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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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心法】《金剛經》：「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可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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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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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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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1.【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

• 《大乘起信論》有云：「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

• 又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

• 佛有言說者，當知此係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主要在引導眾生，離念而歸於真如，
幫助眾生覺悟的工具。

2.【如來無所說】

• 《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

• 如來的清淨心中，實無法可說，真正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老子》所說：
「道可道，非常道」也。

•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見到世間人的口水戰，或使我們生煩惱的言語，要立即由音聲
「相」（因言語音聲是緣起生滅的妄相），而見其「性」(不生不滅的性空本體)，不要
把凡夫言語放在心上，要大而化之，才能在境界中「見性」。

• 如《老子》所說：「名可名，非常名」(好人或壞人隨緣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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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3.【入「不二法門」】

•文殊菩薩：「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
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文殊菩薩進而問於維摩詰居士：「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
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菩薩立即讚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
不二法門」。

4.【五祖弘忍大師之「姓非常姓」】－「性空，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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