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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到“利”，比较敏感，人们往

往会想到“金钱”“钞票”，想到利
益、利润、红利、利水、盈利等等。
这是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理解
的狭义的“利”。

《易经》乾卦卦辞中所说的
“利”，还有更为广阔的意义，是说
天的伟大功能，普惠万物，生育万
物，赋予生命，使万物各得其利，
茁壮成长。

孔子将“利”引申为“利者，义
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

这里，孔子对“利”引申出了
两个要点：一者“义”，就是“利”要
合乎道义，合乎大自然的法则，合
乎事物的客观规律，合乎人世间
的道理。取利不可背信弃义，不
可悖理违规。二者“和”，就是对
于“利”，彼此要保持和好的心态，
达到和谐的状态。所谓和气生
财，和而得利是也。义与和，互为
因果，相辅相成。只有合乎道义，
合乎人情世理，才能达到和好而
利的结果；只要彼此保持和合的
状态，就能各得其所，各取其利。
义与和，是万事万物生存发展，各
得其利的必要前提。这又是一条
人生世事的普遍规律，其中的辩
证关系，确乎耐人寻味！

自古以来，利与义总是如影
随形、紧密相连的。“君子不言利”

“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一直影
响着人们，似乎重义的人是君子，
重利的人是小人。现在看来，这
一古已有之的标准，不可成为今
人谋事量人的标准。当今，是商
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世人切不
可在利与义之间失之偏颇。固

然，在利益面前背信弃义、悖理违
规、见利忘义、巧取豪夺，实不可
取。但固守传统的安贫乐道、君
子耻于言利，也不可取。正确的
观点，应该是“君子取财，取之有
道”“不义之财不可取”。正当的
利益，还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追
求的。孔孟之道从来认为，对利
的向往，是“人之所欲”，也是“人
之同心”。追求富裕和幸福，是人
之天性、人之常情，不应该受到压
抑而使之泯灭。须知，利益是人
生为事业努力奋斗的不遏动力。
只要不损人利己，不见利忘义，而
是见利思义，取利有道，就要大力
提倡而不应该责难非议。

《易经》乾卦《文言》中说：“乾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
矣哉！”这里阐明了“利”的最高境
界。天一开始就把美好的利益，
施予天下，使万物得到美好的利
益，而且还不说是自己所施之利，
这种行为“大矣哉”，多么的伟大
啊！

“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
和义”。孔子阅述的宏旨深意，世
人确应深长思之！在为人处事、为
官掌权、经商贸易，乃至领导、管理
一个国家、部门、单位、家庭的过程
中，正确处理利、义、和之间的关
系，把美好的利益施布于天下民
众，施布于员工下属、施布于你所
处交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家庭成
员。利人即可利己。这是一个人
德望、名誉、事业，成功的前提和秘
诀。如果再能不言是自己所施之
利，这就是“利”的最高境界了，这
是多么伟大的品格啊！

话说“元 亨 利 贞”
□ 梁镇川

说到《易经》，人们首先看到的
是乾卦；说到乾卦，首先看到的是
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乾，
代表天。乾卦阐释的是天创始万
物的法则。天的伟大德性，集中表
现在“元，亨，利，贞”。这四个字，
看似笔画简单，人人尽识，但其敦
厚沉重、含义广阔、寓意深邃，确是
世人进德修业，为人处事，自立立
人，自强不息，成就一番事业的金
科玉律、源泉活水、基石云梯、指路
明灯。

先说“元”。
甲骨文的“元”，是二字下面人字。上面的“二”，表示天地。

天地初开，万物资始，于是，有了下面的“人”。人乃万物的灵长，
万物的代表。一个“元”字，便代表了天地人三才。天地初开以
后，万物也就资始创生了。这种情景就是“元”。

乾卦彖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就是对“元”
的解释。意思是，乾元多么伟大啊，它是万物资生萌动的开始，
它是统领天体宇宙的根本，成为创造万物的根源。

元，释义多多，最主要的有开始、初始、创始、始生之意。天
地万物，皆从元气开始。元气者，精气神所在也。古曰“气若游
龙”，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看似无形，实则有力，力量广大，化育
无穷，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孔子对“元”有引申发展。他说：“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
仁，足以长人”。

孔子的引申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将“元”引申为“善”，且为
“善之长”。意思是说，一切事物创始的根元在于善，且为一切事
物创始之“长”。长者，统领也。统领一切事物创始的长，是善。
善就是一切事物创始的“元”。这就告诉人们，首先要勇于创始，
敢于开拓创新，具有首创精神。“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始终保持开
始的精神，不忘初心，永远从开始做起，从不自满停步。而一切创
始，必须以“善”为“元”。就是无论为人还是处事，必须拥有善美
的目标愿望，必须有善全的方针策略，必须有善诚的合作诚意，必
须有善仁的人格品德。这些都是为人处事，成就事业的根元。

二是“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有作为的人，充分体悟到善、
元的“仁”，并且以至善的仁，去引导，教化，领导民众，方可成就
事业，也就“足以长人”了。

