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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三大課題：
人與人(儒家)
人與自然(道家)
人與超自然(佛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原文】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釋】馳騁：縱馬奔馳。在這裏是戰勝、克服的意思。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沒
有形相的東西，指虛無柔弱的物質，如氣、水等；無間：没有空隙，指堅強的實
體，如金、石等。滴水能穿石，就是「無有入於無間」、「以柔克剛」、「達摩
祖師」的例子。   

  本章強調「柔弱」的作用與「不言，無為」的效果。「無為」，沒有因緣造作
，所以「無為」就是「無作」。老子：「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第37章)」；又云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第48章)
；佛法主張「不著有為，不住無為，方契中道」。

  (按：無為：「為」是造作之義。「有為」是「因緣和合則生，因緣分散則滅」
，是「有漏」法；「無為」是離開因緣造作，不生不滅，湛然常住之法，是「無
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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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譯文)

【譯文】天下最柔弱的東西，能夠戰勝天下最强硬的東西（最柔弱的
東西，是水；最硬的東西，是金石。水能滴穿巨石，入於剛强）。没
有形體的東西，卻能夠進入沒有間隙的堅強實體。道是虛無的，卻是
萬物的主宰。

    因此我知道無為的益處，不言的教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不依賴語言的説教，而是以自身作爲表率），無
爲的益處（效法於道，則無物不化、無事不為）。天下很少有人懂得
，也很少人能夠真正做到無爲而治。

 （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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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以柔克剛」的管理哲學

• 「以柔克剛」是為人處世之道。「柔」與「和」是常連在一起的，故《法華經》
云：「如來衣者，柔和忍辱衣是」。

• 印光大師認為：「閨閫乃聖人所出之地」，以及「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
一大半。」又謂：「教子為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教女為尤要者」的說法。

• 陽剛—台面上，講出來的規則；陰柔—台面下，潛規則，境教，氛圍，磁場。言
教是陽；身教是陰。

• 家庭和社會教育屬陰，學校教育主要以言教為主，屬陽。

• 宗教教育則是陰陽具備，釋迦牟尼佛講經49年主要是言教，屬陽；但也有身教以
及不立文字的教外別傳，屬陰。

• 《老子》第52章提到：「守柔曰強」，亦即處柔守弱，不是消極無為，不是以柔
弱為目的；相反的，處柔守弱只是一種手段，一種策略，其真正目的是「強」。

• 「弱者道之用」的哲理，可提醒企業管理者，可運用此一「處柔守弱」之原理，
在管理上善加應用，進而突破目前高度競爭之「紅海」趨勢，開創新的「藍海」
策略。 5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

【原文】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釋】多：重的意思；得，指得名利，亡，指亡失生命；病：有害的意思。甚
：過分。費：耗損。厚亡：厚，嚴重的意思。亡：損失，喪失。殆：危險。

【譯文】身外的榮名，和自己的生命比起來，哪一個親切呢？自己的生命和身外
的財貨比起來，哪一個重要呢？得到名利，和失去生命，哪一個對我有害呢？所
以愛名過甚，必會造成更大的耗費；貯藏過多財貨，必會遭受嚴重的損失。

  因此，唯有知道滿足，便不會身遭侮辱；知道適可而止，便不會身遇危險，這
樣才能長久平安。

【心得】知足與知止(《學佛‧學活》(二)(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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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知足與知止

‧《老子》第四十四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即在教我們要愛惜身體
，重視生命，不要過份追求名利。因為名利是身外之物。若得到名利，失去生命，那是
得不償失的；故有「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之情形。

‧對治的方法，就在知足、知止。即從心理上知足、行為上知止，兩方面雙管齊下，這樣
才可獲得長生而平安。

‧「知止」，乃是《易經》艮卦(   )所說的「止欲修行」，是成佛的不二法門。有人說艮
卦的卦爻辭約五十個字，說明身業(六四：「艮其身，无咎」)、口業(六五：「艮其輔，
言有序，悔亡」。輔，顎也)、意業(上九：「敦艮，吉」。敦，敦厚)三業清淨的修行，
把《法華經》七萬字所說的成佛法門都說出來了。

‧《法華經》一開始，法會大眾三次啟請佛說法時，世尊都回答：「止止不須說，我法妙
難思」。兩個「止」字，正好和「艮」卦，止欲修行的兩個「止」，不謀而合，真是不
可思議啊！

‧《法華經勸發品》亦云：「是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賢之行。」由此可知，少欲知足的人
，「與人無爭，與世無求」，方能減輕煩惱，安心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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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富貴人生？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原文】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
巧若拙，大辯若訥。靜勝躁，寒勝熱，清靜以爲天下正。

【注釋】大成：謂最圓滿之物，指道體而言。若缺：指器具破損。用：功用。弊
：衰竭；沖：空虛。窮：窮盡的意思；屈：彎曲。拙：笨拙；訥：言語遲鈍。正
：準則，楷模。

  「若缺、若沖、若屈、若拙、若訥」，都是說明完美的人格，不在外形上表露，
而為內在生命的含藏內斂。

須知「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做人「難得糊塗」，

  因「大智若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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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譯文】最圓滿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是有缺憾的，但它的作用卻永遠不會
衰竭；最充實的東西，看起來却好像是空虛的，它的作用永遠不會窮盡；
最直的東西，看起來好像彎曲似的（「若屈」指的是不與别人爭長短，所
以看起來好像可屈可折似的）；

  最靈巧的東西，看起來好像笨拙似的（「若拙」是説不向人展現自己的
才能）；最雄辯的口才，看起來好像說話遲鈍似的（「若訥」是説不顯露
自己的辯才）。清靜可以克服躁動，寒冷可以克服炎熱。能夠執守清靜無
爲的人，可以作為天下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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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道之體相用

• 本章旨在說明道的本體(如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
• 道的形象(若缺、若沖、若屈、若拙、若訥)；
• 以及道的作用(不弊、不窮)；「靜勝躁，寒勝熱，清靜以爲天下正」說
明清靜的作用，最後歸結於「清靜」二字。

• 蓋吾人立身處世，往往需要聰明和智慧，但聰明和智慧有時卻依賴
「糊塗」方得以體現。

• 因為「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做人「難得糊塗」，而大智慧
正隱藏在這「難得糊塗」、「大智若愚」、「吃虧是福」之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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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的不同，

可分為十二部類，或者又名十二分教。如來以

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受化的因緣，則千

差萬別；「遇」到「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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