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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原文】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
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ㄙˋ)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注釋】：出生入死：出世為「生」，入地為「死」。生之徒：指能夠自然長壽之人；
死之徒：指自然短壽之人。「人之生，動之死地」是說人本來可以至於長壽，但由於放
蕩行骸，縱我為非，而使自己短命夭折，踏入死路的意思。生生之厚：生生即養生。此
句是說過分的養生，反而戕害了生命。

兕虎：兕是犀牛；虎是老虎。容：用也。無死地：謂沒有致死的境地，也就是沒有送
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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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以其無死地」－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
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 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
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

•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
。

• 若有眾生，多於婬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常念恭敬
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

• 又云：「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或在須彌峯，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
力，如日虛空住。」

• 「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蚖蛇及蝮蠍，氣毒煙
火燃，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 3



「以其無死地」－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具足神通力，廣修智
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種種諸惡趣，地獄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
漸悉令滅。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

•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念念勿生疑，觀世音
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視眾生，福聚海無量，是
故應頂禮」。

• 佛陀告訴我們，由於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眾生，
常應心念。如此必能超越人生之生死苦海的煩惱與痛苦，這是真正的「善攝生
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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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

【原文】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ㄧˊ)是畏。大道甚夷，而
民(人)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
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釋】介然：介，微小、微弱的意思。介然有知：稍有知識。蕅益大師在《般若
心經釋要》曰：「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一念自性)，即是三般若也」。大道：寬
闊的道路。施：和「迤」同，邪行的意思。夷：平坦。民好徑：「民」就是「人」
，對上文「我」而言，指一般執政的人君或人主。「徑」，邪曲小路。這句是說一
般執政的人卻偏偏喜歡走小徑，行邪路。朝：指朝廷。除：借為「汙」，混亂的意
思。蕪：土地不耕種而荒廢。文綵：文綵指美好的衣服。厭：和「饜」同，飽足的
意思。盜夸：「夸」，大的意思。盜夸，就是盗魁，俗話所說「強盜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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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

【譯文】假使我稍有智慧，我必然行走於寬廣
之道路，唯恐走進偏徑陰邪之路。蓋大道本來
莊嚴平坦，指引之方向清楚明確。

然而掌握政權之人，往往好走自認之捷徑小
道，如此導致朝政混亂、田園荒蕪、倉廩空虛
；反而執政的王侯們，卻穿著華麗的衣服，佩
帶鋒利的寶劍，吃著豐盛的飲食，搜刮來的錢
財貨物，怎麼用也用不完，這種人，他們的行
為實在是不合乎「大道」，簡直相當於強盜頭
子(即「大盜」) 啊!

【心得】何不食肉糜？何不吃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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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原文】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
，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
於邦(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注釋】善建：指建德而言。善抱：指抱道而言。真：真實；輟：停止的
意思。長：長久的意思。以身觀身：以我之身，觀人之身。

因為同有這個身，必定同有這個德。因此，一切以「修身」為本；推而
廣之，家、鄉、邦、天下，無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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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譯文】善於建立的，在心中建立德，這樣就不會被拔掉；善於抱持的，在胸
中抱持道，這樣就不會離開道。建德抱道，不僅自己可以享受福祿，而且可以
澤及子孫，世世不停止。

以道修身，他的「德」才有「真實」的意義，一生受用無窮；以道齊家，他
的「德」可以有餘，將會佑及子孫後代；以道推廣到一鄉，他的「德」風長久
；以道治國，他的「德」必定會豐盈；以道行於天下，他的「德」可以得到普
遍的弘揚。

所以只要我修德，就可以以我一身，觀察別人；以我一家，觀察其他各家；
以我一鄉，觀察其他各鄉；以我一國，觀察其他各國。以我現在的天下，觀察
過去和未來的天下。我怎能知道天下的情形呢？就是由於這個道理。

(按：河上公注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存孰亡也。以修道之家觀不
修道之家，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說明】「內聖外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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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原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是謂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
而賤。故為天下貴。

【注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與「智」同。塞其兌，閉其門：兌、門皆情欲出
入的孔道。銳：鋒芒。紛，紛擾。和光：在求抑己(含歛光耀)，和塵：在求隨物(混同塵
世)。光貴而塵賤，和光同塵，則「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玄同：謂玄同於萬物，
亦即「道」的境界。

【譯文】智者曉得道體精微奧妙，勤而行之，無暇於言；愚者自認為無所不知，而成天
喋喋不休，根本不曉得「道」，故離道日遠，所以不是智者。堵塞情欲的孔道，關閉情
欲的門徑；收斂鋒芒，消解紛擾；隱藏光芒，混同塵俗，這就是「玄同」於道的境界。

修養能達到這種境界，完全超然於物外，不分親，不分疏；不分利，不分害；不分貴
，不分賤。能夠達到這種超越親疏、利害、貴賤的人，故為天下最了不起的人。

【故事】傅大士的故事－「知者不言」 【故事】天台國清寺三聖「和光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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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維摩一默聲如雷

• 《維摩詰經》記載，佛知維摩詰居士有疾。

• 文殊菩薩承佛旨意去探疾時，向維摩詰居士問說：「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
？當云何滅？」而維摩詰居士回答：「從痴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
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 維摩詰居士趁機要求其中的三十一菩薩，說明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

• 法自在菩薩說：「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
二法門。」德守菩薩說：「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
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
門。」

• 文殊菩薩說道：「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
為入不二法門」。最後文殊菩薩進而問於維摩詰居士：「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 文殊菩薩立即讚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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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公案】維摩一默聲如雷

• 《維摩詰經》曰：「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描述得真生動
，真幽默！恐怕一般權教菩薩、小果聲聞，一定會覺得一
頭霧水，不知其所以然，以為維摩詰居士語塞。然有智慧
的上根人，當可在這「一默」之下體會悟入。

• 總之，三十一位大士的說法，是以言顯道；文殊菩薩的
說法是遣言顯道；維摩詰居士的默然，是以無言顯道；雖
都各言之有理，而當以「無言顯道」，為通達「諸法實相
」之極則，這就是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默然
無言，以智冥真」的境界。

• 故古德有言：「維摩一默聲如雷」，這與《老子》所說：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相呼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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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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