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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文言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利者，義之和也。 

這裡的利是廣義的，泛指形而下的功名利祿。 

義者，是指利的形而上。 

讓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可以先有個道德基準。 

和者，則是意味者平衡或統一。 

是在講求利益與道義的前提下，所達到的一種易動平

衡，曰陰陽合德。 

 

古時總有義利之辯，認為義與利是矛盾或衝突的。然而，從管

仲與鮑叔牙的合作生意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者間，其

實是調和的或相伴的。若管仲守著傳統的道理，選擇平分生意

的收入值，讓他的母親因此而過得貧窮，乃至不好。是否又算

陷鮑叔牙於不義呢？相對的，當他選擇了多分點錢，雖然是佔

了點便宜，可在考量兩人的出發點上，卻又是微不足道了，乃

至恰恰剛好的事。此所以，義的基準點，會根據利的時空背景

環境而有所不同。如果只一味追求表面的數據，反而喪失義的

真諦，從而失去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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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四九陰陽五一 

這裡的和所追求的平衡，是易動的值。為了讓利與義走向四九

陰陽五一，為了讓人與人達到互相調和，我們不單要從形而下

的數據來看事件，更要從形而上的因緣俯視整個出發點。如此

一來，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共通處，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利與義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與易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相

對合德，是一種陰陽互相消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互存關

係。它沒有絕對的好壞與對錯，只有是否相對合理或合適。 

 

總而言之，君子在逐利的同時，切不可忘乎道義。在不忘道義

的同時，更不可忽視道統的平衡。唯有懂得拿捏兩者，才能達

到真正的中庸，達到真正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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