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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卦：儒家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

余治平

摘 要：困卦难懂，困卦之象，水性润下，在泽之下，势必流渗以涸。如何对待困，可以检验出君子、小人的

德性水平。陷入困局，君子、“大人”应当理性面对现实，“有学有守”“操持已定”，甘享其窘，自我亨通。《象》辞

“致命遂志”则要求君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九二有刚中之德，九二之困即君子之困，虽身陷困厄之中却能够

安处俟命，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谨慎所为。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

围，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人则做不到。出困、解困是需要借助于信仰，建立起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不

可以阉割掉自己的生命冲动，不能泯灭自己追求解放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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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用学上，“困”的字面含义有窘迫、受

窘、急难、被包围，常指一种窘迫、危难的状态与

处境，精神压抑不舒展，人不得志。而在儒学语

境中，如何对待穷困，如何“过紧日子”，则可以

分别出君子、小人所作所为之差异，检验出君

子、小人的德性高低。《周易》之第四十七卦《困

卦》，坎下兑上，专门讲述君子陷入“为道之困”

与“为身之困”［1］373，借助于独特的卦爻符号系统

和经传话语解释系统，仔细描绘了君子受困、处

困的各种样态，并认真探讨了解困、济困、出困

的方法路径。困难，往往就是因为困而难。朱

熹说过：“《困卦》难理会，不可晓。”其又言：

“《困》是个极不好底卦，所以《卦辞》也做得如此

难晓。”［2］1654 人越是处于困中，越应该知困、晓

困、懂困，而不是忌讳回避，不敢直面困境。所

以，读懂困卦并释放出其中所蕴藏的普遍效用

便显得尤为必须和十分重要。前人解《困卦》，

或偏于义理，或限于象数，多不讲卦变、爻变，而

本文则尝试融合象、数、义、理、辞、思等多种诠

释进路，剖析与透视卦变、爻变之机枢要害，以

通达困卦之道体大本。

一、“困”之诸义：“尚口乃穷”，

“枯涸无水”

明儒来知德说：“困者，穷困也。”这里，穷、

困互解，穷就是困，困就是穷，穷、困一如。但今

人把“穷困”等同于“贫”，却是对上古汉语的一

个误解。其实，贫未必就穷困，穷困也未必就

贫。困卦中的“困”，应该指穷厄委顿，道穷力

竭，志意堵塞，施展不开，无法通达。那么，困怎

么会没有力气了呢？从卦序次第上看，《序卦》

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卦紧接着

升卦之后，升是自下而上，需要用力，但如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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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已，缺少休整、喘息、调节的空档，则势必气

