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解經題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經題之解 
  
[經題] 

太ㄊ
ㄞ
ˋ上ㄕ

ㄤ
ˋ老ㄌ

ㄠ
ˇ君ㄐ

ㄩ
ㄣ說ㄕ

ㄨ
ㄛ常ㄔ

ㄤ
ˊ清ㄑ

ㄧ
ㄥ靜ㄐ

ㄧ
ㄥ
ˋ經ㄐ

ㄧ
ㄥ 

  
[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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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者，大而極之也。上者，至高無極也。太上者，無上之

上也。若易之太極而至於無極也。老者，天長地久也。君者，

萬物之主也。老君者，常道之主也。本為不易，實為簡易，

化為變易也。說者，顯也、宣也，如其無上之上，常道之主

而顯之、宣之也。常者，恆也，久也，如其恆久不易，如其

簡易而賅其變易也。清者，元神之明，通於日月，存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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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合於道也。神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靜者，本心之靈，

寂然不動，感而遂通，曲成萬物也。心也者，居中虛以致治

者也。經者，常經典要也，常道神聖之言也。」 
 
[譯註] 

如上說解，我們可以說「太上老君」是「道」的化身，可以

將之視為一「存有的根源」。「說」是「存有的開顯」，說

而說之，既有說之，則此成為一「存有的執定」，既有此執

定便有染污，則當去染執，方能回復，契於「存有的根源」

也。正因如此，而說此「常清靜經」。這是說依於常道，而

能契於元神之清，人心之靜，這樣的一部經書。落在「存有 

 

 



三態論」來說，我們可以說《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這部經 

書發明的是一「存有的歸復之道」，是由「存有的執定」而

上溯於「存有的開顯」，最終則上契於「存有的根源」也。 

「元神之清」就超越越面說，「人心之靜」就內在面說，兩

者是通同為一的，既超越而內在，依道家說，是就總體的根

源處說。 
 
[白話翻譯] 

太上老君開示的「真常大道、元神本清、人心本靜的經典」 
 
■心靈藥方 

一  大道有本源、人間有本心，落在事理來說，就要有本事。

本事者，以事為本，如本做事也。實實在在去做，就叫 

「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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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變、人變、地變、天也變，大道卻永遠不變，這就叫

「真」，就叫「常」。真常就是基本盤，固好基本盤，管

 他盤起盤落，卻也自然自在。有了基本盤的自覺，一切 

 也就自然自在了。 

三  水有頭，叫做「源」，人有頭，叫做「元」。        

「元」就是人有頭，「元神」就是人「有頭神」（台語）。

人能「清」，就會有頭神，有頭神自然有覺性。 

四  有覺性，人心就能作「主」，這時人心才能歸於本真，

就叫本心。本心是寧靜的，寧靜才能回到本心。 

五  「經」是縱貫的，「緯」是橫攝的；縱貫通天地、橫攝

連萬物。人能通天接地，這就是「正」，這就是「經」。

我們說人很正經，就是這道理。 



 

 
貳 詮根源 「大道」的根源 … 無形、無情、無名 
 

[經文] 

老ㄌ
ㄠ
ˇ君ㄐ

ㄩ
ㄣ曰ㄩ

ㄝ。 

大ㄉ
ㄚ
ˋ道ㄉ

ㄠ
ˋ無ㄨ

ˊ形ㄒ
ㄧ
ㄥ
ˊ。生ㄕ

ㄥ育ㄩ
ˋ天ㄊ

ㄧ
ㄢ地ㄉ

ㄧ
ˋ。 

大ㄉ
ㄚ
ˋ道ㄉ

ㄠ
ˋ無ㄨ

ˊ情ㄑ
ㄧ
ㄥ
ˊ。運ㄩ

ㄣ
ˋ行ㄒ

ㄧ
ㄥ
ˊ日ㄖ

ˋ月ㄩ
ㄝ
ˋ。 

大ㄉ
ㄚ
ˋ道ㄉ

ㄠ
ˋ無ㄨ

ˊ名ㄇ
ㄧ
ㄥ
ˊ。長ㄔ

ㄤ
ˊ養ㄧ

ㄤ
ˇ萬ㄨ

ㄢ
ˋ物ㄨ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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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ㄨ
ˊ不ㄅ

ㄨ
ˋ知ㄓ其ㄑ

ㄧ
ˊ名ㄇ

ㄧ
ㄥ
ˊ。強ㄑ

ㄧ
ㄤ
ˊ名ㄇ

ㄧ
ㄥ
ˊ曰ㄩ

ㄝ道ㄉ
ㄠ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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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解] 

「大者，寬廣無涯，包蘊六合。道者，總體根源，化生萬物。

大道者，寬廣無涯，包蘊六合，總體根源，化生萬物也。」 

「形」為具體形著，「情」為心思動感，「名」為話語分別。 

大道無形者，大道本無具體形著，以其無具体形著而得為具

體形著之本也。大道無情者，大道本無心思動感，以其無心

思動感而得為心思動感之源也。大道無名者，大道本無話語

分別，以其無話語分別而得為話語分別之初也。 

天地者，場域處所也，如其場域而生成也，即此生成而實存

之矣！ 



日月者，光陰遞嬗也，依其光陰而時序也，即此時序而變化

之矣！                                           

 

 

萬物者，話語論定也，據其話語而定形也，即此定形而教化 
之矣！ 

生育者，生成而實存之也。運行者，時序而變化之也。長養

者，定形而教化之也。道乃總體根源也，不可名稱，強名者，

字之之謂也。蓋名以定形，字以稱可也。 
 
[譯註]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7 

「大道」是就存有的根源說，看似本體的生起論，實者

不然，應可視為一哲學詮釋學之本源說，是在天地人我萬物

包蘊為一體的存有的連續觀下來理解的本源，是人參贊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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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萬物人我之間的本源，並不是一敻然絕待，超跨過這個世

界的本源。相應的說，應是話語未入之前的本源，是無分別

相的本源，是「隱而未顯」的本源。 

說其無形、無情、無名，「形」為具體形著，「情」為

心思動感，「名」為話語分別；「無」做動詞，是一「致虛

守靜」1 的工夫，是一「為道日損」2 的工夫。 

                                                 
1 「致虛守靜」語出《老子道德經》第十六章。 
2 「為道日損」語出《老子道德經》第四十八章。 

 
 
 
 
 



 

 

這裡說了三個層面，「無形」是就「存在」層面說，「無

情」是就「心念」層面說，「無名」是就「話語」層面說。

這三層面是通而為一的，因為「道」之為道，最根源處是境

識俱泯、是心物不二、是主客合一的。它既是存在的、也是

價值的，與心念話語是不能分開的。就「存有的根源」來說，

本無具體形著，以其無具体形著而得為具體形著之本也；本

無心思動感，以其無心思動感而得為心思動感之源也；本無

話語分別，以其無話語分別而得為話語分別之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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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就「場域處所」說，「日月」就「光陰遞嬗」說，「萬

物」就「話語論定」說。這裡我們將「存在」與「場域」密切關聯，

又將「時間」與「存在」通合一起來理解，尤其我們認為話語的介

入是極為重要的。這麼一來，我們可以發現道與天地萬物的關係就

不是一客觀宇宙論的生起關係，而是哲學詮釋學義下的參與而生起

的關係。 

再者，將「生育」解為「生成而實存之也」，將「運行」解為

「時序而變化之也」，將「長養」解為「定形而教化之也」。這裡，

我們看到「道」在天地萬物人我之間是如何生發的，如何圓融周浹，

如如無礙的。 
 
[白話翻譯] 



