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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
【原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
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
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
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焉。

【注釋】其安易持：安，安定的意思；持：掌握，保持。此句是說安定的狀況，容易
保持。未兆易謀：兆，徵兆；未兆，即未顯露徵兆。謀，圖謀或導正的意思。此句是
說未見徵兆的事情，容易圖謀。其脆易泮：脆，易折斷。泮：古本作「判」，分的意
思。此句是說脆弱的東西，容易分解。合抱：兩臂環抱，多形容樹身之粗大。毫末：
毫毛的末端，比喻極端的細小，此指幼苗。幾成：幾，非常接近，相當於「幾乎」；
將近成功，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

欲不欲：所欲為無欲，「不欲」即「無欲」；下句「學不學」(「不學」即「無學」
－阿羅漢：「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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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

【譯文】安定的情況，容易守住正道；在尚無徵兆的時候，容易導正；脆弱的東西
，容易分解；微小的東西，容易散失。所以要在問題尚未萌芽的時候，就要預先處
理；在動亂還没有開始的時候，就要早作準備。

• 合抱的大樹，是從細小的嫩芽長起來的(從小長到大)；九層的高臺，是由一筐
筐泥土築起來的（從低到高）；千里的遠行，是從脚下一步步走出來的（從近到
遠）。如果有心作為，最終必遭挫敗；固執己見，必定失敗。

• 由於聖人無所作為，所以沒有挫折；無所執著，所以沒有失敗。一般人做事，
往往到將近成功的時候，半途而廢，反而失敗了。若能在事情快要完成的時候，
也像開始時，一樣的謹慎小心，就不會失敗了。

• 因此，聖人無所執著，他所追求的就是沒有欲念，不重視珍貴的寶物；聖人所
要學習的就是無知無識(「般若無知」)，以挽救人們離道失真的過失，以輔助萬
物的自然發展，而不敢有所作為。

【故事】「行百里者，半九十」【故事】分秒轉念 【啟示】每天進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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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每天進步1%

• 根據《原子習慣》一書告訴我們，人很容易高估一個決定性瞬間的重要性，也
很容易低估每天都做些小改善的價值。因此，相較之下，每天百分之一的改善
，並不特別值得注意－有時甚至根本不被注意。

• 葛拉威爾(Gladwell)在《異數》一書中提出廣為人知的「一萬小時定律」，亦
即要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關鍵在於需要10,000小時的努力。

• 司馬光《資治通鑒‧秦紀》說：「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
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 想要成為這樣的君子，需要很強的自制力，念佛也是如此，要能長期的堅持。
然而，到底有多少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希望以「至心求道，精進不止」，與
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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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每天進步1%－「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風升卦)

累積功夫的重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聚沙成塔、滴水穿石
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積跬步以至千里，積怠惰以致深淵」；「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跬(ㄎㄨㄟˇ)，半步；倍跬謂之步) 

6◼只要每天改善 1%，持續 365 天，一年後的自己將比現在強大 3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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