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續)【管理心法】往生有分－淨宗法門易知、易從

•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須具備「信、願、行」三資糧。

• 我們應該深信《彌陀要解》所說：「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
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為繫心之境」；

• 亦如《觀經》所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作(觀想)的佛和自己的「
本性佛」相合，我的心就是佛，則「自性彌陀」現前，性修不二)，在在皆
顯示念佛法門易知易行，乃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

• 「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我心」，「極樂世界是我清泰故鄉」
，只要我們肯信願持名，老實念佛，人人皆可回到自己心性的故鄉，個個
往生有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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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明珠一顆，

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

照見山河萬朶。」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原文】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ㄔㄢˇ)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注釋】勇於敢則殺：敢，謂剛強；殺，死的意思。此句是說勇於表現剛強則死。勇於
不敢則活：不敢，謂柔弱。勇於表現柔弱則生。惡：動詞，厭惡的意思。所惡，在此指
厭惡剛強的意思。難之：難以知道「天之所惡」的原因。

  不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本書第六十六章）。不言：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論語》)；《金剛經》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
我所說故」。不召：自處卑下，則天下歸往，如百川之匯歸於江海。繟然：寬廣坦蕩的
樣子，謂天道寬坦無私心，但善為萬物謀慮。天網恢恢：天網，比喻天道作用的範圍。
恢恢，寬闊廣大貌。疏而不失：疏，稀疏，不嚴密。不失：無所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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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譯文】勇於表現剛強的人，就會送命；勇於表現柔弱，反而能生存。兩者同樣是勇敢，
但勇於表現柔弱就有利，勇於剛強就有害。天所以厭惡「勇於敢」(即表現剛強)的人，誰
能知道它的原因呢？所以聖人還難以說清楚，何況一般的人呢!     

   上天的道，不爭強而善於獲勝(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說話而善於回應(天
無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召喚而萬物自動歸附（如百川之匯歸於江海），寬廣
坦蕩而謀劃周到完備（天道雖然寬廣宏大，但却善於謀劃人事。如世人修善和行惡，一一
都會受到報應）。

    天道的作用，好像一個大網，籠罩的範圍寬闊廣大，網眼雖稀疏，可是卻不會有所漏失
。

【故事】六尺巷－不爭而善勝

【故事】因果不爽－不召而自來

  天地之間的因果，如《太上感應篇》所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
形」；又如佛經所言：「假令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亦如老
子所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正是給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者，最嚴厲的警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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