
龍
見
于
莒
︵
？
︶
﹂

︵H
1

1
:9

2

︶  

大
人
：
有
身
份
、
地
位
的
人
，
原
指
周
天
子
，
後
泛
指
王
侯
、
貴
族
；
與
﹁
小
人
﹂
相
對
而
稱
。 

　
按
，
龍
字

入
韻
；
又
田
、
人
︵
均
真
部
︶
協
韻
。

【
析
】
據
︽
易
傳
︾
，
六
爻
分
為
﹁
天
、
地
、
人
﹂
﹁
三
才
﹂
，
初
、
二
爻
象
地
，
二
爻
屬
﹁
地
﹂
位
，
故
稱
﹁
田
﹂
。

此
爻
以
陽
居
陰
位
，
位
不
當
，
但
處
下
卦
之
中
位
，
所
謂
﹁
剛
得
中
﹂
，
表
示
有
剛
健
之
德
，
又
能
行
中
道
，
並
且
已
離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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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爻
幽
隱
之
地
，
由
潛
而
顯
，
可
以
廣
泛
施
惠
於
人
，
所
以
有
﹁
見
龍
在
田
﹂
之
象
，
為
﹁
利
見
大
人
﹂
之
佳
兆
。
若
占
得

此
爻
，
意
味
或
將
得
見
﹁
大
人
﹂
，
獲
得
好
處
；
或
自
己
會
嶄
露
頭
角
成
為
﹁
大
人
﹂
，
而
為
眾
人
所
﹁
見
﹂
。

九
三
：
君
子
，
終
日
乾
乾
，
夕
、
惕
若
，
厲
，
无
咎
。

【
譯
】
第
三
位
，
陽
爻
：
君
子
整
天
孜
孜
不
倦
地
努
力
上
進
，
晚
上
也
保
持
警
覺
，
勤
於
自
省
，
則
縱
遇
危
險
，
也
沒

有
禍
患
。

【
注
】
君
子
：
在
西
周
晚
期
，
可
指
王
侯
、
公
卿
、
大
夫
、
士
。  

乾
乾
：
孜
孜
不
倦
的
樣
子
。
︽
呂
氏
春
秋
．
士
容
︾

﹁
乾
乾
乎
取
捨
不
悅
﹂
高
誘
注
：
﹁
乾
乾
，
進
不
倦
也
。
﹂  

惕
若
：
即
惕
然
，
保
持
警
覺
的
樣
子
。
惕
，
懼
︵
︽
釋
文
︾
引

鄭
︶
，
怵
惕
︵
︽
集
解
︾
引
王
︶
，
言
因
憂
懼
而
警
戒
；
若
，
形
容
詞
詞
尾
。 

　
厲
：
危
險
。
︽
文
言
︾
：
﹁
﹃
君
子
，
終
日
乾

乾
，
夕
、
惕
若
，
厲
，
无
咎
。
﹄
何
謂
也
？
子
曰
：
﹃⋯

⋯

故
乾
乾
因
其
時
而
惕
，
雖
危
，
无
咎
矣
。
﹄
﹂
在
︽
易
經
︾
中
，

﹁
厲
﹂
字
共
出
現
二
十
七
次
，
意
義
相
同
。  

无
：
無
。
︽
易
經
︾
有
無
之
﹁
無
﹂
均
作
﹁
无
﹂
。
楚
簡
︽
易
︾
作
﹁
亡
﹂
，
義
同
。 

　
咎
︵jiù

救
︶
：
災
︵
︽
說
文
︾
︶
，
病
︵
︽
爾
雅
．
釋
詁
︾
︶
，
禍
殃
；
或
過
失
，
罪
過 

︵
︽
廣
韻
︾
：
﹁
咎
，
愆
也
﹂
︶
。
如

作
動
詞
，
則
指
追
究
過
失
，
責
備
。
全
︽
易
經
︾
﹁
咎
﹂
字
共
出
現
九
十
八
次
，
意
義
不
離
於
此
。 

　
按
，
乾
︵
元
部

an

︶
、

夕
、
若
︵
均
鐸
部

a
k

︶
、
厲
︵
月
部

a
t

︶
協
韻
：
元
月
通
韻
︵
陽
入
對
轉
︶
；
鐸
月
合
韻
；
又
子
︵
之
部∂

︶
、
咎
︵
幽
部

u

︶

與
四
爻
咎
合
韻
，
故
如
此
標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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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
】
爻
意
說
，
有
抱
負
、
有
作
為
的
人
無
論
何
時
，
都
應
奮
勵
振
作
，
勇
猛
精
進
，
毫
不
懈
怠
，
同
時
又
提
高
警

覺
，
保
持
清
醒
頭
腦
，
經
常
策
勵
自
己
，
尋
找
不
足
。
朝
乾
是
拚
搏
，
奮
進
；
夕
惕
是
自
警
，
自
省
。
兩
者
結
合
，
便
可
保

持
旺
盛
的
勇
氣
、
朝
氣
，
臨
危
不
亂
，
處
變
不
驚
，
無
往
而
不
利
。
曾
子
云
：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
﹂
便
是
﹁
夕
惕
﹂
的
表

現
之
一
。
︽
升
︾
卦
上
六
爻
：
﹁
冥
升
。
利
于
不
息
之
貞
。
﹂
也
有
類
似
的
含
義
，
強
調
的
都
是
﹁
不
息
﹂
，
而
不
是
﹁
按
時

作
息
﹂
，
與
﹁
天
行
健
，
君
子
自
強
不
息
﹂
的
卦
義
正
相
呼
應
。

六
爻
分
﹁
天
、
地
、
人
﹂
﹁
三
才
﹂
，
第
三
爻
屬
﹁
人
﹂
位
，
故
稱
﹁
君
子
﹂
。
此
爻
以
陽
居
陽
，
位
當
，
但
處
下
卦
之

