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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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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

【原文】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
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注釋】味無味：味，品嘗滋味，動詞。無味：謂平淡無奇，是指「道」而言。「味無味
」，是說以「無味」為味，以恬淡為治的意思。

大小多少：「大」與「多」皆動詞；「看作大」、「看作多」的意思。「大小多少」謂
視小為大，視少為多的意思。蓋世人皆以名位為大，以利祿為多而取之。然聖人去功與名
，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憨山注：「道」至虛微淡泊無物，皆以為小少)。報怨以德：
別人對我有怨恨，我卻用恩德來回報他。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圖，謀慮的意思。此二句謂處理難事，應從事情容易的做起
；作為大事，要從細微的地方開始。不為大：不自以為偉大，為聖人謙虛處下。成其大：
成就他的偉大。難之：以易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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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

•【譯文】聖人治理天下，以「無為」的心去作為，以「無事」(或防微杜漸)的
心去做事，以「無味」之心去品味。他視小為大，視少為多(蓋世人皆以名位為
大，以利祿為多而取之。然聖人去功與名，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即聖人
視「富貴如浮雲」)。

•回報怨仇用原諒的美德，則能免除冤冤相報。處理困難的事，從容易處著手；
欲辦成大事，從細微的地方開始(因為「魔鬼都在細節裡」）。

•天下的難事，必從容易的做起；天下的大事，都是由細小的做起。因此，聖人
始終不自以為偉大（以謙虛處世），所以才能成就大事。

•輕易的允諾，必定缺少信用；經常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勢必常常遭遇到很多困
難。因此，聖人把容易的事情看得艱難，消除災難於無形，因而終究沒有任何
困難產生。

•【心得】「事無事」的應用－「防微杜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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