太上老君開示說：大道是沒有形象的，祂創生造化了天地。

大道不執著情意，祂運轉周行日月。大道是不可稱名的，祂

長育養護萬物。我不知該怎麼稱謂祂，勉強稱謂祂叫「道」。 
 
 

 
■心靈藥方 

一  沒有形象，才是一切形象的起點，真人不露相，露相非

真人。能不著痕跡的，往往更接近於大道。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11
 

二  太上忘情，最下不及情，情之所衷，正在我輩；能忘情，

自會有真情、衷情、性情。有一「忘」字，這世間就是

空闊潔淨的，是明明白白的，這叫「滌除玄覽」，這叫 

「虛室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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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人無己、神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己可容人，無

功可尊神，無名可通聖。能容人則地闊，能尊神則天高，

天高地闊，通天接地，這才是「聖」。 

四  聖人通大道，大道本無名，因為無名，才能不執著，才

能不染污，才能清靜，才能無為，才能自然。 

五  只要事事踏實，就會有厚度，這叫「人法地」，有了厚

度，就會長出高度，這叫「地法天」；有厚度、有高度，

周環總體，回歸根源，這叫「天法道」，根源總體，本

是自如其如的，這叫「道法自然」。 
 

 



 

 

 

 

 

 

參 明開顯 存有之道開顯的動力… 清濁、動靜、本
末 
 
[經文] 

夫ㄈ
ㄨ道ㄉ

ㄠ
ˋ者ㄓ

ㄜ
ˇ。有ㄧ

ㄡ
ˇ清ㄑ

ㄧ
ㄥ有ㄧ

ㄡ
ˇ濁ㄓ

ㄨ
ㄛ
ˊ。有ㄧ

ㄡ
ˇ動ㄉ

ㄨ
ㄥ
ˋ有ㄧ

ㄡ
ˇ靜ㄐ

ㄧ
ㄥ
ˋ。 

天ㄊ
ㄧ
ㄢ清ㄑ

ㄧ
ㄥ地ㄉ

ㄧ
ˋ濁ㄓ

ㄨ
ㄛ
ˊ。天ㄊ

ㄧ
ㄢ動ㄉ

ㄨ
ㄥ
ˋ地ㄉ

ㄧ
ˋ靜ㄐ

ㄧ
ㄥ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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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ㄋ
ㄢ
ˊ清ㄑ

ㄧ
ㄥ女ㄋ

ㄩ
ˇ濁ㄓ

ㄨ
ㄛ
ˊ。男ㄋ

ㄢ
ˊ動ㄉ

ㄨ
ㄥ
ˋ女ㄋ

ㄩ
ˇ靜ㄐ

ㄧ
ㄥ
ˋ。 

降ㄐ
ㄧ
ㄤ
ˋ本ㄅ

ㄣ
ˇ流ㄌ

ㄧ
ㄡ
ˊ末ㄇ

ㄛ
ˋ。而ㄦ

ˊ生ㄕ
ㄥ萬ㄨ

ㄢ
ˋ物ㄨ

ˋ。 

清ㄑ
ㄧ
ㄥ者ㄓ

ㄜ
ˇ濁ㄓ

ㄨ
ㄛ
ˊ之ㄓ源ㄩ

ㄢ
ˊ。動ㄉ

ㄨ
ㄥ
ˋ者ㄓ

ㄜ
ˇ靜ㄐ

ㄧ
ㄥ
ˋ之ㄓ基ㄐ

ㄧ。 

人ㄖ
ㄣ
ˊ能ㄋ

ㄥ
ˊ常ㄔ

ㄤ
ˊ清ㄑ

ㄧ
ㄥ靜ㄐ

ㄧ
ㄥ
ˋ。天ㄊ

ㄧ
ㄢ地ㄉ

ㄧ
ˋ悉ㄒ

ㄧ皆ㄐ
ㄧ
ㄝ歸ㄍ

ㄨ
ㄟ。 

[經解] 

清者，純粹義、起始義、創造義之謂也。 

濁者，現實義、終成義、生長義之謂也。 

動者，變動義、生動義、律動義之謂也。 

靜者，寧靜義、安靜義、寂靜義之謂也。 



清濁動靜，兩端一體，陰陽翕闢，和合同一，歸返則通於存

在之本源，開展則落實於存在之萬物。 

天地者，自然之場域，如其陰陽翕闢，清濁陰陽，和合為一

也。 

男女者，人世之初始，依其剛柔開闔，清濁陰陽，和合為一

也。 

本者，天地人我萬物未始有分之前，此蓋存有之根源也。 

 

 

末者，由此存有之道的根源所顯而落實為萬物，此即一分別

之對象物也。 

清是濁之源，此是說一切「現實義、終成義、生長義」必得

上溯其源，此源即是「純粹義、起始義、創造義」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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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靜之基，此是說一切「寧靜義、安靜義、寂靜義」必得

上溯於「變動義、生動義、律動義」也。 

人者，得天地陰陽五行之秀氣而最靈者，人者，參贊天地萬

物之樞也。人如何參贊者耶？如其常道而參贊之也，如其常

道而「清靜」也，如其常道而如其「純粹義、起始義、創造 

義」之「清」，如其常道而如其「寧靜義、安靜義、寂靜義」

之「靜」，則天地萬物如其為天地萬物，自然生長也。 
 

[譯註] 

將「清濁」、「動靜」、「天地」、「男女」、「本末」

做了如上之詮解，一方面闡明此「兩端而一致」之理，另方

面強調了「本」是天地人我萬物未始有分之前，這是「存有



之根源」，而「末」是「由此存有之道的根源所顯而落實為

萬物，此即一分別之對象物」。強調的是「道」生「萬物」

的關係，另方面則呈現一存有的回歸之道的復返活動。 

再者，把「清」解成「純粹義、起始義、創造義」；把

「濁」解成「現實義、終成義、生長義」，一方面明其本末，

一方面明其一致，蓋以本貫末，由末以循本也。把「動」解

為「變動義、生動義、律動義」；把「靜」解為「寧靜義、

安靜義、寂靜義」，正要闡明「靜」是「動」的落實，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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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靜」的基礎，這裡我們可以看到道家的生動活潑的宇

宙觀。道家強調主體的致虛守靜，但其於道體之流行仍然是

強調生生不息的。就此來說，儒道同源，皆不外於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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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清是濁之源」這是是說一切「現實義、終成義、生

長義」必得上溯其源，此源即是「純粹義、起始義、創造義」；

說「動是靜之基」這是說一切「寧靜義、安靜義、寂靜義」

必得上溯於「變動義、生動義、律動義」。這裡含著一整套

天地男女動靜本末清濁的思考，說的是由「存有的執定」之

上溯於「存有的根源」，又說的是此「存有的根源」必得落

實為「存有的執定」也。 

人者，得天地陰陽五行之秀氣而最靈者，人者，參贊天

地萬物之樞也。這是說人是在天地場域中長成，天地場域中

自有陰陽五行之氣，這是一彼此交相迎向，交相和合的歷程，

此中自有常道在。人參贊天地化育就是「如其常道而參贊

之」。道家所說之參贊重在「順成」，不重在化成，儒家則



與此相對。儒家重在人文化成，道家重在歸返自然。這裡強

調如其常道而「清靜」，如其常道而如其「純粹義、起始義、

創造義」之「清」，如其常道而如其「寧靜義、安靜義、寂

靜義」之「靜」，則天地萬物如其為天地萬物，自然生長也。

道家強調的是存有的歸返，與回溯於道，人能如此，「道生

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3 也。 
 

 
[白話翻譯] 

