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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經文】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
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
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譯文】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為美，醜的觀念也因而產生。同時，大家都求美
去醜，由是紛爭迭起，結果反而不美了；
天下人都知道善之所以為善，惡的觀念也因而產生。同時，大家都趨善避惡，

因此詭詐叢生，結果反而不善了。

(按：另，也可以如此理解：當天下人都說一件事很美好的時候，我們要畫一個
問號，懷疑這件事可能是不美好的－如「塞翁失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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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經文】(續)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注釋】不辭，指道為萬物去運作，而不推辭，不加干涉；敦煌本作「弗始」(或「不
為始」；古代「始」、「辭」音同)，指找不到它開始的時候(「無始」)，亦即因應無

為，隱身於背後的意思。「功成不必在我」 「我在必不成功」！

【譯文】聖人能體合天道，順應自然，以「無為」的態度來處事，實行「不言」的教誨
（以身作則來引導）。

任由萬物自然生長（各自興起），而因應無為，不以自己的觀點去加以干預；生長萬
物，而不據爲己有；作育萬物，而不恃其能；成就萬物，而不自居其功。正因為不自居
其功，所以功績反而永垂不朽(不會失去)。

【管理心法】《道德經》的核心:「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亦即放下自己居功的心態
，不要想回報，為大家服務，最後反而更幸福。－如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2022年8月24
日辭世)，整頓日本航空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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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成功實例－稻盛和夫(日本「經營之聖」)
2009年日本航空公司(JAL)岌岌可危，人心渙散，宣布破產保護，又有3萬名
員工嗷嗷待哺。

已經出家修行的稻盛和夫，接受首相鳩山由紀夫的邀請，接掌JAL這家公司
的經營。

結果，他只花了1年時間，採用獨特的「阿米巴經營」模式(「變形蟲經營」
，把組織分成小的集團，落實「全員經營」的方針)，讓日航就轉虧為盈。

2010年的日航，在稻盛和夫接掌後，經歷成功的組織變革，2011年的獲利奪
全球航空業之冠，重返世界500強。

他的祕訣是捫心自問：「自己的動機是否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若是，才
放手去做。

他出任日本航空董事長後，不帶團隊，不要任何酬勞，以保障員工生活，使
員工擁有幸福的人生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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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的組織變革－JAL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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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美麗之心」)－
「一切始於心，也終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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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心，人生皆為自心映照》

• 2020年出版的《心，人生皆為自心映照》新書，提出「利他之心
」，就是「美麗之心」、「純粹之心」，而且「凡事皆由心造」
，「一切始於心，也終於心」。

•稻盛和夫指出人生沒有誰可以活著而不遭遇挫折、災難的，災難
逆境總會在不可預期的方式，向你撲來。「面對災難，應當歡喜
」，當你心生歡喜與感謝時，如此災難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人生一路走來，每當遇到需要感謝的場面，口中說出來的，都是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感恩』這句話，隨時表達對佛的感謝。
這一句話深植我心，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資產。

•人人秉持稻盛和夫所提倡之「利他」良善，「謙虛」自律，並常
懷「感恩」之心，如此就不斷招來好事發生，也愈容易達到人生
的目標，這正是「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體現！

• (按：這和後學所提倡的三千萬：千萬要「利他」、千萬要「感恩
」、千萬要「謙虛」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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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法界都是我們自性變現之物。覺林菩薩云：「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華嚴經》破地獄
偈)

又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

現前的娑婆世界，十方諸佛剎土以及西方極樂世界也沒有例外，
都是自心變現出來的。

「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第二章：心得
【兩邊不立，中道不存】 【非是語言分別之所能知】

 《老子》經文中，有美惡、有無、長短等48對。

 世間萬法很容易造成對立。因此，唐代六祖教
弟子運用「三十六對法」，說法不離自性，其
主旨只是一個「破執法」，故必須要「出入即
離兩邊，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
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
去相因，成中道義。」蓋以「一燈能除千年暗，
一智能滅萬年愚」也。

 如此，兩邊不立，中道不存，於是中道第一義
的理體，就自然現前了！

 懷讓來見六祖。六祖就問他：「什麼處來？」懷讓說：「嵩山
來。」六祖又問他，「什麼物？恁（怎）麼來？」你是個什麼？

 這一問，讓啞口無言，答不出來。

 有一天，懷讓找六祖，他說我能回答了。六祖再問，什麼物？
怎麼來？他就答話：「說似一物即不中。」。

 六祖又問：「還可修證否？」懷讓說：「修證即不無，污染即
不得。」六祖就說：「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
吾亦如是。」印證他開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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