端
，
乃
﹁
多
凶
﹂
之
危
地
︵
︽
繫
辭
．
下
︾
：
﹁
三
多
凶
，
五
多
功
﹂
︶
，
幸
得
體
性
剛
健
，
有
﹁
朝
乾
、
夕
惕
﹂
之
美
德
，
故

仍
可
保
﹁
无
咎
﹂
。

九
四
：
或
躍
在
淵
，
无
咎
。

【
譯
】
第
四
位
，
陽
爻
：
龍
有
時
從
深
水
躍
出
，
沒
有
禍
患
。

【
注
】
或
：
有
的
，
可
指
人
或
其
他
事
物
；
不
定
代
詞
。
︽
詩
．
小
雅
．
鶴
鳴
︾
：
﹁
魚
在
于
渚
，
或
潛
在
淵
。
﹂  

在
：

同
﹁
于
︵
於
︶
﹂
。  

淵
：
深
湖
、
深
潭
。

【
析
】
初
爻
龍
潛
伏
在
淵
中
，
二
爻
露
出
地
面
，
到
此
時
則
向
上
騰
躍
，
爭
取
更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
四
爻
處
上
卦
之
始

而
不
在
中
，
立
足
未
穩
，
乃
﹁
多
懼
﹂
之
地
︵
︽
繫
辭
．
下
︾
：
﹁
二
多
譽
，
四
多
懼
﹂
︶
；
而
九
四
以
陽
居
陰
，
位
不
當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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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
不
中
不
正
﹂
，
意
味
進
退
未
定
，
處
於
待
變
時
刻
：
因
而
有
﹁
或
躍
在
淵
﹂
之
象
。
若
占
得
此
爻
，
宜
取
靈
活
因
應
的

策
略
處
事
，
可
進
則
進
，
但
不
可
勉
強
求
進
，
若
能
﹁
與
時
進
退
﹂
，
則
可
保
﹁
无
咎
﹂
。

九
五
：
飛
龍
、
在
天
。
利
見
大
人
。

【
譯
】
第
五
位
，
陽
爻
：
龍
飛
到
天
上
。
利
於
見
貴
人
。

【
注
】
飛
龍
在
天
：
即
﹁
龍
飛
于
天
﹂
，
句
式
本
與
﹁
龍
戰
于
野
﹂
︵
︽
坤
．
上
六
︾
︶
同
，
但
主
謂
倒
裝
。
在
，
同

﹁
于
﹂
。  

大
人
：
注
見
二
爻
。  

按
，
龍
字
入
韻
；
又
天
、
人
與
四
爻
淵
︵
均
真
部
︶
協
韻
。

【
析
】
九
五
以
陽
居
陽
位
，
又
是
上
卦
中
位
，
全
卦
之
﹁
天
位
﹂
、
﹁
君
位
﹂
，
以
剛
健
中
正
而
履
尊
位
，
如
以
聖
人
之

德
，
居
聖
人
之
位
，
必
可
大
有
一
番
作
為
，
並
會
像
﹁
雲
從
龍
，
風
從
虎
﹂
般
，
獲
得
眾
人
的
信
賴
、
擁
戴
。
故
呈
﹁
飛
龍

在
天
﹂
之
象
，
有
﹁
利
見
大
人
﹂
之
兆
。
若
占
得
此
爻
，
意
味
將
飛
黃
騰
達
，
並
且
大
得
人
心
，
可
以
盡
展
生
平
抱
負
。

上
九
：
亢
龍
，
有
悔
。

【
譯
】
最
上
位
，
陽
爻
：
龍
高
飛
遠
舉
，
有
悔
恨
、
煩
惱
。

【
注
】
亢
︵k

àn
g

抗
︶
龍
：
即
﹁
龍
亢
﹂
，
主
謂
倒
裝
，
與
初
、
二
、 

五
爻
句
法
同
。
亢
，
義
為
高
舉
︵
︽
說
文
︾
段
注
︶
，

這
裏
作
﹁
高
飛
﹂
解
，
意
指
飛
至
極
高
之
處
；
為
動
詞
。
︽
文
言
︾
：
﹁
亢
之
為
言
也
，
知
進
而
不
知
退
，
知
存
而
不
知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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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得
而
不
知
喪
。
﹂
漢
帛
︽
易
︾
作
﹁
抗
﹂
，
義
同
。 

　
悔
：
悔
恨
︵
︽
說
文
︾
︶
，
懊
惱
。
︽
繫
辭
．
上
︾
：
﹁
悔
吝
者
，
憂

虞
之
象
也
。⋯

⋯

言
乎
其
小
疵
也
。
﹂
全
︽
易
經
︾
﹁
悔
﹂
字
共
出
現
三
十
三
次
，
意
義
相
同
。

【
析
】
上
九
已
過
中
，
居
卦
之
極
，
窮
高
易
危
，
物
極
必
反
，
加
以
陽
居
陰
位
，
位
不
當
，
故
呈
﹁
亢
龍
﹂
之
象
，
而

顯
﹁
有
悔
﹂
之
兆
。
︽
象
︾
云
：
﹁
﹃
亢
龍
，
有
悔
。
﹄
盈
不
可
久
也
。
﹂︽
文
言
︾
：
﹁
窮
之
災
也
。
﹂︵
窮
，
盡
，
走
到
極
端
。
︶

皆
此
意
。

若
占
得
此
爻
，
意
味
若
缺
乏
相
應
的
才
德
而
居
高
位
，
又
自
以
為
是
，
未
能
任
賢
，
脫
離
民
眾
，
無
人
相
幫
，
定
會
動

輒
得
咎
而
陷
於
困
境
，
生
出
無
窮
的
懊
悔
。
︽
文
言
︾
說
：
﹁
上
九
曰
：
﹃
亢
龍
，
有
悔
。
﹄
何
謂
也
？
子
曰
：
﹃
貴
而
无
位
，