說起大道，有純粹起始的「清」、有現實長育的「濁」。有

變化生生的「動」、有寧寂安止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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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出《老子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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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徵的是純粹起始的「清」、「地」象徵的是現實長

育的「濁」，「天」象徵的是變化生生的「動」，「地」象

徵的是寧寂安止的「靜」。 

「男」象徵的是純粹起始的「清」、「女」象徵的是現實長

育的「濁」，「男」象徵的是變化生生的「動」，「女」象

徵的是寧寂安止的「靜」。 

從那總體的本源降臨生長，流到天地間的每一個末端，因而

生成育養了萬物。那純粹起始的「清」是那現實長育的「濁」

的源頭。那變化生生的「動」是那寧寂安止的「靜」的基礎。



人們要是能夠歸返真常大道、回到純粹起始的「清」、寧寂

安止的「靜」，天下也就全部都回返到生命的源頭。 
 
■心靈藥方 

一  隨時護住起始純粹的清明，就不怕現實長育的混濁。不

要在混濁處攪和，要懂得起始處的純粹清明。千年暗室，

點燃一燈，當下即明，無有不照。 

二  「不是幡動、不是風動，是仁者心動」，幡動，說的是

現象；風動，說的是現象的因果性；而心動，說的是業

力的因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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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寂靜安止」才能破業力的因果性，破了業力的因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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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契接宇宙造化生生之德的簡易，由此簡易更而識得

不易。 

四  「天」為乾，「地」為坤，地天交泰，陰陽和合，才成

個乾坤。「男」為父，「女」為母，父母交好，才成個

人倫。這道理就是清濁動靜的道理，就是個「保和太合」

之理。 

五  「本」是樹根，「末」是樹梢，樹根汲取的是地氣，樹

梢吸收的是天氣。天地和合，本末交貫，通而為一。 
  

 
  



肆 論修養 存有之道落實的心性工夫          
                         … 元神、本心、欲
望 
[經文] 

夫ㄈ
ㄨ人ㄖ

ㄣ
ˊ神ㄕ

ㄣ
ˊ好ㄏ

ㄠ
ˇ清ㄑ

ㄧ
ㄥ。而ㄦ

ˊ心ㄒ
ㄧ
ㄣ擾ㄖ

ㄠ
ˇ之ㄓ。 

人ㄖ
ㄣ
ˊ心ㄒ

ㄧ
ㄣ好ㄏ

ㄠ
ˇ靜ㄐ

ㄧ
ㄥ
ˋ。而ㄦ

ˊ欲ㄩ
ˋ牽ㄑ

ㄧ
ㄢ之ㄓ。 

若ㄖ
ㄨ
ㄛ
ˋ能ㄋ

ㄥ
ˊ常ㄔ

ㄤ
ˊ遣ㄑ

ㄧ
ㄢ
ˇ其ㄑ

ㄧ
ˊ欲ㄩ

ˋ而ㄦ
ˊ心ㄒ

ㄧ
ㄣ自ㄗ

ˋ靜ㄐ
ㄧ
ㄥ
ˋ。      

澄ㄔ
ㄥ
ˊ其ㄑ

ㄧ
ˊ心ㄒ

ㄧ
ㄣ而ㄦ

ˊ神ㄕ
ㄣ
ˊ自ㄗ

ˋ清ㄑ
ㄧ
ㄥ。自ㄗ

ˋ然ㄖ
ㄢ
ˊ六ㄌ

ㄧ
ㄡ
ˋ欲ㄩ

ˋ不ㄅ
ㄨ
ˋ生ㄕ

ㄥ。三ㄙ
ㄢ

毒ㄉ
ㄨ
ˊ消ㄒ

ㄧ
ㄠ滅ㄇ

ㄧ
ㄝ
ˋ。所ㄙ

ㄨ
ㄛ
ˇ以ㄧ

ˇ不ㄅ
ㄨ
ˋ能ㄋ

ㄥ
ˊ者ㄓ

ㄜ
ˇ。為ㄨ

ㄟ
ˊ心ㄒ

ㄧ
ㄣ未ㄨ

ㄟ
ˋ澄ㄔ

ㄥ
ˊ。欲ㄩ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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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ㄨ
ㄟ
ˋ遣ㄑ

ㄧ
ㄢ
ˇ也ㄧ

ㄝ
ˇ。 

 

 
[經解] 

此落於人之心性修養而論之也。上有元神、中有本心，下有

欲望。 

「元神」者，「存有」之道也，「本心」者，本源之心也。 

「元神」者，當得其「清」也。清者，「純粹義、起始義、

創造義」也。 

「本心」者，當得其「靜」也。靜者，「寧靜義、安靜義、

寂靜義」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相接，久之成習，此習心也。習心

者，為欲所牽之心也。「欲」者，交於物而為物所牽所纏、

所絆所縛也。 

本心如其元神，其於欲必有所落實而有所節也。如此有節之

欲，必可歸返於本心，而如其元神也。依其元神，據其本心，

節制其欲，人道以立，斯所以為安宅仁第也。欲牽習心，習

心擾神，昏亂執著，如何安立。物者，話語分別，執著論定

也。物交物，引之而已矣，貪欲乘之，斯為物欲。欲之遣也，

心自靜也；心既靜矣澄矣，而神自可清也。歸乎常道，返乎

自然，六欲不生，三毒消滅也。工夫用處，端在此心，心居

中虛，以治五官，遣欲澄靜，復於清明，此化念歸意、轉意

迴心，致心於虛，虛極而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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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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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落實於人之心性修養而論之也。上有元神、中有本心，

下有欲望。 

「元神」是就「存有」之道說，是就存有之根源處說。「本 

 

 
心」是就「活生生的實存而有」的「實存者」的參贊主體而

說，此存有開顯之幾也。「心」之上遂於道者，「本心」也；

「心」之發而為「念」，因其念而有幾，出入無時，莫知其

向也。如此之心念的心，因其習而有往下墮之可能。如此之

心，或者曰「習心」，此與「本心」構成兩端，而此兩端實

則一致也。 



「元神」者，當得其「清」也。清者，「純粹義、起始

義、創造義」也。「本心」者，當得其「靜」也。靜者，「寧

靜義、安靜義、寂靜義」也。相對於此本心，而有習心也。

習心者，為欲所牽之心也，無始以來，受根身業力習氣所擾

之心也。 

「欲望」者，交於物而為物所牽所纏、所絆所縛也，此

是由一存有之落實為一對象物，即此對象物而「物交物」，

就在此「物交物」下，引之而不已，使得生命離其自己，心

羨於物，而為物所役也。本心如其元神，其於欲望必有所落

實而有所節制也。如此有節之欲，必可歸返於本心，而如其

元神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27
 

「神」、「心」、「欲」此三層，依序而為「存有之根

源」、「存有之開顯」、「存有之執定」也。天下事物，莫

不如其「存有之根源」進而有「存有之開顯」，再進一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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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有之執定」也。此是說元神必經本心，而本心必經欲

