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繫辭傳·下》

【原文】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段旨】此節錄自《繫辭傳·下》第一章，説明天地、日月、天下萬事都要堅守貞正。

《淮南子》云：「一也者，萬物之本也」；又「一」，是「道」所生(道體顯用)，是

大道清淨無爲的象徵。貞觀，以貞正而為人所觀仰。觀音菩薩又稱正法明如來，由觀

而正，依正而明，可謂貞觀、貞明。這是唐太宗「貞觀之治」的出處。

《無量壽經》云：「彼佛國中，常如一法，不為增多。」「一法」即是指「一真法界」

(事事無礙法界)，其義理甚深也。

【譯文】天地之道，是因守持貞正才能爲人們所觀仰；日月運行之道，是因守正方能

發出光明，普照萬物；天下萬事萬物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堅守貞正而精誠專一啊！

(按：「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就是老子所說；「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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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一」就是「道」，「二法不是佛法」

◼《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因此，「一」
就是「道」。「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大乘起信論》云:「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
等，乃至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一」也就是自性，
整個虛空法界只有一個自性，沒有兩個。

◼「真空不礙妙有，妙有不礙真空」，所以「真空」「妙有」是
一而不是二。

◼《六祖壇經》云：「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無
二之性即是佛性」。

◼「一」心繫念不亂，乃是成佛的前方便，我們能夠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
如來」，就能圓滿人生最後一個篇章─「念佛成佛」也。

◼(按：凡夫「心隨境轉則苦，境隨心轉則樂」(心清淨平等能轉
娑婆世界之荊棘、沙粒、土石為極樂世界自然七寶，黃金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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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下》第一章，説明聖人守位治民的要旨。

【譯文】天地最大的功德在生養萬物，聖人最寶貴在於有崇高的地位。

憑什麼守住其地位？要靠「仁愛」的德行。何以聚集人民？那就要用財

物。理好財物，端正言辭，出之以理，教化民衆不要爲非作歹，不讓他

們作惡，這就是「義」。

(按：天下之事，不外乎用人和理財；《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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