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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

【原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釋】物：指道，道本無名，所以暫用一個「物」字來稱它；混成：混然而
成，萬物由之已成，故曰混成；或道無形，混沌而成。寂兮寥兮：寂，無聲音
；寥，空無形。獨立而不改:「獨立」謂唯一存在。道生萬物，永遠不止，永
恆不變。此句形容道體的絕對性與永恆性。

周行而不殆:「殆」通「怠」，止息的意思。此句形容道用的廣大與無窮，且
運行無所不至，永無止息。古德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
，不逐四時凋」，指的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自性)，老子稱之為「道」。「道
」的本性就是「自然」(自性清淨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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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續)

【注釋】(續)大曰逝:「逝」(清淨寂滅，如佛的德號，善逝)，行也。這
是說廣大則運行不息；逝曰遠:「遠」，窮極的意思。這是說道體流行
，則無所不至，則傳之久遠；遠曰反:「反」猶復也，返也，即道無所
不至，返本還原，則復歸於無。

• 即一切皆從法身流現，又一一還歸於法身。(按：「於一現一切，

一切入於一」)

• 我們向著地、天、道去學習，拓寬心量來承載萬物，利益一切眾生
，有這樣好品德的人，人生會越來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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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續)

【譯文】有一個混沌而成的東西，在天地還沒有創生之前就形成了。它既無聲音
，也無形體，但卻獨立於萬物之上，而恆久不變，運行於宇宙之中，而永不止息
。

創造天地萬物，可以說是天地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姑且叫他做「
道」。勉強描述它的形狀，可以說廣大無邊，廣大無邊就運行不息，運行不息就
無遠不到，無遠不到就返本還原，又返回到寂寥虛無的清淨法身。

所以，道是大的(無不容也)，天是大的(無不蓋，無私覆)，地是大的(無不載
，無私載)，人是大的(無不制，人能弘道)，都是無私的精神。

宇宙之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人效法地的無私載(安靜柔順，勞而不怨)，地
效法天的無私覆(生長萬物，施而不求報)，天效法道的「衣養萬物而不為主」(養
育萬物，而不主宰萬物；「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第51章)，道則完
全出乎本性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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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大乘起信論》的「三大」

• 在《大乘起信論》中，馬鳴菩薩提出一心、二門、三大、四信，五行之修行
理論與方法。分述如下：

1. 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為是一心也。

2. 二門：即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
體。所謂心性，不生滅；又心生滅者，此乃因無明風，動作生滅。如不動水
，為風所吹，而有生滅的波浪。

3. 三大：即體相用三大。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是故
「一心之理，為諸法所依」，即「體大」；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
量性功德故，亦即具足恆沙稱性功德，即「相大」；三者，用大，善能出生
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即「用大」。同時，體是空，相是假，用是中，
這是圓融空假中三諦。

4.四信：信心有四種：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
功德，常念親近；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密故；四者，信僧
能正修行，自利利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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