望而落實；然其為奇詭而可議者，則在此落實為「存有之執

定」處，人之於對象物之認知，而起之執著性而有染污性也。

既有染污性，則當遣除之也。此之謂「遣其欲」，遣其欲者，

非遣其欲望也，蓋遣其欲望所衍生之染污性也。 

 

 
如其常道而遣其欲望之染污，心自然寧靜而安；心既歸

返於本源，如其澄靜，而神復其元，元神自清矣！節其欲而

遣之，如其心而靜之，復其元，如其神，此是存有的歸復之

道也。依其元神，如其本心，而落實為天地間之事物，如此

之事物其為清靜之事物也；此是存有的開顯落實之道也。 



其存有的歸復之道，而又如其歸復而有一存有之開顯落

實之道也，往復循環，生生不息，如此自然六欲不生，三毒

消滅也。「六欲」者，生、死、耳、目、口、鼻也。「三毒」

者，好華飾、好滋味、好淫欲也 4。六欲不生者，不執著於此

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也。三毒消滅者，消滅此好華飾、好滋味、

好淫欲之毒也。 
 
[白話翻譯] 

談起人的元神，祂喜歡傾向於純粹起始的「清」；然而世俗

的心卻會擾動祂。我們人的本真的心喜歡傾向的是寧寂安止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29
 

4 關於此六欲三毒之說，佛道爭論頗多，蕭登福教授論之甚詳，請參見氏著

《清靜經今註今釋》，頁 168-171，九陽道善堂印行，2004 年，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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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靜」；然而世俗的慾望卻會牽動著祂。要是人們能夠依

循著真常大道，遣除他那世俗的慾望，而他的心地就回到寧

靜安止的「靜」。澄明了他的本心，而他的元神也就回到自

身純粹起始的「清」。這樣子一來，自自然然 

地，「生、死、耳、目、口、鼻」這六種慾望也就不會生起；

那喜好華飾、喜好滋味、喜好淫慾的三種毒害，也就消解滅 

 

除了！人們何以會做不到呢？正因為本心未得澄消，慾望未 

得遣除的緣故啊！ 
 

■心靈藥方 



一  不是要人不要有慾望，而是要人不要被慾望奴役。人不

可能沒有慾望，沒有了慾望那就不叫人，重點在「節慾」。

宗教上論及「無欲、去人欲」，說的都是要人節慾，並

不是要人果真都不要有慾望。 

二  慾望的節制來自於「禮儀」，來自於「戒律」，這是結

構性的限制，除了結構性的限制，還得強化本心覺性的

主宰，還得清理元神純粹的根源。欲有所節、心有所靜、

神有所清，這便是道家的功夫。 

三  身動則心靜，形勞則神安，身動要有個止處，形勞要有

個安宅，無止處則心不靜，無安宅則神不安。止處說的

是具體落實的成績，安宅說的是休養生息的長育。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31
 

四　什麼是具體落實，拖拖地、整理家務，心就靜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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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休養生息，篩篩花、養養草，神就安了。這道理很深

奧，做來很簡單。 

五  不要急得與人計較短長，重要的是生長，特別是共生、

共長，共存、共榮，只要生長發育、長成了，不必去爭，

你已經贏了。這叫「夫唯不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伍 用工夫 實踐工夫的三要點                

                       … 觀心、觀形、觀物 
  



[經文] 

能ㄋ
ㄥ
ˊ遣ㄑ

ㄧ
ㄢ
ˇ之ㄓ者ㄓ

ㄜ
ˇ。內ㄋ

ㄟ
ˋ觀ㄍ

ㄨ
ㄢ其ㄑ

ㄧ
ˊ心ㄒ

ㄧ
ㄣ。心ㄒ

ㄧ
ㄣ無ㄨ

ˊ其ㄑ
ㄧ
ˊ心ㄒ

ㄧ
ㄣ。  

       外ㄨ
ㄞ
ˋ觀ㄍ

ㄨ
ㄢ其ㄑ

ㄧ
ˊ形ㄒ

ㄧ
ㄥ
ˊ。形ㄒ

ㄧ
ㄥ
ˊ無ㄨ

ˊ其ㄑ
ㄧ
ˊ形ㄒ

ㄧ
ㄥ
ˊ

。         遠ㄩ
ㄢ
ˇ觀ㄍ

ㄨ
ㄢ其ㄑ

ㄧ
ˊ物ㄨ

ˋ。物ㄨ
ˋ無ㄨ

ˊ其ㄑ
ㄧ
ˊ

物ㄨ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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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ㄙ
ㄢ者ㄓ

ㄜ
ˇ既ㄐ

ㄧ
ˋ悟ㄨ

ˋ。惟ㄨ
ㄟ
ˊ見ㄐ

ㄧ
ㄢ
ˋ於ㄩ

ˊ空ㄎ
ㄨ
ㄥ。觀ㄍ

ㄨ
ㄢ空ㄎ

ㄨ
ㄥ亦ㄧ

ˋ空ㄎ
ㄨ
ㄥ。空ㄎ

ㄨ
ㄥ

無ㄨ
ˊ所ㄙ

ㄨ
ㄛ
ˇ空ㄎ

ㄨ
ㄥ。所ㄙ

ㄨ
ㄛ
ˇ空ㄎ

ㄨ
ㄥ既ㄐ

ㄧ
ˋ無ㄨ

ˊ

。無ㄨ
ˊ無ㄨ

ˊ亦ㄧ
ˋ無ㄨ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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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解] 

能遣之者，遣其物欲也。觀者，相待而視，無所執著也。內

觀者，心之虛明自照也。既為虛明，故心無其心。外觀者，

以心觀形，而形無其形也。遠觀者，以心觀物，而物無其物

也。內觀者，通於元神之清也，外觀者，通於本心之靜也。

遠觀者，定於萬物之名也。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物，

蓋心如其心而無心，形如其形而無形，物如其為物而無物。

物各付物，各可其可，各然其然也。 

能悟得此，空有一如，空者，無染執、無住著、無罣礙，其

於此空，斯為妙有也。 

既為妙有，故空無所空，無無亦無也，如此之無，斯為真無

也。 



 

 
[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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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心、欲」三層之工夫端在「遣其欲、澄其心」，

此工夫端在「觀」。觀者，相待而視、無執無著也。此如《老

子道德經》第十六章觀復之道也。道家之觀，重在觀復，雖

亦說無，亦可說空，但畢竟為觀復之道也。佛家之觀，重在

觀空，法空而我空，我法二空，無所罣礙執著也。「致虛極，

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復，夫物芸芸，各復歸其根，歸

根曰靜，是謂復命，復命曰常，知常曰明，不知常，妄作凶」
5。此是道家實踐工夫重點所在。 
                                                 
5 語見《老子道德經》第十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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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
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如此之觀是將「心」、「形」、
「物」皆相待而視，無執無著也。 

「心」是人之為一活生生的實存而有，人之迎向世界，
世界之迎向人，在彼此交互迎向的開顯之幾，即此開顯之幾，
可上提而為志，可下委而為念，更可下墮而為貪欲也。「內
觀其心，心無其心」，此歸返於元神，歸返於存有之根源也，
以故說心無其心。 

「形」是就人之根身所成，其有習氣存焉，有業力存焉，
因其耳目口鼻，積之成習。人之樂生惡死，生死之欲本然俱
焉！天賦人以形，有此六欲，亦有三毒，修道者，重在六欲

                                                                                                                    
 



