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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原文】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注釋】反者道之動:「反」與「返」同，有「相反對立」，以及「反復循環」的
意思。弱者道之用:道體虛無，故以柔弱為用。天下萬物生於有：首章曰：「有，
名萬物之母。」故天下萬物，皆自「有」而來。有生於無：首章曰：「無，名天地
之始」。

此處的「有」、「無」即意指「道」，和第一章同義。「有」和「無」乃是「道
」產生天地萬物時，由無形質落向有形質的活動過程。

【譯文】道的運行反復循環；道的作用柔弱謙下。「無」是道之體，「有」是道之
用，天下萬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

第39章【心得】一就是「道」；《楞嚴經》曰：「歸元性無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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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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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道之體

• 本章說明「道」包含道的本體、道動和道用，道之動與用相通，因道一動即顯現
出用。

• 天地萬物的化生，是道之動與道之用；而道本體的存在，有賴於道動與道用，才
能顯示出來。

• 因此，道之動與道之用都是由道體生出來的，沒有道體，也就沒有道動和道用。

• 龍樹菩薩《中論》更進一步闡述：「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
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緣起），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性空)」；

• 又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緣起即性空)；若無空義者，一切法不成(性空
即緣起)」
• 以及古德所說：「自性空不礙『緣起有』，所以無妨因果的建立；而『緣起有』
不忘『自性空』，所以沒有萬法的執著」，讓我們能夠說「有」而不著諸相，談「
空」而不廢諸法，因而對「空有不二」之般若智慧有更進一步的體會和了解。

3



【補充】「虛空觀」－以虛空十義，比喻「真如」之理

• 1.無障礙－悉能容受一切諸法故。(《楞嚴經》曰：「譬如虛空，體非
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

•2.周徧－徧一切處故。

•3.平等－無親疏、遠近、愛憎之差別故。

•4.廣大－無邊際故。

•5.無相－無形無相故。

•6.清淨－不污染故。

•7.不動－不可遷故。

•8.有空－體非有故。

•9.空空－空亦空故。

•10.無得－俱叵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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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引申】反者道之動

宇宙天地萬物之變現，皆基於「道之體」，然後才有「道之動」和「道之用」。其
中，「反」者，「返」也。反的意義有三：

 (一 ) 相反相成或反復其道－「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亦即善人
是不善人的老師；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鏡(「戒師」)；凶必定返回吉，正是相反相成。

 (二) 反向思維或逆向思維－老子特別重視反面、負面的價值。「曲則全，枉則直，窪則
盈，弊則新」；「知其白，守其黑」以及「知其榮，守其辱」(28章)

 (三) 反本歸源或循環反覆－「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楞嚴經》亦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因此，反本歸源乃是道之智慧的
啟動，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吾人可利用道的「相反相成」來包容世間善惡、真假、美醜等之對立，同時善
用「反向思維」看到萬事萬物的另外一面，超越傳統「習慣領域」的思考模式
；並運用道之「反本歸源」找回本有之清淨覺悟光明之道的本體，這就是「反
者，道之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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