力疲惫，使身心陷入困乏的状态。而从卦象上

看，“水居泽中，枯涸无水”，泽中本该有水，可现

在却干枯无水，于是便呈现为困乏、不济之象。

而从爻象上看，“六爻皆为阴所掩，小人之掩君

子，穷困之象也”［3］216。阳爻陷入阴爻，“卦三阴

三阳，一阳在内，两阳在外，而皆为阴所包，亦有

被困之象。《易》以阳为重，明君子之道也。阳困

即君子之穷，为其被群小所窘而不克展其用，故

曰‘困’”［4］521。阴爻围剿阳爻，小人陷害君子，则

为困局。困是对君子而言的。《易》也只帮君子

解困，而不为小人服务。

困卦的卦辞为：“困，亨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来知德指出：“此卦辞乃圣人教人处

困之道也。言当困之时，占者处此必能自亨其

道，则得其正矣。”既然会遭遇到“困”，就得想方

设法解困、出困，于是便有了只对君子有效的所

谓“处困之道”。因为每当陷入困局，唯有那些

具备坚强毅力和高超人格的君子（“大人”），才

能够免除祸害，“自亨其道”，并最终“得其正”，

转困为通，变困于达，因为也唯有他们“有学有

守”“操持已定”。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

人，则一定是做不到的。

然而，如果“不能实践躬行”，不勉力而行，

尚未“自亨其道”，而只在口头上呼喊走出困境，

仅仅“以言求免”，结果只能是“其困人必不信而

益困矣”。陷入困局之中的君子，遭遇“处坎之

险”，必须借助于自己的德性功夫才能够解困、

济困、出困，靠行动而不靠嘴皮，不可“尚兑之

口”。而追求其爻象根源，来知德以为：“二五刚

中，大人之象。兑为口，有言之象。坎为耳痛，

耳不能听，有言不信之象。”所以，《彖辞》曰“尚

口乃穷”，也是强调提高言语修养方面的德性工

夫对于君子解困、出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

坎下兑上的卦体结构为什么导致困局？《易

经证释》宗主附注指出：“困以兑合坎，内险而外

悦。有如小人口蜜腹剑，心与行违，言与思戾，

谓己为智，而利人之愚，处物以欺，而希人之蔽，

是谓之困。”［4］525这样的卦体结构恰恰是对小人

如何围困、陷害君子的描述，但困人者终自困，

是不得好结果的。而按照来知德的解释：“坎刚

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

掩，此困之所由名也。”下坎刚，上兑柔，以柔压

刚，刚屈于下，处于逆势①。九二一阳，乘阴承

阴，上下皆阴。九四、九五虽然阳，但却为上六

所凌，无法舒展伸张，不陷入困顿才怪。来知德

举例：“兑之掩坎，上六之掩四、五者，小人在上

位也，如绛灌之掩贾谊，公孙弘之掩董仲舒是

也。”小人得志，横行朝廷，而忠良则举步维艰。

正人君子不能及时清洗掉身边的小人，必然是

自己遭罪。正人君子并非能力有限，本事不如

奸佞小人，而往往都是因为他们不忍心、不屑于

去做奸佞小人所做的那些勾当。

“困，德之辨”：考验出君子、小人。《易传·系

辞下》：“困，德之辨也。”郑玄注曰：“辨，别也。”

王弼注曰：“困而益明。”辨，是人心智力的一种

分析、评判能力。君子处困，首先需要智力支

撑，以保证思路清晰，不犯糊涂。如何面对困顿

的现实，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处理方法，无

疑是对人们智商能力和德性品格的一次考验，

君子、小人于此分野。孔颖达《周易正义》曰：

“若遭困之时，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5］313虽

身陷困局，却能恪守节操，而且毫不动摇，意志

坚定，这才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德性品格。刘宝

楠指出：“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

于是别也。”［6］611君子在困境中首先应该识别善

恶是非与忠奸对错，进而能够捍卫并坚守仁道

正义，但小人在困境中则最容易放任性情，颠倒

是非、混淆善恶，而做出损害自己德性品格的事

情来，这就是做人的差距。“仁、义、礼、智、信”这

“五常”之中，为什么必须要有“智”之一常，其实

就是在强调理性判断力在积德行善过程中能够

发挥确保方向不偏的重要作用。

水在泽下：苟无存留，其困立至。《象》曰：

“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泽无水，来源

于困之卦象。“坎在兑下，兑在坎外，水与泽相

睽，乃成泽中无水之象”，卦体决定卦象，水在泽

下，意味着泽中已经干枯。因为“水性润下，在

泽之下，势必流渗以涸”，假如是坎上兑下的卦

体，水泽节卦，则无疑可“亨”，则反而要求“节以

制度，不伤财，不害民”［7］363。困卦“以内外言，外

有泽而水在下，明非泽中之水，则将泛滥以尽，

故曰‘无水’”，下坎的水已经不在泽中，则说明

泽已决口，泽中之水全都泛滥、流泄、渗透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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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了，自己也干涸、枯竭了，已经陷入一种困