高
而
无
民
，
賢
人
在
下
位
而
无
輔
，
是
以
動
而
有
悔
也
。
﹄
﹂
︽
二
三
子
︾
：
﹁
孔
子
曰
：
﹃
此
言
為
上
而
驕
下
，
驕
下
而
不
殆

者
，
未
之
有
也
。
﹄
﹂
便
道
出
這
種
境
況
。

用
九
：
見
群
龍
，
无
首
，
吉
。

【
譯
】
統
合
眾
陽
爻
的
作
用
：
群
龍
一
起
出
現
，
沒
有
為
首
的
。
吉
利
。

【
注
】
用
九
：
︽
乾
︾
卦
特
有
之
爻
名
。
前
人
認
為
﹁
總
六
爻
純
九
之
義
，
故
曰
﹃
用
九
﹄
﹂
︵
︽
集
解
︾
引
劉
︶
。
漢
帛

︽
易
︾
作
﹁
迵
九
﹂
。
迵
︵d

ò
n

g

洞
︶
與
用
，
皆
東
部
字
，
高
亨
云
：
﹁
用
當
讀
為
迵
。
迵
，
通
也
。⋯

⋯

用
九
猶
通
九
，
謂

六
爻
皆
九
也
。
﹂
︵
︽
今
注
︾
︶
或
謂
﹁
﹃
用
九
﹄
乃
通
述
乾
卦
六
陽
之
義
﹂
︵
黃
沛
榮
︽
易
學
乾
坤
︾
︶
。
按
，
︽
說
文
︾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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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迵
，⋯

⋯

從
辵
，
同
聲
。
﹂
此
處
迵
當
讀
為
﹁
同
﹂
，
同
亦
有
通
義
，
但
更
有
聚
合
、
統
括
之
義
︵
︽
說
文
︾
：
﹁
同
，
合
會

也
。
﹂
︽
同
人
︾
卦
中
之
﹁
同
﹂
，
即
用
其
意
︶
，
所
以
﹁
同
九
﹂
的
意
思
，
主
要
應
不
在
指
六
爻
皆
九
，
也
不
是
通
述
︽
乾
︾

卦
六
陽
之
義
，
而
是
表
明
，
此
爻
乃
統
合
全
卦
六
陽
爻
的
作
用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因
為
依
照
傳
統
筮
法
，
筮
得
︽
乾
︾
卦
，
若
六
爻
皆
七
，

則
六
爻
不
變
，
而
以
卦
辭
占
斷
，
若
六
爻
皆
九
，
則
六
爻
俱
變
︵
稱
為
︽
乾
︾
之
︽
坤
︾
。
之
，
往
，
此
指
卦
、
爻
之
變
︶
，

而
以
用
九
爻
辭
占
斷
，
可
見
，
本
爻
乃
總
諸
老
陽
︵
九
為
老
陽
︶
之
用
，
而
非
通
述
其
義
，
故
爻
名
﹁
同
九
﹂
。 

　
見
群
龍
：

即
﹁
群
龍
見
﹂
，
主
謂
倒
裝
。
見
，
通
﹁
現
﹂
。  

无
首
：
沒
有
領
頭
的
。
首
，
首
領
。  

按
，
龍
字
入
韻
；
又
首
︵
幽
部

u

︶

與
上
爻
悔
︵
之
部∂

︶
合
韻
，
故
如
此
標
點
。

【
析
】
六
爻
皆
陽
，
故
稱
﹁
群
龍
﹂
。
﹁
无
首
﹂
，
是
指
諸
爻
在
這
裏
都
起
同
樣
作
用
，
並
無
主
次
之
分
。
既
各
展
其
能
，

又
同
心
協
力
，
故
﹁
吉
﹂
。
帛
︽
易
傳
．
易
之
義
︾
：
﹁
易
曰
：
﹃
見
群
龍

首
。
﹄
子
曰
：
﹃
讓
善
之
謂
也
，
君
子
群
居
莫
亂

首
，
善
而
治
，
何
其
和
也
。
﹄
﹂
即
闡
發
其
意
。 

按
，
本
爻
實
際
是
以
象
喻
手
法
，
反
映
西
周
厲
王
被
逐
後
，
﹁
共
和
﹂
時
期

統
治
體
制
的
特
色
，
並
對
政
局
發
展
致
以
良
好
祝
願
。
︵
請
閱
本
書
前
文
︽
︿
周
易
﹀
成
書
於
﹁
共
和
﹂
時
代
︾
︶

按
，
全
卦
各
爻
由
龍
潛
伏
水
中
，
到
露
出
地
面
，
到
躍
起
半
空
，
到
飛
到
天
上
，
再
飛
到
極
高
處
，
順
次
取
象
，
層
次

井
然
。又

，
本
卦
除
詠
﹁
天
﹂
之
外
，
還
以
龍
為
象
喻
，
描
述
了
到
作
者
時
代
為
止
的
姬
周
王
朝
之
整
個
興
起
、
壯
大
、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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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歷
程
：
﹁
潛
龍
﹂
、
﹁
見
龍
﹂
、
﹁
躍
龍
﹂
、
﹁
飛
龍
﹂
，
從
積
蓄
力
量
，
潛
忍
待
時
，
繼
而
漸
露
頭
角
，
伺
機
發
展
，
終
於

滅
商
立
國
，
得
以
大
展
鴻
圖
，
揚
眉
吐
氣
︵
以
上
相
當
於
由
早
周
至
文
、
武
、
成
、
康
階
段
︶ 

；
之
後
盛
極
而
衰
，
便
漸
走

下
坡
，
到
厲
王
更
因
貪
殘
暴
虐
徹
底
走
向
反
面
，
激
起
國
人
暴
動
，
君
主
逃
亡
，
姬
周
政
權
危
在
旦
夕
，
眼
看
不
保
；
終
於

﹁
亢
龍
有
悔
﹂
，
要
緊
急
調
動
統
治
集
團
全
體
之
力
挽
救
危
亡
︵
爻
名
﹁
用
九
﹂
即
此
意
︶
，
建
立
﹁
群
龍
无
首
﹂
的
﹁
共
和
﹂