不生、三毒消滅，如前所述也。「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此如其存有之開顯而而開顯之，無所執著、無所染污也，以 

 
以故說形無其形也。 

「物」是就人之主體的對象化活動而執持其為對象，使

此對象成為一決定了的定象，即此決定之過程而人之欲求、

貪取、性好、利害涉入其中，使之由執而染，染之繼之，纏

之縛之，糾之結之，大惑終身難解矣！蓋如《莊子》所言「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鬥」也。修道之

士，重在「致虛守靜」，讓萬物回到萬物本身。「遠觀其物，

物無其物」，此如其存有之開顯而執定，既為執定而有所確

定，因其確定而無所執、無所著也，以故說物無其物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37
 

「心」、「形」、「物」還歸於心形物，一無執礙，惟見於

空也。此即所謂之「觀空」，「觀空」之「空」非惡取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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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滅空，「空」者，無染執、無住著、無罣礙也。如此之空，

空無所空也。只是個「常理、常道」而已，既如此，則「所

空既無，無無亦無」也。 
 
[白話翻譯] 

能遣除六慾三毒的，要做這樣的功夫。 

向內處要觀照自己的本心，本心能虛明，就不執著自己的心

意。 

向外處要觀看自己的形軀，形軀能實踐，就能不陷溺自己的

形軀。 

向遠處要觀察天地萬物，萬物各得生長，就能不偏私想貪取

物類。 

內觀、外觀、遠觀，做得透徹了，有了體悟，才得徹入空無。 



這樣一來，才能觀見真空，真空妙有，卻是空無。        

真空是無什麼可空的，所要空的已經是無了。（無不是斷滅的 

 
無，這斷滅的無仍要把他無掉，）再無掉那斷滅的無，才是

真正的空無。 
 
■心靈藥方 

一  道家勸人要看開，看開的看，不是執著的看，是解開執

著的看；能開就能解，能解就能回到空無。回到空無，

才能開啟生命的新契機。須知：黑板不擦掉，如何能寫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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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家的空無，不是相對的無，而是絕對的無，是「天下

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無」，「無」不是沒有，而

是一切的可能。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40
 

三  道家的三觀，內觀是「心無其心」，放開心，心不累。外 

    觀是「形無其形」，放開身，身能勤。遠觀是「物無其物」，

    放開物，物能止。 

四  無其心，不是不要起心動念，而是所起的心、所起的念，

    讓它來，讓它去，不要抓住不放。無其形，不是不要你 

    的身體髮膚，而是要讓你的身體髮膚只是身體髮膚，不 

    要把你的意志強加在上面。無其物，不是不要世間世俗 

    之物，而是世間世俗之物，只是世俗之物，能如此，它 

    就能回到天地自然。 

五  修行、修行，不是把喜怒哀樂都修掉了，而是要修得喜

怒哀樂分明，喜怒哀樂分明了，才能朗朗乾坤，了無罣

礙。喜怒哀樂分明了，才有真正的自然。自然本是混沌，



但人間卻得分明，在人間世裝個混沌，卻成世俗鄉愿，

這是大大的人偽，哪裡是自然。 

 

陸 深契入 根源之契入與存在真實之對應 
 
[經文] 

無ㄨ
ˊ無ㄨ

ˊ既ㄐ
ㄧ
ˋ無ㄨ

ˊ。湛ㄓ
ㄢ
ˋ然ㄖ

ㄢ
ˊ常ㄔ

ㄤ
ˊ寂ㄐ

ㄧ
ˊ。 

寂ㄐ
ㄧ
ˊ無ㄨ

ˊ所ㄙ
ㄨ
ㄛ
ˇ寂ㄐ

ㄧ
ˊ。欲ㄩ

ˋ豈ㄑ
ㄧ
ˇ能ㄋ

ㄥ
ˊ生ㄕ

ㄥ。 

欲ㄩ
ˋ既ㄐ

ㄧ
ˋ不ㄅ

ㄨ
ˋ生ㄕ

ㄥ。即ㄐ
ㄧ
ˊ是ㄕ

ˋ真ㄓ
ㄣ靜ㄐ

ㄧ
ㄥ
ˋ。 

真ㄓ
ㄣ常ㄔ

ㄤ
ˊ應ㄧ

ㄥ
ˋ物ㄨ

ˋ。真ㄓ
ㄣ常ㄔ

ㄤ
ˊ得ㄉ

ㄜ
ˊ性ㄒ

ㄧ
ㄥ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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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ㄔ
ㄤ
ˊ應ㄧ

ㄥ
ˋ常ㄔ

ㄤ
ˊ靜ㄐ

ㄧ
ㄥ
ˋ。常ㄔ

ㄤ
ˊ清ㄑ

ㄧ
ㄥ靜ㄐ

ㄧ
ㄥ
ˋ矣ㄧ

ˇ。 
 
[經解] 

無者，無其有也。無無者，無其無也。無其無而歸於無也。
如此之無，是無所待、無所執、無所染之無也。其為無也，
湛然常寂也。湛者，清之至也。寂者，靜之極也。湛然常寂，
道之抒意表述也。 
寂者，靜之至也。寂無所寂，寂寂無寂，斯無所寂也。既無
所寂，欲豈能生，蓋欲如其為欲，無貪取、無占有，斯為不
生也。如此之欲，斯為真欲，斯為靜欲，真而無假借也，靜
而無昏擾也。 
真常者，本真而如其常也，此就存有之道之根源而說之也。
本真如常，若實於物，德之所蓄，斯為真性也。如其真常之



道而應之，此元神之幾也。如其真常之道而靜之，此本心之
靜也。本心元神，如其真常，斯常清靜矣！ 

 
[譯註] 

「無無既無」，如此之無，乃絕對無而一無所對之無也。

難乎其名也，以「湛然常寂」說之也。湛然者，清之至也。

寂者，無昏擾、無動靜、如其存有之根源也。如此之寂，無

能所、無主客、境識渾而為一，蓋寂無所寂也。這是一切存

有之根源也，亦是一切心性修養工夫論之源也。 

吾人的心性修養工夫做到了「無無既無」的地步，意識

是純粹的，存在是空無的，這真回到了存有的根源處，在如

其根源而顯現之，則欲求、貪取自然不生，欲既不生，「即

是真靜」。真靜者，超乎動靜之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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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其本然之本真性，「常」是往復無礙的經常性；如此真

常，乃存有之根源如其存有之根源，開之、顯之，繼之、成

之，應無而不執於物，如其為物，而復為真常也，此即所謂

「真常得性」也。「性」是生成義、本性義、如其物之質地

義也。如此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常清靜不是棄物絕欲，而

是物如其為物，而不交引，不執著、不貪取；欲如其為欲，

而不染污、不占有，這樣的「物」是清靜之物，這樣的「欲」

是清靜之欲。 
 
[白話翻譯] 

空無掉那斷滅的空無，才是真正的空無。 

像水一樣深湛清澈，真常大道原是清寂的。 

這樣的清寂是沒有對象的清寂， 



貪取佔有的慾念又豈能因之而生長呢？ 

 

 

貪取佔有的慾念既不能因之生長， 

這就是真實無妄的寧靜。 

用真常大道去迎應萬事萬物， 

那真常大道也就照見了萬事萬物的本性。 

真常大道迎應萬事萬物，萬事萬物自歸寧靜。 

如此一來，歸返了真常大道，也就歸返了元神的清寂、人心

的寧靜。 
 
■心靈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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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不是幡動，不是風動，而是仁者心動」，語出《六祖