穷、无能为力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

相应的对策了，“水易流，宜自节约耳”。于是，

一种“经济之道”“民生之原”便随即产生了。

原本“泽以水用”，而现在一旦没了水，一大

堆问题就来了。“无水是不克充其用”，那么，“比

于困穷之时，物不得展其技，人不得展其才”，物

与人都不在正常状态，这就是一种困，即有难

处，遇到似乎过不去的坎儿了。“水之在泽下，如

物之储以备用，如财之贮以供时需”，泽下藏水，

似乎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积累，是一种战略储备，

构成帝国政权稳固、军事安全之一种必须。“今

无储贮，岂非穷乎！穷则困矣”，泽上无水，即无

储备，必将威胁天下秩序和民生日用。“人生必

赖物以为生，必利用财物以为用，必储蓄以备不

时之需，必节留有余以防将来之不足。此经济

之道，民生之原。苟无存留，其困立至。”［4］535-536

在古今各家对困卦的诠释中，唯独《易经证释》

一书能够把泽水卦体理解成一种“经济之道”和

“民生之原”。但这里的“经济”绝非现代人所谓

“经济学”之“经济”，毋宁是“经世济民”之“经

济”。这样，困卦的发生与解读，还应该是一种具

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宏大叙事，因为其涉及给养天

下和维持民生的问题，值得挖掘，不容小觑！

二、“致命遂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这里的“致命遂志”，尚有争议，主要有两解。

一是乐知天命说。来知德说：“险以说，卦

德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人事也。处险而能

说，则是在困穷艰险之中而能乐天知命矣。”他

以“心”解“所”，径直把《彖辞》中的“所”字训读

为“此心”“此道”。向内而求，以心解困，而不是

向外寻觅，更不会以钱粮财富解困，这是明儒在

心学时代解读《周易》所发现的一条路径，或可

谓之“心学易”。来知德说：“身虽困，此心不愧

不怍，心则亨也。时虽困，此道不加不损，道则

亨也。”一个人，尽管处境艰难，但他如果内心没

有任何歉疚，对得起天地人鬼神，那还有什么不

满意的呢？如果他运气不好，但还能够守护仁道

正义，不使之受到威胁和挑战，那么，仁道正义就

会完好无损。人受点困，也就罢了，只要不伤害

“心”、不遮蔽“道”就行，这是君子身陷窘境处理

事务最基本的准绳和原则，不可动摇。“不于其身

于其心，不于其时于其道，如羑里演《易》，陈蔡弦

歌，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是也。”［3］217人要是能够

在困穷艰险中，乐知天命，释放抑郁，调整心态，

甚至还可以进行适度的自我放逐、自我放松，才

不至于让鲜活的生命被暂时周遭的压力所吞噬。

二是豁出性命说。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

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围。

孔颖达疏曰：“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

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

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5］195世道混乱，当黑

坏恶势力威胁了王道正义，君子是要有奉献精

神的，应当挺身而出，他即使偿付了生命的代

价，也要予以全力守护与誓死捍卫。而屈服、投

降、媾和、偷安，则都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不以

物欲而动其心，不以利害而易其操守”，“不为时

势易其节也”［4］541，乃君子之当然所为，义无反

顾。仁道的理想，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正义的旗

帜，什么时候都不能倒，他们比个体的生命都还

重要，比小我、个体的价值更宝贵。

北宋程颐在解释“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句的

时候，强调了“知命”的重要性：“君子当困穷之

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君子

为人坦荡，做事有原则，原本是不应该陷入困顿

尴尬的境地的，但即便他谨小慎微地加于防范

和杜绝，却仍然避免不了眼前的苦难挫折，那

么，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了。这个时候，君子就必

须接受命运的安排，认命、知命，直面现实，变被

动为主动，积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期早日结

束危厄。君子的应对办法是：“推致其命，以随

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

行吾义而已。”［8］420因为认命、知命而能够进一步

了解命运的今后走向，晓得“命之当然”，顺应变

化，安顿自心，适时、因地而有所为，以图全面堵

塞各种祸患再次发生的可能。心意萌动皆不为

眼前的困顿危厄所左右，而只愿意为仁道正义

所倾注和付出。

来知德在解释《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

致命遂志”时指出：“泽所以潴水。泽无水，是水

下漏而上枯矣，困之象也。”潴，指水停聚之处。

《周礼·地官·稻人》：“以潴畜水。”［9］1188潴，或刻为

困卦：儒家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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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水行至此，停留聚集，不得不建造堤防工事，

以免危害农田庄稼。泽，原本应该储水蓄水，现

在却水在泽下，来知德以为是水漏下去了而导致

上卦枯竭干涸，形成“万物皆困”的局面［5］195，完全

是一副窘迫危难的表象。“致”，指到达、求得。

人要知命，才能达命。茫茫人海中，只有那些认

识命运基本走向的人，只有那些了解命运规律

的人，才能够通达天命的归宿，掌握自己的命

运。“命存乎天，志存乎我”，命是上天赐给的，是

一种既定的存在者，不可人为后天干预，但人活

着还有一颗属于主体自我的心，存心立志而改

变上天的馈赠，用主体的自觉修为去改造我们

的自然禀赋，进而使人生轨迹最大程度地遵循

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来知德看来，“不有其

命，送命于天，惟遂我之志，成就一个是也”。尽

管命运所赐一般，甚至还布满坎坷和曲折，但因

为自己的积极努力与孜孜矻矻善行，却能够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维护了仁道正义，这才是

“致命遂志”的真意。在这里，个体的决定作用、

人性主观的改造功能已经被极大地彰显出来。

来知德要求，“患难之来，论是非不论利害，

论轻重不论死生”，这是根本原则，即在困顿危

厄面前，必须讲究是非、轻重，而不能计较厉害、

生死。道义准绳不可能放弃，唯有道义才是最

为紧要的事情，其余一切皆可放下。“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幸而此身存，则名固在；不幸而此身