體
制
，
以
穩
定
局
勢
，
待
度
過
危
機
，
再
重
謀
發
展
。
而
︽
乾
︾
卦
所
以
在
六
爻
以
外
要
特
別
增
加
﹁
用
九
﹂
一
爻
，
原
因

正
在
於
此
。
︵
︽
坤
︾
卦
之
﹁
用
六
﹂
爻
則
由
於
對
應
關
係
，
隨
︽
乾
．
用
九
︾
之
增
而
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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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坤

坤
下
坤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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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譯
】
︽
坤
︾
卦
：
極
其
順
利
，
利
於
占
問
雌
馬
的
事
。
君
子
有
所
往
，
起
先
迷
路
，
後
來
找
到
路
：
預
示
將
獲
利
。
往

西
南
方
能
賺
到
錢
，
東
北
方
會
破
財
。
占
問
是
否
平
安
，
吉
利
。

【
注
】
元
：
為
首
的
，
最
大
的
。  

亨
：
通
。  

牝
︵p

ìn
聘
︶
馬
：
雌
馬
。  

貞
：
占
問
。  

攸
︵yōu

優
︶
：
所
；
助

詞
。  

迷
：
失
道
︵
︽
彖
︾
︶
。
︽
韓
非
子
．
解
老
︾
：
﹁
凡
失
其
所
欲
之
路
而
妄
行
者
之
謂
迷
。
﹂  

主
：
本
義
為
燈
中
火
炷

︵
︽
說
文
︾
︶
，
即
燈
火
，
燈
火
可
照
明
，
故
引
申
為
預
示
。 

　
得
：
獲
︵
︽
玉
篇
︾
︶
。 

　
朋
：
古
代
貨
幣
單
位
，
五
貝
為
一



175

朋
︵
︽
廣
韻
︾
︶
，
或
云
五
貝
為
一
系
，
兩
系
為
一
朋
︵
王
國
維
︽
說
玨
朋
︾
︶
。
︽
損
．
六
五
︾
：
﹁
或
益
之
十
朋
之
龜
。
﹂

一
說
，
朋
，
謂
朋
友
。 

　
喪
：
失
︵
︽
釋
文
︾
引
馬
︶
；
漢
帛
︽
易
︾
作
﹁
亡
﹂
。 

　
安
貞
：
占
問
安
否
。
︽
訟
．
九
四
︾
：
﹁
安

貞
，
吉
。
﹂
義
同
。 

　
按
，
卦
辭
亨
、
貞
、
子
、
往
、
迷
、
得
、
利
、
南
、
朋
、
北
、
朋
、
貞
、
吉
等
字
皆
分
別
入
韻
：
亨

︵
陽
部

a
n

g
︶
、
貞
︵
耕
部

e
n

g

︶
、
往
︵
陽
部
︶
合
韻
。
又
子
︵
之
部∂

︶
、
得
︵
職
部∂

k

︶
、
南
︵
侵
部∂

m

︶
、
朋
︵
蒸

部∂
n

g

︶
、
北
︵
職
部
︶
、
朋
︵
蒸
部
︶
協
韻
：
之
、
蒸
、
職
通
韻
︵
陰
陽
入
對
轉
︶
；
侵
蒸
合
韻
。
又
迷
︵
脂
部

e
i

︶
、
利
︵
質

部

e
t

︶
、
吉
︵
質
部
︶
與
初
爻
至
︵
質
部
︶
等
通
韻
︵
陰
入
對
轉
︶
。
故
如
此
標
點
。

【
析
】
︹
卦
名
︺
︽
坤
︾
，
原
作
︽
川
︾
︵
見
漢
帛
︽
易
︾
，
漢
碑
則
作
﹁
巛
﹂
或
稍
變
形
，
實
皆
為
川
字
︶ 

。
川
，
甲
骨

文
作

，
﹁
象
有
畔
岸
而
水
在
中
﹂︵
羅
振
玉
︽
增
訂
殷
虛
書
契
考
釋
︾
︶
，
即
江
河
﹁
穿
地
而
流
﹂︵
︽
釋
名
．
釋
水
︾
︶
之
義
，

故
代
表
地
︵
包
括
原
野
、
河
川
︶
。
而
水
與
陸
，
都
有
柔
和
、
平
順
的
特
徵
，
故
卦
義
為
柔
順
。
後
寫
作
﹁
坤
﹂
︵
川
、
坤
，

同
屬
上
古
音
文
部
韻
︶
。
︽
坤
︾
卦
卦
體
由
兩
坤
重
疊
而
成
，
坤
為
地
︵
︽
說
卦
︾
︶
，
地
體
不
動
，
故
至
靜
；
六
爻
純
陰
，

故
至
柔
至
順
。
在
﹁
十
二
消
息
卦
﹂
中
，
為
代
表
十
月
初
冬
、
陰
氣
極
盛
之
卦
。
全
卦
各
爻
辭
以
簡
潔
妙
麗
之
筆
，
描
述
了

川
原
大
地
一
年
四
季
的
不
同
景
色
和
意
象
，
是
一
闋
﹁
地
母
之
歌
﹂
。

︹
卦
辭
︺
︽
坤
︾
為
地
，
地
與
天
配
合
，
順
天
而
行
，
厚
德
載
物
，
萬
物
賴
之
而
生
，
故
大
通
順
。
馬
馳
騁
於
地
，
雌
馬

與
地
同
為
陰
性
之
物
，
故
﹁
利
牝
馬
之
貞
﹂
；
此
謂
乘
坐
或
販
運
雌
馬
，
將
會
有
利
。
︽
坤
︾
性
陰
柔
，
不
宜
急
進
，
須
後
發

