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

【原文】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
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釋】和大怨：和，調和、調解的意思。和大怨，就是說能調解大的仇恨。聖人執左契
：契，契券。古代借貸財物時所用的契券，竹木製成，劈爲兩片。左片叫左契，刻著借債
人姓名，由債權人保存；右片叫右契，刻著債權人的姓名，由負債人保存。左券下，右券
上。執左券，即執卑下，處柔弱之喻。

•  不責於人：責，責令、索取的意思。這裏説的是聖明的君主，只是施惠於民，而不求回
報。

• 有德司契：司，執掌、主管。憨山注：「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
徹：司徹，司人之過的意思。一説「徹」是周時的稅法，指官府按時收取税賦，没有商
量的餘地。

•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親，偏愛；無親，不偏私，「不仁」的意思。與，幫助、援助。
此句謂天道無所偏私，唯常幫助善人。蓋因與而不取，合於天道，故天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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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

【譯文】如果有重大的怨恨，縱使把它調解，也會
有餘怨藏在心底，這怎能算是好的辦法呢？所以聖
人待人，謙下柔弱，就好像拿著左契，只給與人而
不向人索取。這樣仇恨根本無從產生，哪裡還需要
調解呢？

  有德的人對待人，就如同握有左契一樣，只給與
人，而不向人家索取；無德的人對待人，就如同掌
管稅收一樣，嚴格按照契約行事，只向人索取，而
不給與人家。天道是無所偏私的，對誰都没有偏愛
，永遠幫助有德的善人。

【心得】淨空師父上人對「和大怨」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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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淨空師父上人對「和大怨」的開示

• (一)、徒知和其大怨，而不省其大怨之所以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
怨。

• (二)、怨生於情執，情執生於迷失自性。自性本無迷妄，又何有怨乎？今不知
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合而內未忘也。

• (三)、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 古代聖王說：「任何一個團體領導人，如果團體不好，領導人有罪！」人民有
罪，因為國王沒有教好啊！

• (四)、莊子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又說：「以正為在
民，以枉為在己」；師父上人說：「別人錯了也是對，我對了也是錯的。」

• 蓋以世間的有為法，才有對錯、善惡、是非、生滅等種種之對立；而
出世間之無為法，則超越對錯、善惡、是非、生滅等種種之對立(絕待)
，這才是我們自性清淨的境界啊！

(按：六祖的「無相頌」曰：「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 3



【心得】淨空師父上人對「和大怨」的開示(續)

•(五)、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
怨。師法帝舜不亦善乎，願與志士仁人共勉之。

•因此，師父上人希望我們效法帝舜，常受天下之責，而無
責人之心，就能終無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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