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誠摯卜卦 (不戲卜、不疑卜、不決卜) 

三不占原則 不誠不占 不疑不占 不義不占 (心誠則靈 既無疑又何需卜 心若不正 運何來？) 

 

占事 2021 年 1 月 12 日  XX 人 2021 二月返台行程 安危得失吉凶禍福 

卦名 水地比 (變: )  (互: )  

宮 卦  空亡:  缺:  11:30am  午時 火 

六獸 

 

世

應 

卦爻 本卦 

干支 六 

五行 親  

變卦 

干支 六 

五行 親 

伏神 

干支 六 

五行 親 

卦

身 

日辰 月建 太歲 

 

  x         庚申 己丑 庚子 

          金旺 土旺 水旺 

          水相 金相 木相 

             

  x            

             

 

本卦  (235, 446, 336, 125, 256, 244) 

比卦 (水地比) 

 

習易者必卜 

古人常以「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為訓。乃因認為自己的運勢吉凶禍福，只要經過客觀仔細的

體察，根本心知肚明，何須卜筮。然而，若要學習易經的智慧，最輕鬆的方式就是經由問事卜卦，

再依成卦的卦象，翻查歷代的相關經傳文或大師們對該卦之卦辭、和各爻的爻辭所作的註解，透過

古書易理的提示以及大師們的解說，來對今日所卜問之事由(人事地物)，做出更符合當代現時狀況

的分析，以便作成行事決策的依據。若能持之以恆，假以時日，或可運用各個案例的事後結果反

饋，進一步來學習並推斷易經六十四卦的卦象與各個爻辭智慧，想必將會是個極富趣味的歷程。 

 

如何卜出一卦 

當然可遵循古禮以蓍草(現改用竹筷代之)取卦。(請參考 傅佩榮教授 youtube ) 

或學梅花易數以隨機任何三個數字而成卦。(請參考 傅教授數字取卦 ) 

或用三枚錢幣(先設定正反面各為一陽一陰)，擲投六次，而得卦。(請參考 易學網的說明 ) 

平哥我則以三個骰子(一般常見六面有 1~6 數字者)，分擲六次後，再用一顆骰子投擲一次，而得

卦。(請見底下說明) 

 

該如何畫成一卦 

易經六十四卦是將原本八卦，作兩兩重卦後，所成的六畫卦，一畫為一爻(請參閱底下訊息說明)。

習易者當知畫爻應由下而上(詳見後敘)，並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而且有物以稀為貴的準則。記下

每顆骰子擲出後的數字，如：124 就記初爻為陽     ，若第二擲得 235 就記二爻為陰     。如果

擲得數字都是奇數如 115 那麼就將之記成(o     )，稱之為老陽，而記號 o 代表此爻將有變動力

量，是為動爻；同理若擲出的三顆骰子皆為偶數，如 224 就將之記成(x     )，名之為老陰，且是

個具有動能(前有 x 記號)的陰爻。當投擲三顆骰子六次後，依序由下往上記下陰陽六畫就成一卦。

https://www.bing.com/videos/search?view=detail&mid=24D50806E5E40682761F24D50806E5E40682761F&q=%E5%82%85%E4%BD%A9%E6%A6%AE%E5%8D%9C%E5%8D%A6&shtp=GetUrl&shid=70e013a8-1a1a-42cc-9789-04281cac8582&shtk=5YKF5L2p6I2j5Y2g5Y2mIDAxIDE%3D&shdk=5YKF5L2p6I2j546w5Zy65ryU56S65Y2g5Y2m5pa55rOV77yM5625562W77yM5pWw5a2X5Y2g5Y2m&shhk=mrplviZtTybVELKqELHCgBYYQt3pxIogiL1NoeFyy1o%3D&form=VDSHOT&shth=OSH.wlHbgDtku9SyuHFNwIyNQw
https://youtu.be/bI4njMjANdI
https://www.eee-learning.com/article/4158


