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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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報怨仇以原諒的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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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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缺」什麼？就是倫理道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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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三年代表字是「缺」，反映
當前台灣社會缺蛋、缺水、缺電、
缺工、缺藥、缺錢、缺安全感…等
現象。「缺」字依「說文解字」曰：
「器破也」，「康熙辭典」曰：
「少也。」因此，「缺」有缺少、
毀壞的意思。

 探討國內種種欠「缺」的現象導致
民怨，讓我們聯想到印度聖雄甘地
所說人類自毀的七大欠「缺」。



人類自毀的七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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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欠缺勞動
的財富

03
欠缺品格
的知識

05
欠缺道德
的商業

02
欠缺良知
的享樂

04
欠缺人文
的科技

07
欠缺犧牲
的信仰

06
欠缺原則
的政治

印度聖雄甘地指出人類自毀的七大罪狀：

欠缺倫理道德
教育



台灣「缺」什麼？就是倫理道德的教育

• 以上所說人類自毀前程的七種欠「缺」，歸納起來其實就是欠
「缺」倫理道德的教育。因為如果沒有良好倫理道德的教育，個
人正確的思想或價值觀就無從建立。

• 然而，個人的「思想」或「價值觀」往往會引導我們的「行為」，
「行為」久而久之會變成「習慣」，「習慣」會塑造「性格」，
「性格」到最後決定「命運」。

• 價值觀 行為 習慣 性格 命運

• 由此可知，決定每個人命運的關鍵，在於個人的價值觀，而正確
價值觀的建立，則來自於家庭或學校所教導之「倫理道德」的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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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事無事」的應用－「防微杜漸」

老子所說的「事無事」，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吾人可分為兩點
來探討:
(一)、在事情還沒發生前，就先解決問題：神醫扁鵲三兄弟的故事
：

「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黃帝
內經》曰：「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故「至譽
無譽」，善用兵者，不戰而屈人之兵，故無赫赫之功也。

• 《孫子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謀」是採用「事無事」之政治力解決爭端，是所謂「無
煙硝的戰爭」，乃是戰爭中「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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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心得】「事無事」的應用－「防微杜漸」

(二)、大事、難事若從細微處、易處著手，較容易成功：

• 以佛法修證而言，《大涅槃經》云：「須陀洹（初果）所
斷煩惱（見惑），縱廣猶如四十里水」。謂三界見惑煩惱，
猶如暴流，縱廣四十里，奔流而來，令其截斷枯竭，何其難
哉？

• 天下難事莫過於出生死輪迴，天下大事莫過於證佛果。然
而極幸運的是，我們遇此淨土法門，能將此大事、難事，用
最簡、最易的一句佛號完成，比起須要四十里截流的小乘初
果，要容易許多。《繫辭》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
」

• 比起精進修持三大阿僧祇劫，方證佛果的大事，要方便究
竟許多。故此念佛法門是出輪迴之根，證佛果之本。難怪祖
師大德會說:「阿彌陀佛，無上醫王，捨此不念，非痴即狂。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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