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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原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是謂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
而賤。故為天下貴。

【注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與「智」同。塞其兌，閉其門：兌、門皆情欲出入
的孔道。銳：鋒芒。紛，紛擾。和光：在求抑己(含歛光耀)，和塵：在求隨物(混同塵世)
。光貴而塵賤，和光同塵，則「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玄同：謂玄同於萬物，亦即
「道」的境界。

【譯文】智者曉得道體精微奧妙，勤而行之，無暇於言；愚者自認為無所不知，而成天喋
喋不休，根本不曉得「道」，故離道日遠，所以不是智者。堵塞情欲的孔道，關閉情欲的
門徑；收斂鋒芒，消解紛擾；隱藏光芒，混同塵俗，這就是「玄同」於道的境界。

     修養能達到這種境界，完全超然於物外，不分親，不分疏；不分利，不分害；不分貴
，不分賤。能夠達到這種超越親疏、利害、貴賤，出入即離兩邊的人，故為天下最了不起
的人。

【故事】傅大士的故事－「知者不言」  【故事】天台國清寺三聖「和光同塵」 2



天臺國清寺 與 寒山拾得「和合二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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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維摩一默聲如雷
• 《維摩詰經》記載，佛知維摩詰居士有疾。

• 文殊菩薩承佛旨意去探疾時，向維摩詰居士問說：「居士是疾，何所因
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而維摩詰居士回答：「從痴有愛，則我病
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 維摩詰居士趁機要求其中三十一菩薩，說明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

• 法自在菩薩說：「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
，是為入不二法門。」

• 德守菩薩說：「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
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
為入不二法門。」…………….

• 文殊菩薩說道：「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
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 最後文殊菩薩進而問於維摩詰居士：「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
維摩詰默然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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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公案】維摩一默聲如雷
• 文殊菩薩立即讚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

二法門。」

• 《維摩詰經》曰：「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描述得真生動，真幽默！
恐怕一般權教菩薩、小果聲聞，一定會覺得一頭霧水，不知其所以然
，以為維摩詰居士語塞。然有智慧的上根人，當可在這「一默」之下
體會悟入。

• 總之，三十一位大士的說法，是以言顯道；文殊菩薩的說法是遣言
顯道；維摩詰居士的默然，是以無言顯道；雖都各言之有理，而當以
「無言顯道」，為通達「諸法實相」之極則，這就是所謂「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默然無言，以智冥真」的境界。

• 故古德有言：「維摩一默聲如雷」，這與《老子》所說：「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相呼應啊！

• (按：《金剛經》亦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
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順「俗諦」)，無法可說(順「真諦」)，是名
說法(順中道第一義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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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的不同，

可分為十二部類，或者又名十二分教。如來以

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受化的因緣，則千

差萬別；「遇」到「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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