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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原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强行者則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注釋】知人者智：智，機智、聰穎，能察賢愚，辨是非，明賞罰，指瑕摘疵；自知者
明：明，明白。自知，需要內省反照的功夫，需要克己滅私，所以「自知」比「知人」
更難。自勝者強：自勝，指戰勝自己的欲望；如王陽明先生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
賊難」。

知足者富：《遺教經》曰：「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
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强行：強行不息，即「勤而行之」之意
。所：即指處所，引申有根本的意思；如《無量壽經》所說的「真實之際」 「真實
之慧」 「真實之利」也。死而不亡：與「死而不朽」意同。

【譯文】能夠瞭解别人善惡賢愚的，只可算是聰明人；能夠瞭解自己本性的，才是具有
真實智慧的人（一個人能夠知道隨時觀照自己的心，所以稱爲「明」）。能夠戰勝别人
的，只可算是有力的人（能夠戰勝别人，靠的不過是威勢和武力而已），能夠戰勝自己
毛病習氣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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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續)

【原文】(續) 知足者富，强行者則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譯文】能夠知足的人，便可算是富有（一個人能夠知足，才能真正享受
自己的福報，而無虧欠之虞，所以説是「富」）；能夠體會道理，而強行
不息，勤而行之，才叫做有志（一個人能夠堅持勉力行善，則是有志於道
的人）。所作所爲不離開自己自性，便能持久（一個人能夠自己節制，修
身養性，不背離自己的善良本性，就可以長久）；身雖死而道猶存，便可
算是長壽。

【說明】老子的人生論

老子的人生論，而特別著重「自知」、「自勝」、「知足」、「強行」(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我們若能夠做到以上幾點，就可以算是得道了。

「死而不亡者壽」，就是建立人生「不朽」的價值，儒家的三不朽，是立德、立
功、立言，而道家的不朽，則全在一個「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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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戰勝自己

• 佛堂大殿之上懸掛「大雄寶殿」四個字而不解其意。所謂「大雄」就是「大英雄」，
也就是讚嘆佛陀能戰勝自己之貪、瞋、癡、慢、疑等滔滔私欲之煩惱，並且徹悟一切宇宙
人生之真理，而為他人所不能及也。

• 一般人大都認為能指揮軍隊南征北討，擴張版圖，戰勝別人的將領就是「英雄」。從
歷史上來看，如成吉斯汗、亞歷山大帝、凱撒及近代的麥克阿瑟等眾所熟知的「英雄」。

• 然而，「一將功成萬骨枯」，造就一位世間所謂的「英雄」，必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亦即這些「英雄」都是把自己的功業，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其實並非真正的英雄。

• 佛陀亦曾說：「一個人打敗一千個敵人一千次，還不如戰勝自己一次！老子亦云：「
自勝者強」。如果能打敗所有的人，卻不能調治自己的身心，又有什麼用處呢？世間芸芸
眾生在爭勝負、爭成敗的同時，有多少人是想過戰勝自己呢？

• 人生在世，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要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戰勝自己的欲望、私心、嫉
妒心及貪、瞋、癡等三毒之心賊，並且隨時在「心地」下功夫，能勝過昨日的我、勝過去
年的我，進而消除種種憂悲苦惱，利益一切眾生，成就無上佛道者，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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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富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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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

【原文】道常無爲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

【注釋】道：指的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或指自然規律。常：恒常，不變。自化：自
然衍化，自生自長，順本性發展。欲作：作，產生；指私欲萌生。鎮：遏止。無名
之樸：即無為，「樸」(沒有雕鑿的原木)是道的本質。老子：「道常無名」(第32
章)，「無名」即指「道」，所以「樸」也無名。夫：指萬物。以：猶「而」。

【譯文】道體順應自然，「道」看上去好像是無所作為（「道」是以「無爲」作爲
它的常態）；但萬事萬物的盛衰興替，都是由「道」發揮作用的結果，所以實際上
是無所不為。(如孔子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身爲治理國家的侯王，如果能明白這個道理，凡事都循道而行，那麽萬物都將各
隨順其本性，而自然衍化，自生自長，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實現大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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