死，则名亦不朽。岂不身因而志亨乎？身存者，

张良之椎，苏武之节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

祥、陆秀夫、张世杰是也。”［3］217仁道正义比个体

生命重要，面临考验，如果需要，放弃肉体也是

必须的。作为个体的鲜活生命，其肉身的保留

还是毁灭，完全得看仁道正义的需要。儒家教

义虽然起源于血亲伦理，但也十分强调集体价

值。按照来知德的理解，个体生命的幸与不幸，

肉身的存在与毁灭，在仁道正义面前简直是微

不足道，在不朽的名节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这

其实也是另一种残忍和暴恐。

于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致命遂

志”的应有之义。朱熹解“致命”曰：“自家但遂志

循义，都不管生死，不顾身命，犹言致死生于度外

也。”［2］1654为了道义，君子连生死性命都可以放

弃。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以为：“豁出性

命，实现夙愿。当生命与信仰不能兼得的时候，

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可苟且偷生。三军不

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可做‘致命遂志’的注

脚。”［1］369君子受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个人的

安危，而是非常担忧于道义法则的沉沦和损伤。

在行动上，君子则会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出击，想

方设法拯救道义，化险为夷，以避免道义法则受

到更大程度的破坏。这显然不是一种低迷不振、

消极气馁、怨天尤人或干脆放弃的态度。宁可使

肉体生命被无情屠害，也不能让王道正义遭受凌

辱和践踏，这是任何一个有担当的君子在困顿危

厄处境中的应然选择，也是一种最佳选择。

三、例解九二：刚中之德，自亨其道

九二的爻辞说：“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

亨祀，征凶，无咎。”

困有不同种类，金景芳、吕绍纲分出“身之

困”与“道之困”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君子之

困”与“小人之困”。困有身之困、有道之困，小人

之困是身之困，君子之困是道之困。小人的困是

吃饭穿衣亦即维持肉体生命继续存在的问题。

因为身份、职业的差异，每个人所操心、所焦虑的

对象也有所不同。君子之困，是道之困，他们会

因为仁道不显、正义不张而倍感屈辱。小人之

困，则是身之困，他们一般只会因为吃饭温暖问

题解决不了而奔波憔悴，而一筹莫展②。“初六的

困就是小人之困。君子的困表现在道不能通，志

不能行上”，君子谋道，小人谋利，各有定位，道不

行、不通，当由君子为之开辟、开展③。但这又并

不意味着君子就不会受到生存问题的威胁，“身

之困”的温饱问题还会迎面袭来。“在困卦中三个

阳爻代表君子，它们的困是君子之困。九二是阳

爻，九二之困是君子之困，亦即道困，与初六小人

困于株木不同。”［1］369这里的君子之困，立足于爻

性、爻象、爻位，而非基于道德高下之分殊。

人困未必就贫，所以还可能有点酒食，因为

真正贫困的人是吃不饱饭、更买不起酒的④。而

按照卦象的总体规律，“凡《易》言酒者，皆坎也；

言食者，皆兑也。故需中爻兑言酒食，未济与坎

皆言酒也”［3］218。困卦上兑下坎的结构，酒食自

在其中。而从爻变的情况看，马恒君指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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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卦变中由否的上位下来的主爻，来到下卦