制
人
，
故
有
﹁
先
迷
，
後
得
﹂
之
象
。
武
王
伐
紂
前
，
周
邦
處
西
，
殷
商
在
東
，
而
周
之
西
南
面
又
多
友
好
方
國
，
故
往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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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
可
﹁
得
朋
﹂
而
獲
利
；
如
往
相
反
之
﹁
東
北
﹂
方
，
便
會
﹁
喪
朋
﹂
失
利
︵
參
︽
通
義
︾
︶
。
︽
蹇
︾
卦
：
﹁
利
西
南
，

不
利
東
北
。
﹂
︽
解
︾
卦
：
﹁
利
西
南
。
﹂
皆
同
此
意
。
又
，
︽
坤
︾
為
地
，
其
道
至
靜
，
故
﹁
安
貞
﹂
則
﹁
吉
﹂
。

初
六
：
履
霜
，
堅
冰
，
至
。

【
譯
】
︵
自
下
而
上
︶
第
一
位
，
陰
爻
：
踩
着
霜
，
︹
意
味
︺
堅
厚
的
冰
層
快
出
現
。

【
注
】
初
六
：
爻
名
，
或
稱
爻
題
。
初
，
指
爻
之
位
次
；
六
，
標
示
爻
性
，
六
為
老
陰
之
數
，
代
表
陰
爻
。 

　
履
：
踩

踏
。 

　
按
，
霜
與
二
爻
方
、
三
爻
章
︵
均
陽
部
︶
等
協
韻
；
又
冰
︵
蒸
部
︶
與
卦
辭
朋
︵
蒸
部
︶
、
二
爻
直
︵
職
部
︶
等
通

韻
︵
陽
入
對
轉
︶
；
又
至
與
卦
辭
吉
、
二
爻
利
︵
均
質
部
︶
等
協
韻
，
故
如
此
標
點
。

【
析
】
霜
降
，
表
明
陰
氣
始
凝
，
是
深
秋
之
象
；
結
冰
，
是
冬
天
之
象
。
由
履
霜
而
知
堅
冰
將
至
，
是
因
為
自
然
的
變

化
發
展
規
律
如
此
。
這
亦
說
明
，
事
物
總
有
積
漸
而
成
的
過
程
。
︽
文
言
︾
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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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易
︾
曰
：
﹃
履
霜
，
堅
冰
至
。
﹄
蓋

言
順
︵
必
然
次
序
︶
也
。
﹂
便
是
說
明
這
一
道
理
。

初
爻
在
下
，
有
﹁
履
﹂
象
；
六
爻
分
為
﹁
天
、
地
、
人
﹂﹁
三
才
﹂
，
初
、
二
爻
為
地
，
陰
氣
始
生
地
中
，
而
成
﹁
霜
﹂
：

故
初
六
有
﹁
履
霜
﹂
之
象
。
若
占
得
此
爻
，
須
有
前
瞻
的
眼
光
，
善
於
察
覺
萌
芽
狀
態
的
事
象
，
做
到
見
微
知
著
，
才
可
以

防
微
杜
漸
，
見
幾
而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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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
直
、
方
、
大
，
不
習
，
无
不
利
。

【
譯
】
第
二
位
，
陰
爻
：
︹
大
地
︺
平
直
、
方
正
、
廣
大
，
就
算
未
加
熟
習
，
也
無
所
不
利
。

【
注
】
直
、
方
、
大
：
地
之
﹁
三
德
﹂
︵
︽
正
義
︾
︶
，
即
地
之
形
質
特
點
。
按
，
︽
象
︾
傳
釋
經
文
不
及
﹁
大
﹂
字
，
或

以
為
衍
文
︵
︽
雜
識
︾
、
︽
今
注
︾
︶
，
但
︽
文
言
︾
及
漢
帛
︽
易
︾
、
帛
︽
易
傳
︾
、
漢
簡
︽
易
︾
均
有
此
字
，
且
直
、
方
、

大
分
別
入
韻
，
故
應
存
此
字
。  

習
：
修
習
︵
︽
正
義
︾
︶
，
通
曉
。
又
，
或
讀
為
﹁
慴
﹂
，
懼
也
︵
︽
說
文
︾
︶
；
意
謂
能

如
大
地
般
具
直
、
方
、
大
之
德
即
能
無
所
畏
懼
。
︽
孟
子
．
公
孫
丑
上
︾
：
﹁
吾
嘗
聞
大
勇
於
夫
子
矣
：
自
反
而
不
縮
︵
直
，

正
義
︶
，
雖
褐
寬
博
，
吾
不
惴
焉
；
自
反
而
縮
︵
直
，
正
義
︶
，
雖
千
萬
人
，
吾
往
矣
！
﹂
︽
二
三
子
︾
引
孔
子
曰
：
﹁
尊
威

精
白
堅
強
，
行
之
不
可
撓
也
，
﹃
不
習
﹄
近
之
矣
。
﹂
正
闡
明
此
意
。
這
便
是
﹁
夫
子
之
言
﹃
大
勇
﹄
﹂
。  

按
，
直
︵
職
部

∂
k

︶
、
習
︵
緝
部∂

p

︶
合
韻
；
方
與
初
爻
霜
、
三
爻
章
︵
均
陽
部
︶
等
協
韻
；
又
大
︵
月
部

a
t

︶
、
利
︵
質
部

e
t

︶
合
韻
，

故
如
此
標
點
。

【
析
】
﹁
直
、
方
、
大
﹂
為
地
之
德
性
。
春
天
雪
化
冰
消
後
，
大
地
之
形
相
特
點
便
充
分
顯
露
出
來
。

二
爻
屬
﹁
地
﹂
位
，
以
陰
柔
居
陰
位
，
且
為
下
卦
之
中
位
，
所
謂
居
中
得
正
，
故
充
分
顯
示
地
之
特
性
，
而
呈
﹁
无
不

利
﹂
之
佳
兆
。
若
占
得
此
爻
，
意
味
人
如
能
效
法
大
地
﹁
直
、
方
、
大
﹂
之
德
性
，
心
存
正
直
，
行
事
端
方
，
胸
懷
寬
廣
，

