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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辭傳·下》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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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者，
正也。《淮南子》云：「一也者，萬物之本也」；又「一」，是「道」所生(道體顯用)，
也是大道清淨無爲的象徵。又，《老子》云：「道法自然」－要「致虛極，守靜篤」。
《釋迦譜》：「離欲寂靜，是最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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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無為的「一」(法性土)，廣狹自在、一多相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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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侯王奉道自守，清静無爲，故能作爲全天下公平正直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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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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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

一
真
法
界)

無
極

三祖僧璨
《信心銘》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道德生化象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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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道 ○ 德 一 陰陽 二 旋極 三



【引申】「一」就是「道」，「二法不是佛法」

《老子》第39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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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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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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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論》云：「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
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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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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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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開天」是指開啟人們的智慧


	繫辭傳(下)
	投影片編號 2
	八卦之由來
	道德生化象意圖
	【引申】「一」就是「道」，「二法不是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