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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 又稱老聃(ㄉㄢ)，字伯陽，謚號聃，

又稱李耳（古時「老」和「李」同
音；「聃」和「耳」同義）。

◆ 做過周朝「守藏室之吏」（管理藏
書的史官），孔子曾向他問禮。後
退隱，著《老子道德經》。

◆ 老子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聖哲之
一，被道教尊爲始祖。





孔子問禮於老子(《史記·老子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如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按：「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即是指「達則兼善天下，窮
則獨善其身」的意思。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即指去除你的驕氣和欲求，以及做作的
神態表情和過高的志向。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即指老子是條龍，是不可知，不可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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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關(《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
，乃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
其所終。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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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騎著牛：放下「自我」，接受一切發生的事實



道經(上篇 37章)(體)

－「道可道，非常道」開宗明義(第1章)

德經(下篇 44章)(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為始(第38章)

《道德經》是後人取名。
老子的思想和《易經》關係密切。

「道」為宇宙的本體(源)－簡易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58章)－變異
「歸根曰靜，是為復命。復命曰常」(16章)－不易



《易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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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銘》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複習坤卦【卦辭】
◼ 【原文】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

◼ 【章旨】此卦辭言「地」體現了隨從天的柔順德
行。如《老子》所說：「不敢為天下先。」，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與世無爭。

◼ 儒家的精神，積極進取，剛健不息(乾卦)；

◼ 坤卦是道家思想的源頭，所以說：「儒乾，道
坤」，一剛一柔，相輔相成。

◼ 佛家：「二道相因，成中道義」；「兩邊不立，
中道不存」；「應無所住(慧)，而生其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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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經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ㄐㄧㄠˋ)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注釋】道可道二句：第一個「道」字是名詞，指宇宙的本源，亦即創生天地萬物的總
原理或原動力。《韓非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又曰：「道者，萬物之所以
成也。」皆謂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第二個「道」字是動詞，講說的意思。常，為恆久不變。常道，即永久不變之道。

【譯文】「道」是不能解說的，可以解說的「道」，便不是永久不變的「道」；

「名」是不能稱謂的，可以稱謂的「名」，便不是永久不變的「名」。「無」，是天地
形成的本始；「有」，是萬物創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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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續)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ㄐㄧㄠˋ)。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注釋】妙，形容道之本體(無相)；徼，邊也，引申為「廣大無際」，形容道之作用(有，無不
相)。如佛法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現象，空是本體，兩者本是一體，如波與水、
器與金的關係。

同，指「無」和「有」(真空妙有)，即相離相－看到現象，即見本體，原非二物。玄，幽微深

遠的意思；眾妙之門，指道，為一切妙理與變化的門戶。

【譯文】所以常處於「無」，以觀照道體的奧妙莫測；常處於「有」，以觀照道用的廣大無際。

「無」和「有」兩者名稱雖然不同，卻都是來自於道(本體)，都可以說是幽微深遠。道，幽微深
遠到極點，那就是所有的道理和一切變化的根本。

(按：「門」是用來出入的，出入之義：「入」，《往生論》天親菩薩教導我們，入於安樂淨土
之門(往相)，自利行成就；

「出」，「出」於利他教化回向之門(還相)，包括廻入娑婆度有情，不捨一切苦惱眾生；利他
功德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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