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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

【原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
，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
，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ㄍㄨㄟˋ)，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注釋】悶悶：昏暗不明的樣子，比喻政治的清靜無為或施政寬厚。淳淳：敦厚
，淳樸的意思。主政者無為而治，則人民淳厚樸實，如西漢文景之治就是。察察
：嚴厲明察的樣子，明賞罰，比喻政令或法治繁苛。缺缺：疏薄，狡詐貌；「無
正」，就是無定的意思。奇：是邪，與「正」的意思相反。妖：不善，與「善」
的意思相反。

方而不割：「割」，是割傷的意思，方正而不割傷人。廉而不劌：「廉」是尖
銳的意思；「劌」，是傷的意思。此句是說雖敏銳，而不傷害人。直而不肆：謂
雖然剛直，而不放肆凌人。光而不燿：隱藏鋒芒，而不炫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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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禍福相依，放下執著

• 《但盡凡心》一書中的故事。「團團轉」 「皆因繩未斷」。

• 《中庸·第十七章》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
者覆之。」

•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意思非常
接近。

• 我們如果遭受災禍而能吸取失敗教訓，就可以讓災難成為過去，而讓幸
福來臨；如果我們在幸福之中驕奢淫逸，那麼幸福會離開，而讓災禍來臨
。

• 因此，我們要深信因果，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對待福禍，只憑一顆平常
心。

• 時時練習放下執著，因只要：「事事盡心盡力就是圓滿，處處利益眾生
便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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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原文】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
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注釋】小鮮：小魚。道：清靜無為的意思。莅：與「蒞」同，治理
的意思。其鬼不神：謂鬼不能作祟來傷害人，鬼不起作用。非：與「
匪」同，不但的意思。兩：指鬼與神；聖人與人。德交歸焉：交歸，
一齊回歸。謂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所以人民安寧無事，能
一齊修身養性，歸化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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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譯文】治理大國，好像煎小魚那樣，不要常常去翻動它。用清靜無
為的「道」來治理天下，天神人鬼都能各安其位，所以鬼不會作祟傷
害人；不僅鬼不會傷害人，神也不會傷害人；不僅神不會傷害人，聖
人也不會傷害人。在上位的國君，和下位的人民，互相都不傷害，人
民安居樂業，就能夠一齊修養道德了。

(按：「境由心生」：把道德置於心中，自然就會依道德去行事，禍患
無由降生；本章排除一般人所謂鬼神作用的觀念。)

【故事】晏子論治國－「社鼠猛狗」(成語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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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原文】「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

【注釋】奧：深藏之所。河上公曰：「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
也。」保：保持，依賴的意思。市尊：獲得尊敬。加人：加之於人，使人依
照著去做；或謂使人高尚。拱璧：合兩手叫做「拱」。拱璧，就是雙手捧著
璧。駟馬：就是四匹馬架一輛車。古人送禮之前，必先致餽贈。兩次的贈送
，習慣是先輕後重。坐：古人席地而坐，臀部靠在小腿上叫做「坐」，上身
挺直叫「跪」，故「坐」通名為「跪」。求以得：有求就有得。免：赦免，
免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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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譯文】「道」無所不容，是萬物的歸宿。善人以道立身，把道看作是寶貝；不善
的人也不敢違背「道」，也時時保持著它。善人修道，說出來的話都美好感人，能
得到大眾的尊敬；做出來的事也都美好感人，可以用來作為大眾的法則，使人依照
著去做。至於不善之人，雖無美言美行，怎能把「道」捨棄呢？

所以奉立天子，設置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的時候，雖然先用雙手捧著璧玉
，後用四匹駿馬作為獻禮，還不如跪著獻上這個「萬物之奧」的「道」。

古時候，特別尊貴這個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難道不是說因為以道立身，有
求就有得，有罪就可以獲得赦免嗎？所以，「道」爲天下最貴重的了。

(按：佛法的「道」：斷惡、修善、自淨其意)

【故事】「帶業往生」之比喻－「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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