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續)

•不自我表現，所以對事物看得分明；不自以爲是，所以對是非判得清楚
（聖人不認爲自己就是對的，所以能夠彰顯真正的智慧）；不自我誇耀
，才能成就功業（聖人的道德教化普遍傳播，不認爲是自己的功勞，所
以有功於天下）；不自恃自滿，所以才能長久。

•正因爲不與人爭，所以天下没有誰能與他相爭。古時候所謂「曲則全」
這些話，難道是假的嗎?實在應該保守著它，而且以它為依歸啊！

【說明】因為「不爭」，所以沒有輸

【引申】退步是向前

【故事】「六尺巷」－「千里送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

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1



六尺巷(安徽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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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原文】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
，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焉，有不信焉。

【注釋】希言：猶「無言」與第二章「行不言之教」的「不言」意同，按字面解
釋是少說話。飄風：旋風，暴風。與下句的「驟雨」同喻「暴政」。從事於道者
，同於道：「從事於道」，就是以道為法的意思，也就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
之教」。「同於道」，與道同體的意思。

失：指失道、失德，也就是不道、不德的意思。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同第十七
章)：信，誠信的意思。國君本身不夠誠信，所以人民也不信賴他，可說是自取
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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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譯文】治理政事要「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切順應自然。所以
狂風颳不了一個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飄風」、「驟雨」都是比喻
暴虐的政治；亦即暴政不會維持長久，暴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這是
誰造成這一切的呢？是天地。天地造成的暴風疾雨尚且不能持久，更何况
是人造成的暴政呢？

所以從事於道的就得到道；從事於德的就得到德。從事於不道不德的，
就得到不道不德。得到道的，道也樂於得到他；得到德的，德也樂於得到
他。得到不道不德的，不道不德也樂於得到他。為政者的誠信不足，人民
自然不信任他。

【故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引申】「希言自然」：「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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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希言自然」：「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

•「希言自然」，告訴我們「少說話」是合於自然的。覺明妙行菩薩在《西方
確指》也勸我們：「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
。這句開示說得很明白，那些往生的人是這樣往生的。

•《無量壽經 積功累德品》，佛教導我們：「善護口業，不譏他過」。佛用心
之良苦，真正是慈悲到極處！

• 佛知道一切眾生所有的一些誤會、結怨，十之八九都是言語造成的，所謂「
多言必失」，話太多了容易失言，容易引起別人誤會、猜疑，於是就與人結
怨了。在有意無意當中，造成菩提道上許許多多的障難。

•吾人須知念佛是真實的善業，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要盡可能地用「多念佛
，少說話」來避免口過。

•古大德教給我們：「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這是真實智慧的展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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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的不同，

可分為十二部類，或者又名十二分教。如來以

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受化的因緣，則千

差萬別；「遇」到「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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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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