則
縱
使
暫
時
不
熟
悉
環
境
或
事
務
，
亦
可
無
往
而
不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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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
：
含
章
。
可
貞
。
或
從
，
王
事
，
无
成
，
有
終
。

【
譯
】
第
三
位
，
陰
爻
：
蘊
含
文
彩
。
適
宜
占
問
。
有
時
從
事
王
家
事
務
，
個
人
雖
沒
有
甚
麼
成
就
，
但
事
情
有
好

結
果
。【

注
】
章
：
彩
︵
︽
玉
篇
︾
︶
。  

貞
：
占
問
。  

或
：
有
的
，
可
指
人
或
其
他
事
物
；
不
定
代
詞
。  

王
事
：
王
家
之

事
、
朝
廷
之
事
，
如
征
戰
、
行
役
、
出
使
等
。 

　
成
：
就
︵
︽
說
文
︾
︶
；
此
指
成
就
、
成
績
。 

　
終
：
止
，
完
成
。
︽
易
經
︾

一
般
用
﹁
有
終
﹂
指
獲
得
圓
滿
之
結
局
。 

　
按
，
章
︵
陽
部
︶
、
從
︵
東
部

o
n

g

︶
合
韻
，
並
與
二
爻
方
、
四
爻
囊
︵
均
陽
部
︶

等
協
韻
；
又
貞
、
成
︵
均
耕
部
︶
協
韻
；
事
︵
之
部∂

︶
、
終
︵
侵
部∂

m

︶
合
韻
，
故
如
此
標
點
。

【
析
】
坤
為
文
︵
見
︽
說
卦
︾
︶
，
故
﹁
含
章
﹂
。
這
是
描
繪
夏
秋
間
萬
物
繁
生
、
大
地
色
彩
斑
斕
的
景
象
。

六
三
屬
﹁
人
﹂
位
，
故
言
人
事
；
為
陰
爻
，
故
言
臣
僕
之
事
。
此
爻
以
陰
居
陽
，
位
不
當
，
所
以
﹁
无
成
﹂
。
但
坤
性

柔
順
而
又
蘊
含
文
彩
，
故
爻
意
又
表
明
，
在
這
個
生
氣
蓬
勃
的
季
節
，
只
須
順
時
而
行
，
把
握
機
會
，
個
人
即
使
未
能
建
立

功
業
，
但
總
體
事
務
也
會
有
所
成
。
︵
比
如
一
場
球
賽
，
自
己
雖
沒
有
進
球
，
但
隊
友
進
球
，
球
隊
打
贏
了
，
便
是
﹁
无
成
，

有
終
﹂
。
︶

六
四
：
括
囊
。
无
咎
，
无
譽
。

【
譯
】
第
四
位
，
陰
爻
：
結
紮
好
袋
口
。
沒
有
禍
患
，
也
沒
有
聲
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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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括
：
結
︵
︽
集
解
︾
引
虞
︶
，
關
閉
︵
︽
方
言
︾
︶
。  

囊
：
袋
子
。
︽
詩
．
大
雅
．
公
劉
︾
：
﹁
乃
裹
餱
糧
，
于
橐

于
囊
。
﹂  

咎
：
禍
殃
。  

譽
：
好
名
聲
。
︽
玉
篇
︾
：
﹁
譽
，
聲
美
也
。
﹂

【
析
】
﹁
括
囊
﹂
是
一
幅
秋
收
圖
景
：
人
們
把
從
田
野
收
穫
的
糧
食
裝
進
囊
橐
，
捆
紮
起
來
。
爻
意
又
用
固
結
囊
口
比
喻

閉
關
自
守
，
自
求
多
福—

例
如
對
外
界
緘
默
不
語
︵
以
免
禍
從
口
出
︶
，
或
索
性
充
耳
不
聞
之
類
。
那
樣
保
護
自
己
固
然

不
易
惹
禍
上
身
，
但
也
不
會
受
人
稱
讚
，
所
謂
不
求
有
功
，
但
求
無
過
，
是
一
種
謹
小
慎
微
的
處
世
態
度
。
而
孔
子
則
把
﹁
封

口
﹂
的
要
求
集
中
指
向
﹁
小
人
﹂
。
︽
二
三
子
︾
：
﹁
孔
子
曰
：
此
言
箴
小
人
之
口
也
。
小
人
多
言
多
過
，
多
事
多
患
，⋯

⋯

而

不
可
以
言
，
箴
之
，
其
猶
﹃
聒
︵
括
︶
囊
﹄
也
。
莫
出
莫
入
，
故
曰
﹃
无
咎
无
譽
﹄
。
﹂
︵
按
，
原
釋
文
標
點
稍
有
誤
，
此
已

更
正
。
︶
箴
︵zhēn

針
︶
，
謂
縫
合
，
禁
閉
。

坤
為
閉
藏
︵
︽
說
卦
︾
︶
，
為
囊
︵
︽
釋
文
︾
引
九
家
︶
，
故
有
﹁
括
囊
﹂
之
象
。
六
四
以
陰
居
陰
得
位
，
但
在
上
卦
之
始
，

而
不
在
中
，
處
可
進
可
退
的
﹁
多
懼
﹂
之
地
，
故
僅
得
﹁
无
咎
，
无
譽
﹂
。

六
五
：
黃
裳
。
元
吉
。

【
譯
】
第
五
位
，
陰
爻
：
黃
色
裙
裳
。
極
其
吉
利
。

【
注
】
黃
裳
：
黃
色
下
裳
，
為
鮮
麗
、
吉
祥
之
服
。
古
人
以
青
、
白
、
赤
、
黑
、
黃
表
東
、
西
、
南
、
北
、
中
五
方
之

色
，
黃
為
﹁
地
之
色
﹂
︵
︽
說
文
︾
︶
，
又
為
﹁
中
之
色
﹂
︵
︽
左
傳
．
昭
十
二
年
︾
︶
，
即
中
央
大
地
的
顏
色
。
漢
帛
︽
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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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
作
﹁
常
﹂
，
高
亨
云
：
常
，
大
旗
也
，
帝
王
所
建
︵
︽
今
注
︾
︶
。  