成坎，坎为水、为酒，故言‘困于酒食’。”［7］309此

说的根据则是，《说卦》卦象：坎，为水；《孟氏逸

象》：坎，为酒［10］19，23。酒出现在困卦之中，说明

此卦是君子之困，非小人之困。下文的“朱绂方

来”与“利用亨祀”，也可证明这一点，因为小人

是不可能穿“朱绂”的，也不可能“用亨祀”。故

程颐指出：“二以刚中之才，而处困之时，君子安

其所遇，虽穷厄险难，无所动其心，不恤其为困

也。所困者，唯困于所欲耳。”君子也有“欲”，其

“欲”也有不得舒展、满足不了的时候，于是便处

于困厄艰险的状态。不过，君子之“欲”不是感

性感官之欲，不是肉体本能的生理满足，毋宁是

道义伸张与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君子之所欲者，

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

其惠，故为困于酒食也。”［8］421对于自身的生活困

境，君子可以忍受，可以安心于目前状况，可以心

不为暂时的麻烦所累，但唯一牵挂的是仁道正义

能否遂行“天下”，德泽万民。所以，君子之困显

然是有情怀、有格局的。“困于物，不困于道；穷

于用，不穷于体”［4］532，才能够“不失其所亨”，是

“君子之困”超越于“小人之困”的应有境界。

“困于酒食”，古今以来大概有三解流传。

一是没有酒食，穷得要命。来知德称：“言

酒食之艰难穷困也，如孔子之‘疏食饮水’、颜子

之‘箪食瓢饮’、《儒行》之‘并日而食’是也。酒

食且困，大于酒食者可知矣。”这里的含义指，食

无鱼，饮无酒，连最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胁，被没

有酒食的艰难生活所围困。

二是纵于酒食，不能自拔。高亨解曰：“饮

酒过量，食过饱，以致病困也。”［11］300酒食虽好，

但吃多了也会生病，适量而止才是中道。金景

芳、吕绍纲说：“‘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为

酒食所苦而受其困者。凡人不遇，愤懑难舒，多

纵恣于酒食，苏东坡谪黄州，称为酒食地狱，就

是困于酒食之象。”［1］369-370君子因为地位高，待遇

好，即使处于仕途不顺、不受重用的时期，生活

质量也不降低，至少还有酒喝。政治上被边缘

化了，只有借助于杯中之物来调节身心，自我麻

醉，通过一种变态的超越而谋求自己内在的精

神平衡。苏轼被排挤出作为权力中心的朝廷，

被流放到遥远的边陲化外之地，竟然还可以沉

溺于“酒食地狱”，则意味着当时他其实也并不

贫穷，活得还是比普通老百姓好很多倍。

三是心忧道体，食不甘味。《易经证释》宣圣

讲义曰：“酒食虽备，而困于时，遂不得醉饱。徒

有酒食之名，而无甘旨之实。此所谓‘困’也，若

在平民，则蔬食饮水；若在上位，则醴酒薄肴，不

过供具而已。”人遭困厄，志意憋屈，气行不畅，一

日三餐虽皆食有鱼，饮有酒，但也吃不出滋味，心

不在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在困穷之日，并非

颐养之时，得食已难；当兹坎陷之时，又非鼎食之

际，则果腹亦不易。此‘困于酒食’，不独指不甘

旨及不丰备也。”［4］547“困于酒食”既指不甘食、不

丰备，饮食已经成问题，又指因为心事重重于大

道不能流行畅通，而对酒食之事始终提不起兴趣。

绂，即蔽膝，“缝在长衣之膝前以为饰”［11］300。

朱绂，帛书《周易》作“絑（朱）发方来”［12］87，是蔽

膝中比较高贵的一种，在周代只有天子才可使

用，程颐说是“王者之服”［8］422，诸侯、三公奉天子

命方可使用。“朱绂方来”的爻象根据就在于，九

二以刚中之德而困居于下，但上有九五刚中之君

与其道同德合，九五来求，九二应和。被君上所

看中，仕途有希望。所以，《象辞》才曰：“困于酒

食，中有庆也。”来知德说：“言有此刚中之德，则

自亨其道矣，所以有此‘朱绂方来’之福庆。”这

里，九二有“庆”的自身原因是刚健、中正之德，而

外部原因则来自九五的恩泽、提携和重用，“其德

升闻而为君举用之也”［3］218。九二虽身困不振，但

因为刚中有德，似乎受到了君王的赏识和赏赐。

高亨称：“由于天子方赐以朱绂，设宴庆贺，大乐

而醉饱过分。”［11］300但却是“吉象”，无碍大局。

如果我们处于困境的九二，该采取怎样的

应对策略呢？

一方面要“利用享祀”，帛书《周易》作“利用

芳祀”［12］87，意指利于使用“享祀”。虞翻《增孟氏

逸象》曰：“坎，为鬼。”［10］23九二事必与祭祀活动

相关。来知德也说：“坎隐伏，有人鬼象，故言

‘祀’。”［3］218至于“享祀”，程颐解曰：“以至诚通

神明也，……在困之时，利用至诚如享祀，然其

德既诚（一作“成”），自能感通于上，自昔贤哲，困

于幽远，而德卒升闻，道卒为用者，唯自守至诚而

已。”［8］422当以至诚、敬重、慎惕之心去祭祀上帝

鬼神，以求理解与护佑，使自己获得心理慰藉。

困卦：儒家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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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不能“征”，不要行动，即可无咎，