如果成卦後，沒有任何具變動力的老陽或是老陰出現，就需取一顆骰子再投擲一次，以得出動爻所

在位置；如擲出數字為 3，那麼就在第三爻位置前，依原有之陽爻(o     )或陰爻(x     )加註適當

的(o 或 x) 記號。 

據此，本篇一開頭所舉的卜事案例，經由誠心問訊擲投骰子，卜卦之後，畫卦便得出「水地比」卦

是易經六十四卦中的第 8 卦。至於，相應的變卦或互卦，又各是什麼？則請見下一篇章分曉。 

 

 

參考資料： 

伏羲氏「一劃開天，文明肇始」 

上古時期的易經並沒有文字只有符號；以一畫為陽     ，裂成兩段為陰     。 

古人云：「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無極」 老子言「道」是無極 (參考 任法融 道德經釋義) 

《道德經》是道教的基本經典，是《老子》學說的精華所在。一章曰：「無名，天地之始。」 

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

其名，字之曰道。」此「無」本來無名，老子姑且把它稱之為「道」。 

「無極」並非沒有，而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備，無所不涵，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所不至。它實

際是「有」，是宇宙萬有所從以出的唯一總門，無此則無一切萬物。 

《老子》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無極生太極。 

無極是「無」，太極為「有」。也就是說，無極生太極，太極歸無極，二者是縱向的派生關係。無極

是本，太極是末；無極是母，太極是子；無極是源，太極是流；無極是總，太極是分；無極是全，

太極是偏；無極是定，太極是變等等。無極順而生太極，太極逆而歸無極；無極動而生太極，太極

靜而歸無極。一本散為萬殊，萬殊歸於一本。 

 

「太極」 生「兩儀」(即為陰陽)   

《周易．繫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此乃說明，「道」涵陰陽，是陰陽二氣的中和、平衡與統一。「道」分而為陰陽，陰陽合而為「道」。

而陰陽沖和之氣，則生成萬物。「道」是無極，陰陽則是太極；「道」是「無」，陰陽則是「有」；

「道」可以用無極表示，陰陽則以太極圖表示。   

太極圖囊括了《老子》一書中關於對立的、運動的、變化的觀點，總括了宇宙萬物的基本體性和規

律。而陰陽二氣，既能互相吸引，相互凝聚，生出自然萬物。同時，宇宙中之陰陽又彼此是對立

的、矛盾的、互補的。任何事物都由正反兩種因素組合而成，它們互相聯繫，互相依賴，互相滲

透，互相補充，互為其根。有正必有反，二者與時俱存，彼此相輔相成。 

(前述曾說太極與無極的關係，是縱向的派生關係。那麼在太極中陰和陽的關係，就是橫向的對待關

係。可以用前者是母子關係，後者是夫妻關係來形容。) 

 

「四象」 (陰陽)兩儀生四象  

四象：有說是(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見下圖；或稱(青龍、朱雀、白虎、玄武)見下圖。 

 



      

 

   

 

「八卦」 四象生八卦 

何謂卦？八卦又是什麼？(參考傅佩榮教授之文) 

「卦」，指的是「掛在眼前的象」，對古人而言，原始的景觀就是由「(乾)天、(坤)地、(震)雷、(巽)

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這八大現象所組成的，於是就有了八卦。而將這八種現象，

兩兩重組就會有六十四種組合，形成六十四卦。原始的八卦又稱「經卦」是三畫卦，一畫為一爻，

而「經卦」兩兩重卦後就成六畫卦，每一卦就有六爻，於是易經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 

 

八卦取象口訣：「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 

 

 

何謂爻？ 

「爻」是「仿效」變化的兩個基本單位，亦即主動的陽爻與受動的陰爻。這一陽一陰的兩條橫線

（陽爻一畫不斷開，陰爻一畫裂成兩段），正有如現代電腦「零與一」的二元進制，由此開始，幻化

成百千變化景象。 

 

一卦各爻的讀法 

一卦有六爻，是由兩個三爻所組成的。在畫卦的時候要「由下往上」，在讀每一爻的時候，也就依此



而有一定的讀法。陽爻要念「九」，陰爻要念「六」。何以如此？至今仍有各種解釋。譬如，陽是奇

數，又以動為主，所以取奇數（一、三、五、七、九）之終，表示動之極。陰是偶數，且以靜為

主，所以取偶數（二、四、六、八、十）之中，因為六在中間，表示靜之極。在讀爻的時候，最底

下的「一」要念「初」；最上面的「六」要念「上」。並且要念成「初九」或「初六」，以及「上九」

或「上六」。中間四爻則先念九或六。 

 