元
：
極
大
，
最
大
。 

　
按
，
裳
︵
陽
部
︶
與
四
爻
囊
︵
陽

部
︶
、
譽
︵
魚
部
︶
，
上
爻
野
︵
魚
部
︶
、
黃
︵
陽
部
︶
等
通
韻
︵
陰
陽
對
轉
︶
。

【
析
】
本
爻
以
﹁
黃
裳
﹂
喻
指
秋
收
後
田
野
坦
露
的
大
片
空
蕩
蕩
的
﹁
黃
土
地
﹂
。
又
，
︽
禮
記
．
月
令
︾
載
土
神
之
祭
：

﹁
其
神
后
土
。
︙
︙
其
祠
中
霤
，
祭
先
心
。
天
子
居
大
廟
大
室
，
乘
大
路
，
駕
黃
騮
，
載
黃
旂
，
衣
黃
衣
，
服
黃
玉
，
食
稷

與
牛
。
﹂
爻
意
亦
應
與
周
天
子
這
項
隆
重
祭
禮
及
其
所
用
的
服
色
、
儀
仗
有
關
。

坤
為
布
︵
︽
說
卦
︾
，
以
後
凡
見
於
︽
說
卦
︾
之
象
，
一
般
不
復
注
明
︶
，
故
為
裳
；
黃
為
﹁
中
之
色
﹂
，
六
五
居
上

卦
中
位
：
故
有
﹁
黃
裳
﹂
之
象
。
此
爻
中
正
柔
順
而
處
尊
位
，
猶
內
裏
穿
着
黃
色
吉
祥
之
美
服
，
而
其
文
彩
仍
通
達
表
見
於

外
，
所
謂
﹁
黃
中
通
理
︵
理
，
文
理
︶
﹂︵
︽
文
言
︾
︶
，
是
極
吉
之
兆
。
因
黃
為
﹁
中
之
色
﹂
、
﹁
地
之
色
﹂
，
故
︽
易
經
︾
上
、

下
卦
之
中
爻
︵
尤
其
陰
爻
︶
常
見
﹁
黃
﹂
字
。
如
︽
噬
嗑
．
六
五
︾
之
﹁
黃
金
﹂
等
等
。

按
，
若
占
得
本
爻
，
必
須
有
﹁
黃
裳
﹂
內
美
之
德
，
始
能
應
﹁
元
吉
﹂
之
兆
；
否
則
未
必
為
吉
。
︵
見
下
︹
筮
例
︺
。
︶

上
六
：
龍
戰
、
于
野
，
其
血
玄
黃
。

【
譯
】
最
上
位
，
陰
爻
：
天
龍
與
地
母
交
合
，
祂
們
的
血
色
黑
黃
相
混
。

【
注
】
戰
：
讀
為
﹁
接
﹂︵
見
帛
︽
易
傳
．
二
三
子
︾
及
︽
說
文
．
壬
︾
︶
；
此
指
兩
性
交
合
。 

　
野
：
郊
外
︵
︽
說
文
︾
︶
；

此
泛
指
大
地
。  

玄
黃
：
天
地
混
雜
之
色
，
﹁
天
玄
而
地
黃
﹂
︵
︽
文
言
︾
︶
；
玄
，
赤
黑
色
︵
見
︽
說
文
︾
︶
。
一
說
，
玄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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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為
﹁
泫
潢
﹂
，
血
流
多
之
貌
︵
︽
今
注
︾
︶
。 

　
按
，
戰
︵
元
部

a
n

︶
、
野
︵
魚
部
︶
、
黃
︵
陽
部
︶
合
韻
，
故
這
樣
標
點
。

【
析
】
雨
過
天
晴
，
彩
虹
垂
地
，
一
派
絢
爛
景
象
。
在
古
人
心
目
中
，
虹
便
是
﹁
龍
﹂
，
代
表
天
之
陽
氣
；
彩
虹
接
地
，

意
味
天
地
交
合
。
而
﹁
玄
黃
﹂
之
﹁
血
﹂
，
正
指
絢
麗
的
虹
彩
與
雲
霓
。
甲
骨
文
早
有
﹁
虹
飲
于
河
﹂
的
記
錄
。
︽
楚
辭
．
天

問
︾
王
逸
注
：
﹁
蜺
，
雲
之
有
色
似
龍
者
也
。
﹂︵
蜺
是
虹
的
一
種
。
︶
已
直
接
把
虹
比
喻
為
﹁
龍
﹂
。
︽
詩
．
鄘
風
．
蝃
蝀
︾
：

﹁
蝃
蝀
在
東
，
莫
之
敢
指
。
﹂
朱
熹
注
：
﹁
蝃
蝀
，
虹
也
。
︙
︙
蓋
天
地
之
淫
氣
也
。
﹂
又
︽
釋
名
．
釋
天
︾
：
﹁
虹
，
攻
也
，

純
陽
攻
陰
氣
也
。
﹂
皆
可
助
理
解
本
爻
。

坤
為
地
，
上
爻
居
外
卦
，
有
﹁
野
﹂
象
。
︽
坤
︾
為
純
陰
之
卦
，
至
上
六
，
窮
陰
極
寒
，
急
需
陽
氣
灌
注
，
於
是
便
有

﹁
天
龍
接
地
﹂
︵
彩
虹
垂
野
︶
，
天
地
交
合
，
復
生
萬
物
之
象
，
給
厭
厭
無
望
的
世
界
注
入
一
支
強
心
針
。
這
正
是
﹁
物
極
必