因为“征”则“凶”，一行动，就导致凶险。“征者，我

往”，不征，即我不可前往。为什么“不征”呢？因

为“困以贞自守，不宜轻进。进必有凶”［4］549。九

二之困，自守则亨，冒进则凶。其爻象、爻气的

根据则在于，六三“阴动而上，失中乘阳”，而九

二“阳下而陷，为阴所弇”，故不可鲁莽行事，不

能冲动而为，否则便难免于凶险；九五“阳来降

二，虽位不正，得中有实”，上六“阴虽去中，上得

居正，而皆免咎”［13］423，所以尚能回避掉祸害的

发生。九二之所以“无咎”，必须从困卦的整体

结构和爻性中求解。上阳下降，来居于二，以阳

居阴，位则不正，然而，在二得中，体阳有实，上

六阴处阴位，不中有正，皆无大碍。九二处困，

应当沉着应付，时机不到，不必急着追求出困，

草草解困，反倒生咎。程颐曰：“‘征凶无咎’，方

困之时，若不至诚，安处以俟命，往而求之，则犯

难得凶，乃自取也，将谁咎乎？不度时而征，乃

不安其所为，困所动也，失刚中之德，自取凶悔，

何所怨咎。”⑤困厄之中的君子，“安处”很重要，

“俟命”是必须的，继续蛰伏，审时度势，韬光养

晦，谨慎所为，千万别给自己添乱。

困卦下坎的卦象，性主水，位在北方，但九

二爻辞中却出现了一个“朱绂”。朱者，丹红，火

性，乃离色，在南方，它怎么可能出现在水性的

北方呢？这应该是互卦的一个结果⑥。来知德

曰：“中爻离，朱之象。又巽绳，绂之象。坎乃北

方之卦，朱乃南方之物，离在二之前，故曰‘方

来’。”困综下巽，中互上巽，《说卦》曰：“巽，为绳

直。”绂，乃编织品，当由棉绳经纬，纺织而成。

来知德还把九二爻比于未出茅庐的诸葛孔明：

“‘困酒食’者，卧南阳也；‘朱绂方来’者，刘备三

顾也；‘利用亨祀’者，应刘备之聘也；‘征凶’者，

死而后已也；‘无咎’者，君臣之义无咎也。”［3］218-219

譬为人事，九二阳爻处中，虽困于二阴，但终因

刚健、守中之德而能够获得大用。

王弼竟然能够在九二爻辞中解读出君子的

一种“谦”德，视角独特。他说：“以阳居阴，尚谦

者也。居困之时，处得其中。体夫刚质，而用中

履谦，应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谦以

待物，物之所归；刚以处险，难之所济。”阳爻屈

居阴位，本身就是一种谦让，无谦德之人则不能

自守。处困之时，遵循中道原则，又能够以刚健

之体践履谦逊之德，不失君子风范。正因为行

已有谦，尊重万物，敬畏万物，把物当物，所以，

万物都会向他投以源源不断的回报，酒食、朱

绂、享祀之类的福庆，便纷至沓来，不期而归。

君子当在自谦中奋发，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

所以，人一旦被困，还是坚强一点好，守护住阳

性，内心一定要振作起来，自己给自己打气、撑

腰、壮胆。险情天降，大难当头，人当自立自强，

积极进取，而不可畏缩、逃避，怨天尤人、自卑自

馁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九二爻性对我们的

一大重要启示。

九二向上诉求于九五，却不得正应，王弼说

是“心无所私”，空无一应，以谦逊为怀，调整姿

态，放低自己，反倒能够成就出一番盛大的气象

和繁华的局面。“无应则心无所恃”，人无欲则

刚，无所期待则最容易收获满满。“以斯处困，物

莫不至，不胜丰衍。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

矣。”［14］108君子处困，不是烦神于钱财物资，毋宁

始终焦虑于仁道主义的不能伸张和未得施行于

天下，这便需要一种虚怀若谷的品格与精神。

用这种品格和精神去克服困难，其实也就根本

不用愁没有足以养身糊口的钱财物资了。所

以，困未必贫，君子虽困顿于精神世界，但物质

生活却丝毫不受影响，甚或还可以继续维持着

一种“丰衍”“美之至”的极佳状态。而这恰恰又

是社会分工不同、阶层差异、社会财富分配机制

发挥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四、解困之道：遵养时晦，主体自觉

关于济困、解困、出困的方法、路径，《周易》

借助于卦象、卦辞、卦气、爻象、爻辞、爻位、爻气

等一些列符号和语言进行铺陈和论述，而在态

度、观念、行动等各个层面上都有涉及。初六“入

于幽谷，三岁不觌”，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一个最

长的处困预期，稍安勿躁，急不得。九二提醒人

们必须借助于上卦九五的呼应与支持，接受上方

的恩泽，则一定有利于济困、解困。六三爻变，中

互成巽，卦象为入，却与上六隔刚相望而不见其

面，有乘刚之凶险，不可不鉴。九四回应于初六，

懒懒散散，虽得正应，却落得不中、不正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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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享，亨通不得。因“徐徐”而蒙羞，但却可

