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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習反思日誌 

課 程 名 稱 易經與人生 授 課 教 師 蘇星宇 

上 課 日 期 2010/12/27 

上 課 時 間 10:10~12:00 

上 課 地 點 6204 

記 錄 者 曾士剛 

本次上課老師講了哪些內容？ 

反思內容檢討： 

1.不能吸收別人的，如何豐富自己的？ 

2.玩也要玩得很認真！ 

3.要學會用更高的層次看待意見的相左。 

文本內容： 

1.得主而有常→得陽而得經常之道。 

2.含萬物而化光→在萬物之中，並讓萬物發光。(太極是自因性、內在性的，以人為本) 

化：內在化，普遍化，百姓日用而不自知。 

3.時行→適時而行。 

4.孟子：「可欲之謂善。」所有不恰當的表現都是惡。 

5.辯通辨→不只是口頭上，凡事都要分辨明白。 

6.義→時時針砭自己，達到合宜。 

7.「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近似於「心安理得」。 

8.德不孤→本質性必得共鳴。 

9.地之道、妻之道、臣之道，是相對的。 

10.黃中通理→六五之中。  正位居體→上體居中。  敬，義誠於中，形於外(知行合一)，無異

致也，故曰：「通理。」(內外相通) 

11.陰疑於陽必戰→辯/辨之不早，疑盛乃動(互動、衝突)故必戰。  故稱龍焉→自以為是龍。 

猶未離其類也→其實還是陰。 

12.陽以氣為用，陰以血為體。傷在血，陰終不能傷陽，而陰衂(鼻子出血，受到當頭的挫折)矣。

天玄而地黃→互相傷害、劇烈衝突或互動。 

13.船山在繫辭傳傳前的內容，許多不講繫辭而單說繫或辭，因該處通常不單指繫辭傳。 

本次上課時，有什麼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有人說：「努力生活很麻煩！」 

2. 得主而有常→得陽而得經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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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辯通辨→不只是口頭上，凡事都要分辨明白。 

我對這些(或這件)事情有什麼感覺或想法？ 

會說：「努力生活很麻煩！」的人，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此人到目前為止都不認識「生活」，

到目前為止的生命都是在行屍走肉，只要有一點了解生活的人，付出一點努力的小麻煩，比空洞無

趣的生活好上太多了。然而，只有在真正付出努力，並與先前的自己進行比較後，才可以真的體會

「兩害相權取其『超級輕』(甚至微不足道)」的道理，或許這也正是一位傳道者或授教者存在的意義

吧！以各種方式促讓人去努力，進而體會生活的道理。 

船山在得主而有常後是這麼註記的：「不唱而和以聽陽……」感覺起來像是合唱，順著陽的這

個主旋律，所以其他的如高聲部或低聲部便不會走音或亂了節拍，但是反觀主旋律(陽)，正是因為有

順著它的副旋律(陰)，所以才會聽起來比純陽的時候和諧好聽，而且此陽也會比較不會走偏犯錯。合

唱時主聲部與副聲部同等重要，雖然看似一個順著另一個，但也不失陰陽之間相輔相成的道理，陰

得陽，進而得和諧，所以是經常之道。 

凡事都是嘴上的比較簡單，若單以言為部首的話，的確嫌些不妥。 

我為什麼或有這樣的感覺和想法？ 

1.在論語與現代社會的反思中，邱老師曾有一次給我如此的評語：「老師很高興也認同士剛可以在如

此年輕的生命中，設想如此深入周到。」雖然這讓我在半個小時中以為自己被影射為……怪胎，但

也讓我再次檢視自己「為什麼這麼強調努力生活？」當然不可能是一出生就知道，我想到了很多以

前的老師(雖然他們沒有把我的文言文能力訓練得很紮實，但是一碼好歸一碼好~)和一些比較有深度

的同學，他們讓我想到了先得道者授教於人的重要(虛心受教也是同等重要就是了)。 

2.在高中時看的一套漫畫，一個天生就有毀滅世界力量的非人個體，被如此問道：「為什麼你要聽命

於弱小的人類？」主角如此回答：「因為那個人總是可以在我對自身力量迷茫時，幫我找回本心與正

確的方向。」其實心智或立場相對於我較堅強的個體，都可以是「陽」，都足以依順，足以從中找到

自己的方向，最近在閱讀文本時有一點盲目，以致差點忘記萬事萬物都包含陰陽，以致在「得陽而

得經常之道」底下，只覺得很有道理，卻說不出個所以然，讀書的時候，要不忘回歸人本，時時對

其中的章句舉例佐證與懷疑啊！ 

我現在認為《易經》是一本怎樣的書？ 

此書可以拓展一個人認識世界的角度，並將發自於心的智慧發揮的淋漓盡致。 

我現在認為《易經》跟人生有什麼關係？ 

基本上是完全關聯的，只要自己想的到的事物它都包含，而想不到的則相對地無關或比較不容

易發現，因為有可能只是自己沒想到，而有其他個體想到了，並發現了。 

我還想說的是…… 

最近上課有點飄忽，「上六的使用方法」我只寫了七個字後，冒號之後都是白的……。應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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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龍的用法差不多吧！第一個我想到的，還是秉持此告誡於心，不忘自己的本質就是一種應用。第

二個我則認為可以以上六，去擺脫一些相對不好的柔順──依賴，真的，當一個人把依賴的感覺發

揮到百分之百的時候，此人必會馬上想要擺脫此依賴……。曾有一次我被允許無限制地玩電腦遊戲

(那是我當時的依賴)，結果在奮鬥了兩天兩夜後，我感到無比的空虛，直接體悟到「有節制的享受，

才是真享受」的道理……。 

打基礎和重效率，又是一個七個字以後就空白的筆記，話說，這不是互為因果的同一件事情嗎？

良好的基礎用以追求更高的效率，而好的效率位的不就是為了更紮實的基礎，我開始懷疑我這個部

分的筆記是哪裡來的了……。 

在所有經典之中，我相對的偏愛《易經》，雖然有可能是因為在國高中時它不曾被出為考題，

但比較重要的還是此書所鼓勵的生活方式，比較接近我一直在奉行的，它著重思考，強調回歸本心，

而在探索自己內心世界的同時，我也發現了許多可以應用於解決現實困難的材料。能夠以自己喜歡

的方式完成此堂課的義務，應該就是為什麼自己很累，卻很開心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