   

 

以上所說六爻的讀法是兩千多年以來所形成的習慣，有如基本文法，沒有什麼道理。而我們只要學

會了這套文法與術語，就可以翻開任何一本討論易經的書，來欣賞作者的研究心得了。「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由此方便於進入易經的奇妙世界。 

 

爻的位置或有特殊意涵 

前述提及易經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總共是三百八十四爻，代表的是人生的三百八十四個位

置。如果真要分辨細數，則人生的位置何止千萬種。同時還談到每一卦的卦爻，位置是由下往上排

起，所以要念成「初，二，三，四，五，上」。由於六爻卦是由兩個三爻「經卦」所組成，所以可分

為下卦（或內卦）與上卦（或外卦）。而對爻來說，最好的位置是在「中」，亦即二與五。二在下卦

之中，五在上卦之中。在中間代表有人護衛，並且言行合乎中庸，總是比較適宜。 

其次， 由下往上計算， 「初、三、五」是奇數， 代表剛位， 適合陽爻； 「二、四、上」是偶

數，代表柔位，適合陰爻。然後，對個別的爻而言，若是陽爻，最好是「乘陰」（在陰爻之上）；若

是陰爻，最好是「承陽」（上面有陽爻可依靠）。這從我們把陽爻與陰爻理解為主動力與受動力，就

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說法。(詳見後續篇章說明) 

總括而言，對於爻的位置，有三種簡單的考量。一是「當位」與否？就是要看陽爻是否在剛位

（初，三，五），以及陰爻是否在柔位（二，四，上）。二是「乘與承」，陽爻乘陰爻，以及陰爻承陽

爻，都是合宜的。三是「應」，就是下卦與上卦相對位置的兩個爻是否陰陽相應，譬如：初與四，二

與五，三與上，這三對是「異性相助，同性相斥」。另外，還有「比」的考慮，就是相鄰的爻能否形

成助益。(詳細訊息請參閱後續篇章說明) 

 

先天八卦圖 

相傳伏羲作「先天八卦圖」，就是將八卦排列在圖形的外圍，中間則有一圓形的太極。太極分為白黑

兩部分，分別代表陽與陰，又稱「陰陽魚」。可見白魚中有黑點，黑魚中有白點；「點」狀如魚眼。

而中分的線條是彎曲的，正代表變通的趨勢。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由此得知萬物持續不斷地在變

化之中。 

 



    

 

可將八卦分成四組。在《易經・說卦傳》指出：「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

卦相錯。」如同前述用八卦來代表八種自然現象。即是：天（乾）與地（坤）上下定位，山（艮）

與澤（兌）氣息貫通，雷（震）與風（巽）相互激盪，水（坎）與火（離）背道而馳，八卦形成彼

此交錯的現象。 

 

後天八卦圖 

後天八卦圖的特色是：震在東方，離在南方，兌在西方，坎在北方。它的東與西，是由北方向南方

看，所以東在左而西在右，與我們使用的地圖(北上南下)正好相反。一般在風水上所說的四象「左

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就是來自此圖，震是青龍，兌是白虎，離是朱雀，坎是玄武（黑

色的龜與蛇）。就五行而言：「震巽（雷與風）」屬木，「離」當然屬火，「坤艮（地與山）」屬土，「乾

兌（天與澤）」則屬金，而「坎」自然屬水。五行(木火土金水)的顏色則是「青，紅，黃，白，

黑」。後天八卦圖的應用之廣，由此可見。 

《易經・繫辭傳》說：「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

乎艮。」意思是：天帝（代表宇宙的創化力）從震位出發，到了巽位使萬物整齊生長，到了離位使

萬物彼此相見，到了坤位使萬物彼此幫助，到了兌位使萬物愉悅歡喜，到了乾位使萬物相互交戰，

到了坎位使萬物勞苦疲倦，到了艮位使萬物成功收場。 

 

   

 

本篇介紹到此結束。如蒙關注，請看下一篇章： 4. 本卦 變卦 互卦 以及錯綜卦 

前一篇章： 2. 起卦 定日辰月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