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問禮於老子(《史記·老子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如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按：「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即是指「達則兼善天下，窮
則獨善其身」的意思。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即指去除你的驕氣和欲求，以及做作的
神態表情和過高的志向。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即指老子是條龍，是不可知，不可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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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原文】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
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貞)將恐蹶。故
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
歟？故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注釋】一：指宇宙人生的起源、萬事萬物的本體，即所謂「道」；因「一」是萬數之始
，「道」是萬物的根本，所以老子用「一」來比喻「道」；神：這裏指的是人心。憨山注
：「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爲萬物之靈。」；天下貞，言為天下清靜之典範。發：
此字讀為「廢」，是「廢」的通假字，覆滅的意思。蹶：挫折，敗亡。不穀，即不善之意
。琭琭，玉美貌，「琭琭如玉」為人所貴；珞珞，石堅貌，「珞珞如石」為人所賤也。

【譯文】上古之時，天地萬物皆處於一種最初始的「一」的狀態（一，是「道」所生，是
大道清淨無爲的象徵）。天有了「一」，因而清明；地有了「一」，因而安寧穩固；人心
有了「一」，因而成爲萬物之靈；溪谷有了「一」，因而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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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八卦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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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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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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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信心銘》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一數)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續)

【譯文】(續)萬物有了「一」，因而能自由地生長化育；侯王有了「
一」，因而能公正地對待天下（侯王奉道自守，清靜無爲，故能作
爲全天下公平正直的典範）。

假如天不是這樣清明，恐怕就會崩塌；地不能寧靜，恐怕就會覆
滅；人心不是這樣富有靈氣，恐怕就會失去生機；溪谷不能長保充
盈，恐怕就會有枯竭之日；萬物不能生長化育，恐怕就會有滅絶的
一天；侯王不能禮賢下士，一心公正求取賢才，成為天下典範標準
，從而保持其高貴的氣質，恐怕就會有敗亡的危險。
所以「貴」必定以「賤」爲根本（這是説如果想要尊貴，應當堅

守卑微爲本，就如同夏禹與后稷親身耕種、舜帝在河邊勞動工作、
周公禮敬寒士一樣）；「高」必定以「下」爲基礎。
因此，侯王總是以「孤」「寡」「不穀」(一本作「轂」)，這些象

徵卑賤的詞語來自稱（孤、寡，是比喻孤獨；不轂，比喻不能像車
輪那樣，成爲衆多福氣的匯聚）。它的意義不就是在於時時提醒自
己「貴以賤爲根本」嗎？難道不是嗎？所以世上最好的讚譽，就是
沒有稱譽。因為有了稱譽，毀謗就隨之而來。不要像美玉一樣璀璨
明亮，受人重視；而要像石頭一樣暗淡無光，為人忽視。
【心得】一就是「道」(「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古
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公卿大夫)從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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