以直承九五之恩泽。九五之困，虽然不安，但按

照来知德的注解，“迟久”则“必悦”，仍然不可操

之过急。即便到了上六，仍然不可盲动。“困之不

终困，穷之不终穷，皆道所为、神所主。故时至而

困，时至而解，虽欲速之，亦无其力；虽欲罢之，亦

无其方。”［4］593受困、处困是命运，解困、济困、出

困也是命，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不安现状，整

天愤愤不平，好像天下人都对不起他、全社会都

亏欠他似的，因而急躁冒进，摆脱困境的心太急、

太切，则显然于事无补，反倒更困。

君子处困，究竟是动，还是不动，这在困卦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九二有刚中之德，与

九五敌应，虽然暂时困窘不堪，但好歹还有“酒

食”，君上还可赐与“朱绂”，只是应该以不动为

妙。“征”则“凶”，“行动就要凶”，而不动反倒无

大碍，“不要行动，即可无咎”［1］370。上六则要求

人们敢于面对既已形成的“事之悔”，困极之时，

更需要谨慎、警惕，动辄有悔，以防时时处处受

困。而只有在自觉认识错误、充分反省悔过的

基础之上，采取合理行动，“用藏之义，处穷之

行”，并“遵养时晦，居易俟命”［4］529，才能得吉致

善。君子受困、处困究竟动与不动，则应当瞄准

时机，看环境条件，并没有一条固定可法的铁则。

人在处困之时，应当正确对待行与言关系，

行一定比言重要，德一定比言更具有决定作

用。困的卦辞曰：“有言不信。”《彖辞》载：“有言

不信，尚口乃穷。”过分相信言语对出困、解困的

作用，这样的人还将受穷、受困，仍然解脱不

了。孔颖达《正义》强调的修德的重要性，“处困

求通，在于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说，更

致困穷”［5］194-195。如果仅凭语言就可以出困、济

困，那么，困也不成其为困了。来知德注曰：“不

得志人，虽言亦不信也。”［3］217金景芳、吕绍纲说：

“在困的时候，说话没有人相信。自己申辩，往

往结果更坏。”［1］366那可怎么办呢？君子“当务求

晦默，不可尚口”［1］366，不能贪图一吐为快，必须

学会隐忍。既然人微言轻，人穷话贱，那就干脆

等积攒了实力再说也不迟。

出困、解困是需要足够的精神支柱的，信仰

的力量是无穷的。身陷困顿境地中的人，信仰

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甚至是支撑他们顽强活

下去的唯一动能。九二、九五皆居中，所以爻辞

都强调了诚敬的重要性。九二虽没有正应，恰

可以心底无私天地宽，因而接纳万物，以这种办

法处困，天地万物该来的都会来的。孔颖达将

其上升到一种“美之至”的高度而加以欣赏和颂

扬［5］195。“享祀”，既是丰衍、充盈、盛大，又要求人

们正心诚意，敬畏十分。内中不净，念虑芜杂，

则不如不祭。九五刚猛，虽不能像九二那样可

以招致异方之物，但也有足够的威权和能力使

天下归心。“利用祭祀”，是君王对天地神明的服

膺与礼拜，更要求有充分的心意诚信，朱熹解

曰：“无应而心专一。”［2］1655这是君王受福的信仰

前提，不可不谨慎处之。

君子处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起主体

精神与独立人格。上六爻辞：“曰动悔，有悔。”