可见，善、仁，这个元，这个长，是一切事物创始成长，每一个
人为人处事的根元。

其实，行善为仁的道理尽人皆知。只是有些人，或者为一己
之私趋使，或者为财帛势利诱惑，或者为金钱美女腐蚀，背信弃
义、利令智昏，做出一些有违善、仁的事来。孔子曰：“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人见利忘义、腐败堕落，
走向反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元”，到“善”“仁”，再到“善之长”，以至到“足以长人”，便
是孔子阐明的人生世事为人处事的普遍规律。

《易经》乾卦卦辞“元”之后是“亨”。亨者，通也。民间有一
吉语“万事亨通”，就是万事通顺、畅通无阻、诸方顺利的意思。

卦辞中的“亨”，远比这一含义深广得多。乾卦彖辞说明
“亨”，用了“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八个字。这是一种什么景象
呢？

古人认为，生命的源泉是气。天的气息是构成万物的要素，
是赋予万物生命流动的源泉。由虚空中涌起的气是云的飘动；
云聚集到一定程度，便降落充沛的雨，这就叫“云行雨施”。天体
运行，纵横宇宙，流布扩散，畅通无阻，像云行雨施一样。看那广
阔无垠的天空，白云飘动，云展云舒，变化万千；由云而生雨，遍
洒甘霖，充沛淋漓。这种天衢广运的情景，便是“亨”。正因为天
体运行像云行雨施一样畅通无阻，就可以使天的生气普遍流布
到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赋予万物各式各样各形各色的形
体和品质。这就谓之“品物流形”。这就是天生生不息、创始万
物的伟大功能。

孔子将“亨”，引申为“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以合理”。
孔子在这里指明了人生世事的又一条普遍规律：就是一切事物
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向美好的方向聚会，才能茁壮成长，亨通
顺达。

孔子阐明了“亨”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嘉会。嘉者，美也，就
是向美好的方向聚会、发展。二是合理。理者，礼也，就是要合
乎礼仪、世理，也就是要符合客观规律，遵循一定的法则。“嘉会”
和“合理”，相辅相成，互为作用，从而达到“亨”的境界。

理解了“亨”的深广含义，体悟到天的伟大功能，我们就应该
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各具其美。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要不断增强美的情商，以满腔热情，以真挚情
怀，追求美，创造美；同时发现美，培养美，支持美，使美好的事物
各显其美，茁壮成长，向美好的方向发展，把美流播、扩散到每个
角落。这样，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社会就会像一曲美妙的
旋律，优雅、和谐。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描绘的：“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应该“嘉会”，就是自身要聚会美的元
素，进修美育，增强美感，提高审美能力，焕发审美情趣，以美的
情怀为人处事。当我们具备了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审美灵气的
时候，便会亲吻着无限，便会“抱着善意去敲门，必见乐意来开
门”，即使“生活以痛吻我”，我也会“回报以歌”（泰戈尔语)。

贞字，上面是“卜”，表示占卜；
下面是简化了的“鼎”的形象，以示
占卜的神圣、确切，也就是用鼎在
礼器中的重量、威严，来表示占卜
的神圣、准确。所以，贞的本意是

“确有此问卜”。由此，引申为精
诚不改之意，如忠贞不二、坚贞不
屈。封建社会，贞特指女子从一而
终的“贞节”，处女又称贞女。《易
经》乾卦中的“贞”，是正、固的意
思，有纯正、坚贞之义。

孔子的《文言》引申说：“贞
者 ，事 之 干 也 ”“ 贞 固 ，足 以 干
事”。意思是说，能够执着地固守
坚贞、纯正，是做好一切事情的主
干；足以使一切事物具有骨干，才
能有信心、有骨气地做好事情，立
于不败之地。恰如树干为枝叶所
依附一样，只有树干深深扎根于
大地，长得高大、正直、茁壮，才能
成为骨干，支撑繁茂的枝叶。

纵观“乾”；“元、亨、利、贞”，仅
四个字，便高度概括了天的功能、
天的法则，天的四大品德。元，有
大与始的含义，是生成万物的根
元，善是万物生长的首要条件；亨，
有通的含义，是天生成万物之后的
流布、扩散，使一切美好的事物聚
合；利，有保合大和的含义，使天生
成的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彼
此和谐；贞，有正与固的含义，纯正
而坚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骨干。

可见，贞的重要性。无论每

一个人；也无论办任何事情，必须
执着追求，必须动机纯正，必须持
之以恒。只有坚贞固守、纯贞不
二，最后的结果才能圆满。恰如
庄稼生长，元，是种子发芽；亨，是
生 长 ；利 ，是 开 花 ；贞 ，是 结 果 。
贞，是万事万物最后结果必不可
少的条件。

“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
仁，足以长人”。

“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
以合理”。

“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
以和义”。

“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
以干事”。

这是孔子对“元、亨、利、贞”
四德的解析与发挥。

我们应该充分体悟“元、亨、
利、贞”四德的深刻含义，效法自
然的伟大功能，按照自然的运行
法则，遵循客观规律，恪守礼仪世
理，为一切事物的创始、发展，向
美好的方向流布、聚合，以至达到

“保全大和”的祥和状态，而坚持
不懈，奋斗不息！

这便是我们为人处事，进德
修业、自强不息，应该遵循的法
则。尽管人各有志，追求理想不
一，处交的人和所办的事各异，能
力大小也有别，但只要努力遵循

“元、亨、利、贞”的法则去做，就会
成就一番事业，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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