壇經》，幡動，是就自然現象來說，風動是就自然現象

的因果性來說，心動則是回到修行工夫的源頭上來說。

佛教要回到這源頭說，道家則強調歸返整個天地場域。

這段話可更動為「幡動、風動、心也就動了。心動還不

動，道法自然」。 

二  動，讓它動，動動也就靜了；不要讓意念去催促，不要

讓意念去執著，也不用克服意念。道家相信「飄風不終

朝、驟雨不終日」，風就讓它刮吧，雨就讓它下吧！該

停也就停了！ 



三  天地有道、人間有德，重要的是天地之道的培育，有了

這樣的培育，人間的德性也就育成了。不要用教條去範

限，教條的範限不是道德，而且常常是不道德的，它常 

常是權力的控馭而已。 

 

 

四  既知道是權力的控馭，那就讓它回到權力的控馭；自自

然然地，就放下了，放下了，也就開解了。權力的對抗

帶來的是權力，這就壞了天地，就難以生長。道家重在

生長，不在競爭，更不能是鬥爭。「夫唯不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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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正心，更是如此。修行不能用對抗的、不能用對

治的，修行要「致虛守靜」，要「歸根復命」，要「知

常曰明」。記得：元神本清、人心本靜，真常大道，本

來清靜。 
 
 

柒 傳聖道 化裁眾生與道業傳承 
 
[經文] 

如ㄖ
ㄨ
ˊ此ㄘ

ˇ清ㄑ
ㄧ
ㄥ靜ㄐ

ㄧ
ㄥ
ˋ。漸ㄐ

ㄧ
ㄢ
ˋ入ㄖ

ㄨ
ˋ真ㄓ

ㄣ道ㄉ
ㄠ
ˋ。 

既ㄐ
ㄧ
ˋ入ㄖ

ㄨ
ˋ真ㄓ

ㄣ道ㄉ
ㄠ
ˋ。名ㄇ

ㄧ
ㄥ
ˊ為ㄨ

ㄟ
ˊ得ㄉ

ㄜ
ˊ道ㄉ

ㄠ
ˋ。 



雖ㄙ
ㄨ
ㄟ名ㄇ

ㄧ
ㄥ
ˊ得ㄉ

ㄜ
ˊ道ㄉ

ㄠ
ˋ。實ㄕ

ˊ無ㄨ
ˊ所ㄙ

ㄨ
ㄛ
ˇ得ㄉ

ㄜ
ˊ。 

為ㄨ
ㄟ
ˊ化ㄏ

ㄨ
ㄚ
ˋ眾ㄓ

ㄨ
ㄥ
ˋ生ㄕ

ㄥ。名ㄇ
ㄧ
ㄥ
ˊ為ㄨ

ㄟ
ˊ得ㄉ

ㄜ
ˊ道ㄉ

ㄠ
ˋ。 

能ㄋ
ㄥ
ˊ悟ㄨ

ˋ之ㄓ者ㄓ
ㄜ
ˇ。可ㄎ

ㄜ
ˇ傳ㄔ

ㄨ
ㄢ
ˊ聖ㄕ

ㄥ
ˋ道ㄉ

ㄠ
ˋ。 

 
[經解] 

清者，元神之明，通於日月，存乎天地，妙合於道也。靜者，

本心之靈，寂然不動，感而遂通，曲成萬物也。心也者，居 

中虛以致治者也。能如其元神之明、本心之靈，斯之謂「漸

入真道」。 

真道者，一真絕待之總體根源也，存有之根源也。契之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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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為得道矣！得道者，實無所得也，心靜之而澄，神清之而

明，心澄神明，何大道之得也。道無言說，化裁萬邦，成諸

偉論，名為得道矣！實無所得而得之也，得之而實無所得也。

悟者，迴返本心，上遂於元神也；聖者，聽之於天，契入於

道，以口宣之，通達萬物也。能悟於此，可傳聖道也。 
 

[譯註] 

如前所述：清者，元神之明，通於日月，存乎天地，妙

合於道也。神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靜者，本心之靈，

寂然不動，感而遂通，曲成萬物也。心也者，居中虛以致治

者也。能如其元神之明、本心之靈，斯之謂「漸入真道」。



此亦如前所述，致心於虛，虛極通神，神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者也。此即真道，即存有之根源也。 

真道者，一真絕待之總體根源也，是絕對唯一的存有之

根源也。能契入此存有的根源方為得道也。然「得道」非有

所得於一對象物也，故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也。得道

者，非得一敻然無待，與世無干之形上實體也，而是一圓融

周遍於天地人我萬物之間之總體根源也。道者，不外天地萬 

 

 
物人我也，不外此活生生之實存而有也。能有此悟，方可傳 

聖道也。聖者，耳聽之於天，口宣之於人也。聖道者，天道

也、地道也、人道也，亙天地人，通於萬物，渾為整體，入

於根源之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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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之為神聖是通天地人的，不是來自於超越乎天地萬

有一切之上的上帝，而是來自於生命自家的本心元神，這是

內在外在遠近古今通而為一的真實根源，是存在的根源，同

時是價值之根源。存在與價值是和合為一的。存有之道的智

慧開顯，以及內在心性的湛然澄明，是通而為一的。 
 
[白話翻譯] 

像這樣子回歸到元神的清寂、人心的寧靜， 

也就逐漸地契入真常大道。 

既已契入真常大道，就可以稱名說是得道。 

雖然可以稱名說是得道，真實的說並不是它真有所得到什麼。 

而是為了教化眾生，才稱名說是得道。 



能體悟得這層大道理，才可廣傳通天接地的聖王之道。 
 
■心靈藥方 

一  元神清、本心靜，這不只是修養工夫論，而且可以是事

業經營論。元神清，像是一個事業體的理念明澈；本心

靜，像是這事業體的公體通達，一個事業體理念明澈、

公體通達，這事業體自然也就是健全的。 

二  大道不是分辨以得之，而是和合以契入之；契入是真存

實感的體會證悟，契入於認知理解，但必須跨過認知理 

 

解，才能進到存在的真實處。簡單的說，如水冷暖，飲者

自知。 

三  有了總體的確認，才有個體的分別，確認的終極處在信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53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54
 

仰，分別則是細節的把握。先有總體、先有根源，才會

有個體、末節。須知：個體性原則必須建立在總體性、

根源性的確信之上。沒有總體性根源性的確信，個體性

原則終導向虛無主義。 

四  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對於自由民主的確信，而不是經有

自由民主作手段，去爭奪一己之私的權力欲望。有了總

體根源的確信，才有真正個體性的自由，以及理想的民

主。 

五  至人無己、神人無功、聖人無名；因為無己才能有己，

這不是大公無私，而是大公有私，蓋大公所以成就其有

私，這「私」就不是偏私自私，而是個體性的「私」。

因為無功才能有功，這功就不在於你自己，而是功在天



下，至誠如神。因為無名才能有名，這名就不是虛名，

而是名以求實的名。蓋「君子疾末世而名不稱焉」者，

以此。 

六  因為「無」才能成就那個「有」，杯子空了，才能裝水。

因為「後」才能成就那個「先」，前輩退到後頭去，晚

輩才有機會走道前頭來。因為「外」才能成就「內」，

婆婆退到廚房外，媳婦才能在廚房內好好發揮。修行亦

然，離形去知，才能同於大通，大通者，道也。 

 