反
，
窮
則
生
變
﹂
此
一
哲
理
的
形
象
說
明
。

用
六
：
利
永
貞
。

【
譯
】
統
合
眾
陰
爻
的
作
用
：
利
於
占
問
長
遠
前
景
。

【
注
】
用
六
：
︽
坤
︾
卦
特
有
之
爻
名
。
漢
帛
︽
易
︾
作
﹁
迵
六
﹂
。
迵
︵d

ò
n
g

洞
︶
與
用
，
皆
東
部
字
，
高
亨
云
：
﹁
用

當
讀
為
迵
。
迵
，
通
也
。⋯

⋯

用
六
猶
通
六
，
謂
六
爻
皆
六
也
。
﹂
︵
︽
今
注
︾
︶
按
，
︽
說
文
︾
云
：
﹁
迵
，⋯

⋯

從
辵
，
同

聲
。
﹂
此
處
迵
當
讀
為
﹁
同
﹂
，
同
亦
有
通
義
，
但
更
有
聚
合
、
統
括
之
義
，
所
以
﹁
同
六
﹂
的
意
思
，
主
要
應
不
在
指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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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
皆
六
，
也
不
是
通
述
︽
坤
︾
卦
六
陰
之
義
，
而
是
表
明

4

4

4

4

，
此
爻
乃
統
合
全
卦
六
陰
爻
的
作
用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參
︽
乾
．
用
九
︾
︶
。
因

為
依
照
傳
統
筮
法
，
筮
得
︽
坤
︾
卦
，
若
六
爻
皆
八
，
則
六
爻
不
變
，
而
以
卦
辭
占
斷
，
若
六
爻
皆
六
，
則
六
爻
俱
變
︵
稱

為
︽
坤
︾
之
︽
乾
︾
。
之
，
往
，
此
指
卦
、
爻
之
變
︶
，
而
以
用
六
爻
辭
占
斷
，
可
見
，
本
爻
乃
總
諸
老
陰
︵
六
為
老
陰
︶

之
用
，
故
爻
名
﹁
同
六
﹂
。 

　
永
：
長
︵
︽
說
文
︾
︶
，
久
遠
。  

貞
：
占
問
。

【
析
】
六
爻
俱
陰
，
其
勢
旺
盛
，
但
盛
極
必
衰
，
柔
不
能
久
，
終
變
而
為
陽
剛
，
故
﹁
利
永
貞
﹂
；
就
是
說
，
其
﹁
利
﹂

在
長
遠
之
能
變
。
︽
象
︾
辭
云
：
﹁
用
六
﹃
永
貞
﹄
，
以
大
終
也
。
﹂
陽
為
﹁
大
﹂
，
正
闡
明
此
意
。
帛
︽
易
傳
．
易
之
義
︾
：
﹁
子

曰
：
不
柔
則
不
靜
，
不
靜
則
不
安
，
久
靜
不
動
則
沈
，
此
柔
之
失
也
。
﹂
欲
挽
其
失
，
必
以
陽
剛
濟
之
，
故
﹁
十
二
消
息
卦
﹂

中
，
六
爻
全
陰
的
︽
坤
︾

 

卦
之
後
便
接
以
﹁
一
陽
初
復
﹂
的
︽
復
︾

 

卦
，
就
是
說
明
只
有
剛
柔
互
補
、
動
靜
相
生
，

方
是
保
障
大
自
然
存
續
發
展
、
生
生
不
息
之
正
道
。

按
，
由
全
卦
的
爻
辭
看
，
作
者
顯
然
是
有
意
識
地
按
時
間
、
季
節
順
序
，
從
秋
、
冬
到
春
、
夏
，
再
周
而
復
始
，
對

大
地
風
光
作
簡
潔
、
生
動
的
描
繪
，
反
映
了
早
期
農
業
社
會
的
特
色
。
可
以
說
，
︽
坤
︾
卦
無
疑
是
一
闋
鏗
鏘
可
誦
的
﹁
地

母
﹂
之
歌
。



183

〔
筮
例
〕

春
秋
末
期
，
﹁
陪
臣
交
叛
﹂
是
魯
國
政
局
一
大
特
色
。
魯
昭
公
十
二
年
（
公
元
前
五
三○

年
）
，
魯
國
季
平
子
執
政
，
其
家

臣
南
蒯
因
私
怨
，
圖
謀
叛
亂
，
投
靠
齊
國
。
將
叛
時
，
為
防
萬
一
，
遂
占
一
卦
以
定
吉
凶
，
結
果
筮
得
﹁
《
坤
》

之
《
比
》

﹂
，
即
《
坤
》
卦
六
五
爻
變
，
所
以
用
該
爻
占
斷
，
其
辭
曰
：
﹁
黃
裳
。
元
吉
。
﹂
南
蒯
以
為
大
吉
，
喜
不
自
勝
，
便
拿
去
問

子
服
惠
伯
：
﹁
即
欲
有
事
，
何
如
？
﹂
子
服
惠
伯
答
道
：
﹁
忠
信
之
事
則
可
，
不
然
必
敗
。⋯

⋯

黃
，
中
之
色
也
；
裳
，
下
之
飾

也
；
元
，
善
之
長
也
。
中
不
忠
（
內
心
不
忠
）
，
不
得
其
色
；
下
不
共
（
為
下
不
恭
）
，
不
得
其
飾
；
事
不
善
，
不
得
其
極
（
不

合
乎
中
正
的
準
則
）
﹂
。
何
況
《
易
》
，
不
可
以
占
險
惡
之
事
，
忠
、
恭
、
善
三
美
俱
備
，
則
﹁
吉
﹂
可
如
筮
；
如
忠
、
恭
、
善

三
者
有
缺
，
﹁
筮
雖
吉
，
未
也
﹂
。
後
南
蒯
果
然
失
敗
。
（
見
《
左
傳
．
昭
十
二
年
》
。
）

由
此
可
見
，
《
坤
．
六
五
》
的
爻
辭
要
連
成
整
體
去
理
解
。
也
就
是
說
，
其
﹁
元
吉
﹂
之
貞
兆
是
有
條
件
的
，
不
是
無
條

件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