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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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有三種意思：

1.「方」指地方、地域，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窮山惡水出刁民」；

2,「方」又指「道」，如：「道不同，不相為謀」，同於善道則為吉，同於惡道則為凶，
因此吉凶就產生了；

3.「方」也可指「人」，後演變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孔子要弟子求學，需要自己去
領悟，不全恃教導。蓋因身教重於言教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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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說：「阿彌陀一句，萬法之總持；聲與心相依，念茲復在茲；感應不思議，蓮
開七寶池。」那些往生極樂世界的人，都是這樣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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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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 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曾說：「上天賜給人們兩眼兩耳，但卻只有一口
，在於讓人們多聽、多看、少說話。」

• 《易經》《繫辭傳·下》有言：「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弟子
規》云：「話說多，不如少。」此乃指出說話只要能表達正確的意思
就可以了，所謂：「辭，達而已矣!」

•唐太宗曾對近臣說：「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即思此言，於百姓有
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

•是非只因多開口，故凡事應「三思而後言」。因此無意義的話，我們
盡量少說；

•至於有意義的話，如彼此互相勉勵、勸人行善或修身養性的真實語，
則可以多說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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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少」就是「好」

• 管理學院的教授，開了一門「成功的領導」課程。他請六十歲的企業家，談談
什麼是「成功的領導」。他說成功的領導，其實只有十個字：

• （一）、剛進公司的做事態度，是「少不、多是」，就是少說「不」，多說「
是」（也就是多多做事）。

• （二）、當他作了初階主管時，所持的態度是「少說、多聽」，就是少說話，
多聽別人的意見，自己默默地做和學習。

• （三）、當升到中階主管時，他抱持的態度是「少我、多你」，就是多為同事
設身處地著想，不要大家都聽我的，了解「帶人要帶心」的道理。

• （四）、到了高階主管，他所持的態度是「少舊、多新」，就是自己要放棄舊
觀念，致力於學習創新和追求進步。

• （五）、最後當了大老闆，要「少會、多讀」，也就是學習謙虛，不要自認什
麼都懂。殊不知開始自滿，就是走向敗亡的開端。因此，要多讀書多學習。

• 此一故事，也呼應《老子》第22章所說：「少則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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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原文】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釋】企者：「企」同「跂」(ㄑㄧˋ )，舉起腳跟站立，想要高過
別人。跨：大步而行。此二句，皆過分求高、求速，違背自然，欲速
則不達。伐，自我誇耀的意思。

「餘食」指餘棄的食物；「贅行」就是「贅形」，「行」與「形」古
字相通，指形體上累贅的東西，如肉瘤之類，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物：指人；不處：不處於此。意爲不會令自己處於這種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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