 

捌 歸清靜 修行之退墮與一念之歸根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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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ㄌ
ㄠ
ˇ君ㄐ

ㄩ
ㄣ曰ㄩ

ㄝ。上ㄕ
ㄤ
ˋ士ㄕ

ˋ無ㄨ
ˊ爭ㄓ

ㄥ。下ㄒ
ㄧ
ㄚ
ˋ士ㄕ

ˋ好ㄏ
ㄠ
ˇ爭ㄓ

ㄥ。 

上ㄕ
ㄤ
ˋ德ㄉ

ㄜ
ˊ不ㄅ

ㄨ
ˋ德ㄉ

ㄜ
ˊ。下ㄒ

ㄧ
ㄚ
ˋ德ㄉ

ㄜ
ˊ執ㄓ

ˊ德ㄉ
ㄜ
ˊ。 

執ㄓ
ˊ著ㄓ

ㄨ
ㄛ
ˊ之ㄓ者ㄓ

ㄜ
ˇ。不ㄅ

ㄨ
ˋ名ㄇ

ㄧ
ㄥ
ˊ道ㄉ

ㄠ
ˋ德ㄉ

ㄜ
ˊ。 

眾ㄓ
ㄨ
ㄥ
ˋ生ㄕ

ㄥ所ㄙ
ㄨ
ㄛ
ˇ以ㄧ

ˇ不ㄅ
ㄨ
ˋ得ㄉ

ㄜ
ˊ真ㄓ

ㄣ道ㄉ
ㄠ
ˋ者ㄓ

ㄜ
ˇ。為ㄨ

ㄟ
ˊ有ㄧ

ㄡ
ˇ妄ㄨ

ㄤ
ˋ心ㄒ

ㄧ
ㄣ。 

既ㄐ
ㄧ
ˋ有ㄧ

ㄡ
ˇ妄ㄨ

ㄤ
ˋ心ㄒ

ㄧ
ㄣ。即ㄐ

ㄧ
ˊ驚ㄐ

ㄧ
ㄥ其ㄑ

ㄧ
ˊ神ㄕ

ㄣ
ˊ。 

既ㄐ
ㄧ
ˋ驚ㄐ

ㄧ
ㄥ其ㄑ

ㄧ
ˊ神ㄕ

ㄣ
ˊ。即ㄐ

ㄧ
ˊ著․

ㄓ
ㄜ萬ㄨ

ㄢ
ˋ物ㄨ

ˋ。 



既ㄐ
ㄧ
ˋ著․

ㄓ
ㄜ萬ㄨ

ㄢ
ˋ物ㄨ

ˋ。即ㄐ
ㄧ
ˊ生ㄕ

ㄥ貪ㄊ
ㄢ求ㄑ

ㄧ
ㄡ
ˊ。 

既ㄐ
ㄧ
ˋ生ㄕ

ㄥ貪ㄊ
ㄢ求ㄑ

ㄧ
ㄡ
ˊ。即ㄐ

ㄧ
ˊ是ㄕ

ˋ煩ㄈ
ㄢ
ˊ惱ㄋ

ㄠ
ˇ。 

煩ㄈ
ㄢ
ˊ惱ㄋ

ㄠ
ˇ妄ㄨ

ㄤ
ˋ想ㄒ

ㄧ
ㄤ
ˇ。憂ㄧ

ㄡ苦ㄎ
ㄨ
ˇ身ㄕ

ㄣ心ㄒ
ㄧ
ㄣ。 

便ㄅ
ㄧ
ㄢ
ˋ遭ㄗ

ㄠ濁ㄓ
ㄨ
ㄛ
ˊ辱ㄖ

ㄨ
ˋ。流ㄌ

ㄧ
ㄡ
ˊ浪ㄌ

ㄤ
ˋ生ㄕ

ㄥ死ㄙ
ˇ。 

常ㄔ
ㄤ
ˊ沉ㄔ

ㄣ
ˊ苦ㄎ

ㄨ
ˇ海ㄏ

ㄞ
ˇ。永ㄩ

ㄥ
ˇ失ㄕ真ㄓ

ㄣ道ㄉ
ㄠ
ˋ。 

 
 

 
[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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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下士競名，以其形名而誤以為道也，是以好爭也。 

上德者，如其道落實而為本性也，無所執、無所染，如其德

而德之，不以德之名而名其德也，故「上德不德」也。下德

者，有所爭、有所競，執之染之，纏之縛之，是所謂「下德

執德」者也。執著者，競爭於形名也，故爾「不名道德」也。

妄者，虛而不實之謂也；偽而無敬者也。心念既起，隨物而 

趨，物交物引之而已矣，如此之心，斯為妄心也。執於物，

染之、纏之縛之、糾之結之，此亦妄心矣！執於德，貪於道，

圖之意之，隨之追之，亦為妄心也。 

蓋「無敬」則心念紛然而歧，「不實」則執泥於對象之物，

而誤以為道也，執以為德也，心念紛然而不純，即有所驚也。

驚其神，即著萬物，如此貪求不已，煩惱由是而生也。 



 

[譯註] 

「爭」是生命之望外馳而欲有所執也，即所說「欲有所

貪，而圖勝於人者」也。無爭方可無為，無為方可任化自然。

上士契於道，如其存有之根源而契入之，無所名其得也。下

士競於利、爭於名，以其形名而誤以為道也。這是將「道」

錯置在一具體的對象物上面，此即我所說「道之錯置」，正

因此錯置，是以好爭也。 

「道」是總體之根源，「德」為內在之本性。上德者，

如其存有之根源落實而為本性也，無所執、無所染，如其德

而德之，不以德之名而名其德也，以故說「上德不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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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德者，德其有也，非執持此德也。這是以其德性自足來

說，不是向外去取著德性。相對來說，下德者，有所爭、有

所競，而執之染之，纏之縛之，是所謂「下德執德」者也。

執著者，競爭於形名也，故爾「不名道德」也。這即是說生

命之投向外，去執取道德，實已非真正之道德也。道德是生

長，道德不是迫壓，道德是自然，道德不是做作。 

相對於本心有習心者，此如上節所申論，此處再論本心

之外有妄心。妄者，虛而不實之謂也；偽而無敬者也。人之

心是做為一切意識活動之樞扭，心之所發為「意」，意之所

涉於物為「念」，念之及於物而起貪取占有，此即所謂的「欲」。

這是「心」的下行路向，心之所發為意，「意」之上提而為

                                                 
6 與出《老子道德經》第三十八章。 



「志」，「志」者，心有所定主，有所定向也，一根而發，

調適而上遂於道也。心念既起，隨物而趨，物交物引之而已

矣，如此之心，斯為妄心也。妄心是執染的，是纏縛的，是

糾結的，對於道德，有所執、有所貪，這也是妄心。 

人「無敬」則心念紛然而歧，「不實」則執泥於對象之

物，而誤以為道也，執以為德也，心念紛然而不純，即有所

驚也。驚是「平地起土堆」，「來風起波浪」的意思。「既

驚其神，即著萬物，如此貪求不已，煩惱由是而生也」。由

上所述，可知煩惱端在一「著」字，而此「著」之為「著」

是乃心有所妄、神有所驚也。驚者，擾動義、昏擾義、紛然

而無所適從也。妄心者，上驚元神，下著萬物也。既著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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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求既盛，煩惱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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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既生，纏縛妄想，妄想滋生煩惱，身心憂苦，難以調適，

