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斷了「無明」，便可「還」復真如本性，
「滅」除生死煩惱，故稱為「還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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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至心求道，精進不止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就如《無量壽經》法藏比丘的老師，世間自在王
如來告訴法藏比丘：「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經歷劫數，尚可窮底。人有至
心求道，精進不止，會當剋果，何願不得？」

 「至心求道，精進不止」是我們修學世出世法成功的重要關鍵。「至心」
是真誠心（即清淨心、平等心、正覺心；或覺、正、淨的心）。此常住真
心，永遠不變。

 我們如果用至誠心來學佛、修道，勤而行之，能夠做到覺而不迷、正而不
邪、淨而不染，自然能夠離苦得樂。

 「勤而行之」就是佛法所說的「精進」，這是出世的善根。「精進」乃是
指「純而不雜」、「一門深入，長時薰修」，「有進無退」的意思。「不
止」，即努力不懈即可得到願望圓滿的果報。正如國父所說：「吾心信其
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
易，亦無收效之期也」。

 一般人念佛的通病乃是沒有「至心求道」，而以雜心、亂心、妄心念佛；
同時沒有「精進不止」—即沒有一門深入，持之以恆的「勤而行之」，故
功夫不得力，道業無法有所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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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宗阿彌陀佛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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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原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注釋】道生一：道的本體是無。道生一，即無生有。萬物負陰而抱陽：由於陽主生、
陰主殺，因此萬物背陰向陽，所以求生而避殺。沖氣以為和：「沖」是激盪的意思。「
和」，即和氣。此謂陰陽二氣相互激盪，於是產生和氣。强梁指强横、剛暴的意思；不
得其死，謂不得善終。教父：「父」，根本、開始的意思。「教父」，就是施教的根本
。

【譯文】道是萬物化生的總原理。由這個總原理的道，生出一種氣，這種氣又劃分成陰
陽兩氣，陰陽兩氣交合，於是產生和氣。和氣既生，如此陰陽二氣不斷地交合，不斷地
創生，於是便形成萬物。萬物背陰向陽，所以求生而避殺。同時，陰陽二氣相互激盪，
於是產生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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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續)

【原文】(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
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譯文】(續)人們所厭惡的，就是「孤」「寡」「不穀」，但是王侯們
却拿來自我稱呼（這是處謙虚之位）。所以，一切事物，有時減損它，
反而得到利益(國君寧願自損，故自稱孤、寡、不穀等)；有時候增加它，
反而受到減損（如刻意圖謀高位，反而會敗毁；一心貪求富有，反而會
有禍患）。

    周廟《金人銘》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别人所教導我們的事，我
也拿它來教導别人。這就是強橫霸道的人不得善終（强横的人，崇尚勢
力、霸道，爲天理所不容，必將兵刃加身，不得盡其天年而終)；又說：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79章)，我要把這個道理，作爲教人的基本道理
。

【說明】道生萬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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