前一个“悔”是已经发生了的灾祸，而后一个

“悔”则是主体对前一个“悔”的主动反省和认

知，完全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君子在受困、处

困、济困、解困、出困的过程中，应当慢慢确立起

自己的主体自觉，催生出主体自己的独立人

格。“二五正位为阳，得刚中之德，有自守之资，

故君子因之以反困为亨”，困卦中，九二、九五的

德性、品格值得我们作认真揣摩，居中有守，中

正中直，享祀祭祀，岂不就是人在困厄境地所应

当把持的节操吗！“困于时，不困于人；困于物，

不困于心，则虽困，仍自成其德，达其道”［4］589-590，

人固然可以一时受困，固然可以被外物的匮乏

所难住，但却不可以让困难放倒自己，不可以阉

割掉自己的生命冲动，不可以扼杀或泯灭自己

追求解放的意志力。然而，小人则是不会、也不

愿意主动反省自己的，怨天尤人，责怪命运，仇

恨社会，自己好像没有一点责任和过错，却不知

道别人跟你同样遭困，却为什么很快就能够摆

脱出来了呢？人在困中，如果自己不努力，如果

自己的主体精神确立不起来，别人拉都拉不出

来你，那么就不可能“反困为亨”而解困、出困了。

注释

①高亨指出：“《困》之卦象是刚伏于下，柔覆于上，刚被

柔所掩盖。此象有才德之君子被无才德之小人所掩

盖，处于困窘之境，是以卦名曰《困》。”君子的德才，是

正德正才，他能够在正确的德性指引下使用自己的

才。而小人则往往恃才傲德，其才是歪才、偏才，为了

困卦：儒家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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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使用损招、恶招，肆意践踏

德性正义，故为才不正用。现实社会里，君子斗不过小

人，一般都因为君子不屑于使用被小人所使用过的手

段，并非君子徒有德而没有才。参见高亨：《周易大传

今注》，齐鲁书社 1998 年版，第 298 页。②《易经证释》

还曾分别出“天下之困”与“常人之困”。“困以木在中，

木生之方，孚于春，物之始育，此天下之困，必因物之不

足，用之不充，生之不全，则中相诟谇。遂如夫妻反目，

此常人之困，不得自解，惟君子则能解焉。解困必因夫

时，必伸其阳，发其生机，畅其生趣，必在春时。”详见陆

宗舆：《易经证释》，瑞成书局 2014 版，第 523 页。“天下

之困”表明“物”的自身志意正处于委屈、窘迫的状态，

而“常人之困”只是生活烦恼，属于琐屑细碎的日用事

务。唯有君子才可以解困、济困，而普通人则是不能自

解其困的。解困以时，因时制宜，伸张物的内在生生之

德，是君子解困、济困的唯一方法。③杨树达以“君”解

“君子”：“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

其道。”这显然与《易传》中的“君子”口吻和对“君子”的

要求不相一致，故不从。参见杨树达：《周易古义》，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第 62页。④马恒君说：“酒食

确能形成困扰，不过这是权势人物的一种困扰。”君子

所困非身之穷，毋宁道之穷。参见马恒君：《周易正

宗》，华夏出版社 2019年版，第 383页。⑤“诸卦，二、五

以阴阳相应而吉，唯‘小畜’与‘困’乃厄于阴，故同道相

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弇也。”小畜卦、困

卦，九二与九五，爻性同，非相异，但志相应，虽未得大

吉，但也至少得吉或无咎。参见程颐：《易程传》，文津

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22页。⑥王弼以为：“处困以斯，

能招异方者也，故曰‘朱绂方来’。”君子困窘之时，如果

能够用谦逊的态度处理一切事务和问题，则必然可以

形成感通效应，物性财富随之而来，拒绝不掉。孔颖达

也说：“处困用谦，能招异方者也。”谦德虽为一种软性精

神品格，但却可以招致远距离的酒食、朱绂、享祀。“举异

方者，明物无不至，酒食丰盈，异方归向，祭则受福”，君子

行谦，感召力强，物性财富都会纷至沓来。参见王弼，孔

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9年版，第 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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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pped Trigrams: Confucian Men of Virtue’s Ways to Deal with and Relieve Dilemma

Yu Zhiping

Abstract: The image of the trapped trigrams which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means water runs into the swamp
will be bound to seep to dryness. How to treat the trapped hexagrams, can test the virtue level of man and villain. In
a predicament, the man of virtue and“the grown man” should face the reality rationally,“behave themselves in a
given situation”,“conduct and decided”, enjoy their embarrassment and prosper yourselves. The poem“sacrifice his life
in order to carry out his purpose” in “Xiang” requires the gentleman to kill himself to achieve benevolence and
sacrifice his life for righteousness. The second nine has firm in the virtue, it symbolizes the plight of a man, although
trapped in hardship but can live in peace, assess the situation, keep a low profile, and be cautious. Facing the
predicament of no water on the swamp, the mans attitude is positive and promising, striving hard, breaking the siege,
but the weak and the villain are no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 spirit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with the
help of faith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and not to castrate one’s life impulse and eliminate one’s will power to
pursue liberation.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trapped trigrams; scripture and interpretation; men of virtue in fru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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