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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天地不仁
【經文】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
之間，其猶槖籥(ㄊㄨㄛˊ ㄩㄝˋ)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

【註釋】不仁：大公無私；芻狗：古代祭祀時用草紮成的狗，不責望其回報；槖
籥，就是現在的風箱。風箱內容空虛，而能生風不已。天地之間，也是廓然空虛，
而能包容萬物，生化萬物；不屈，即無有屈(窮)竭時，乃是無窮的意思；動而愈
出：動搖之，益出聲氣，不斷往外送氣，謂生生不息。
「數」即「速」的意思。多言數窮，是說政令煩苛，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則加

速敗亡。守中，「中」作「沖」解，即空虛、清虛，針對上句「多言」而提出的；
《河上公章句》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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槖籥(「風箱」)－古代(現在)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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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天地不仁(續)

【經文】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
之間，其猶槖籥(ㄊㄨㄛˊ ㄩㄝˋ)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

【譯文】天地不偏不私，不標榜自己的仁義，也不索取回報，把萬物看做「芻狗」
，任憑萬物自然生長，而不加以絲毫造作；聖人效法天地之道，無分別心，把百姓
看做「芻狗」一樣，任憑百姓自己發展，也無所謂仁慈（聖人愛護、養育萬民，一
視同仁，效法天地，所行皆合乎自然之道），沒有喜愛，也沒有憎恨。

天地之間，實在像一具風箱，中間空虛，但能生化萬物，無有枯竭；動搖之，
益出聲氣，生生不息。政令煩苛，有為多言，往往導致錯誤失敗，還不如無為不言
，抱守清虛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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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則故事

•【故事】楚人遺弓

• 「荊人失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荊」，就是楚)
• 孔子曰：「去其『荊』而可矣。」(「人失弓，人得弓」) 不能忘情於弓

• 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失弓，得弓」) 不能忘情於我

• 蓮池大師：「求其所謂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謂弓也、人也、楚也」

「我」不可得，佛家「空無我」，哪來的弓、人、楚等的分別、執著呢？

• (「得」和「失」在《百法明門論》中，被列為「不相應行法」

，也就是一種抽象概念而已! )
孔子說：「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公案一】枯或榮

•【公案二】一切法從心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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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天長地久

【原文】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注釋】不自生：謂不自營(私)其生，亦即「無私」；後其身而身先，「後其身」
此謂謙讓不爭；「身先」，就是得到眾人的愛戴，這就是儒家所謂的「謙受益」
。；外其身而身存，「外其身」就是不計較自己的利害得失，亦即「忘我」。

【譯文】天地的生命永恆而無窮。天地之所以能夠永恆而無窮，是因為它們無私的關係。
因為無私，所以能夠永恆而無窮；聖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處處謙讓不爭，結果反而得到
眾人的愛戴；事事不計較利害得失，捨己為人，結果反而身受其益。 這不正是因為他無
私忘我的美德嗎?因此方能成就自己，被尊稱為聖人。

(按：這是以退為進、以屈求伸，退一步海闊天空，所產生的良好效果；如布袋和尚有詩
曰：「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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