入於濁辱，在生死海中頭出頭沒，永失真道矣！那存有之總

體根源之本真性，便永遠無法契及，人之離其自己，離於道

也，沉於苦海而難有所復也。 
 
[白話翻譯] 

老君說：上階的高明之士，無所爭競；下階的德薄之士，熱 

衷爭競。 

上階德行的人不自恃他的德行，下階德行低微的人執著德行

的教條。 

執著德行教條的人，不能稱名說是有道德。 

眾生何以不能契入真常大道，只因為他有著虛妄執著的心念。 



既有此虛妄執著的心念，那也就驚擾了他的元神。 

既驚擾他的元神，那也就執著於外在的萬事萬物。 

執著於外在的萬事萬物，那內心也就生出貪取佔有的須求來。 

內心既生出貪取佔有的須求來，那就陷入了煩惱之中。 

煩惱憂心加上妄念成想，那就使得身心陷入嚴重的憂苦狀態。 

如此一來，整個人就遭受到污濁屈辱，浪生浪死漂泊不定。 

整個人也就經常沉落到苦海之中，永遠失去了真常大道的眷

顧。 
 
■心靈藥方 

一  「人之初，性本善」，生命的原初性、本真性是善良的；

「性相近，習相遠」，人性本是相近的，但後天的習染，

彼此就相隔越來越遠了。這一方面說的是後先學習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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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方面強調的是先天根源本真契入的通澈。 

二  「吾之大患，為吾有身」，這不是說人最大的禍患是「身」，

而是說人的最大禍患是「有身」。「有身」說的是對自

己的身的執著、貪取、佔有；能夠把這執著、貪取、佔

有去掉，這叫「無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三  身在何處？身在家，家在何處，家在國，國在何處，國

在天下。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不是斷滅，無

不是相對的無，無是絕對的無，無是充滿可能性的無。 

四  杯子倒空了，才能再盛水；黑板擦乾淨了，才能再寫字；

人心放空了，才能謙懷傾聽；把錢拿出去用了，才會帶

來更多的財富；己愈與人，己愈多。道家看似否定性的



思考，其實隱含著一周寰而不可以已的智慧，這否定卻

成全了肯定。牟宗三先生說這叫「作用的保存」。 

五  心所發為意，意所在為念，這叫心念，心念往下掉就是

貪取佔有；心往上提，這叫心意，亦再往上提，這叫意

志，心意是純粹的，意志是恆定的。要立志、要誠意、

要用心，不要執著著念，念，今心為念，當下剎那，歸

本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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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工夫用處，就在定志、用心、無念，定志則志於道，志

於道而道生之，這就是通元神，通元神就「有頭神」。

做事有頭神，一切自然順當。用心在安寧、在平靜，心

平氣和，自自然然，活活潑潑，生生不已。無念故無昏

擾、無憂疑，就只放下，便是無念。無念不是斷念，不

是不起念，只是不隨念。禪宗在此用功與道家可以相提

並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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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總結語 如常用功，清靜悟道，契入本源 
 
[經文] 

真ㄓ
ㄣ常ㄔ

ㄤ
ˊ之ㄓ道ㄉ

ㄠ
ˋ。悟ㄨ

ˋ者ㄓ
ㄜ
ˇ自ㄗ

ˋ得ㄉ
ㄜ
ˊ。 

得ㄉ
ㄜ
ˊ悟ㄨ

ˋ道ㄉ
ㄠ
ˋ者ㄓ

ㄜ
ˇ。常ㄔ

ㄤ
ˊ清ㄑ

ㄧ
ㄥ靜ㄐ

ㄧ
ㄥ
ˋ矣ㄧ

ˇ。 

 
[經解] 

真常之道，不假外求，即於當下，圓滿自足，真而無妄，實

而不虛，常而無假，如此則常清靜矣！蓋「清者，元神之明，



通於日月，存乎天地，妙合於道也。靜者，本心之靈，寂然

不動，感而遂通，曲成萬物也」。 
[譯註] 

「真常之道」即是那存有的根源之道，這根源之道是本

真的，是恆常的，是天地萬物人我通而為一的總體根源，是

境識俱泯、心物不二、天人合一、主客和合的真實狀況。以

存有三態論視之，此是由「存有的執定」之解開，回溯到「存

有的開顯」，再回溯到「存有的根源」的契悟狀態。「悟」是

自悟，非有所外求之悟也。「得」是自得，非有所外求之得也。

本心之澄靜，元神之清明，即是悟道，此即是常道之常，這

是清靜之常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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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說契入了「存有的根源」並不因之停留在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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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狀態，而必由此存有的根源進一步到「存有的開顯」， 

 

繼之而為「存有的執定」之落實。從「存有的執定」而「存

有的開顯」，而「存有的根源」這是一存有之道的回溯歷程； 

由「存有的根源」而「存有的開顯」，而「存有的執定」，這

是一存有之道的開展歷程。回溯與開展是當下通而為一的，

是兩端而一致的，是往復循環不息的。這也就是說「清靜」

之為清靜，是在生活世界之中的，並不是停留在一想像中的

超越世界，並不是只停留在本源的契入之恍惚狀態，而是由

本貫末，由末返本，交相融通，永不止息。 

道家對於人參贊於天地萬物，人之主體的對象化活動，



語言的介入所生的執著性、染污性有著極深刻的理解，他認

為只有一存有之道的歸返活動才能免除這種人實存的異化狀

態。這異化是由於語言的介入伴隨之的利害、性好、趣向、

欲望，而生出來的。吾人要克服這異化就得對此做一消解的

活動，是一「為道日損」的活動，「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這樣才能歸返於存有的根源之道。我以為這便是一種道療的

方式。面對「語言的異化」，道家展開的是一「存有的治療」。

這存有的治療即是「道療」，它亦可以說是一「意義治療」。

只是這意義治療之範式不同於儒家之「我，就在這裡」，道家

強調的是「我，歸返天地」，儒家強調的是當下的人文化成之

承擔，道家強調的是無為自然的歸返，歸返而契入於本源。 

此亦即我於一九九六年秋於南華大學哲學所啟教典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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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辭，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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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顯為象，象以為形，言以定形，言業相隨；

言本無言，業本非業，同歸於道，一本空明。」7 
 
[白話翻譯] 

大道本真，恆常不移； 

心悟神通，自能有得。 

 
7 這篇頌辭可以視之為我講學的要旨所在，一九九七年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創

刊《揭諦》學刊，即以此頌辭開場，我做了〈《揭諦》發刊詞──「道」與「言」〉

一文，後來我又鋪衍此文，寫成一篇完整的論文，在國際中國哲學會第十屆的

年會上發表，並收入《道的錯置》一書的第一章，此書刊行於二ＯＯ三年，      
台北：學生書局。 



能夠心悟神通契入大道， 

就能歸於自然之常（常）、元神之清(清)、本心之靜(靜)。 
■心靈藥方 

一  萬「假」不敵一「真」，萬「變」終歸於「常」，貞常以

處變，如如真實，虛妄自然消去。不必用力去爭，要用

心去做，要用虔誠敬意，去養您的元神。元神清了，人

心靜了，天下也就太平了。 

二  台灣俗諺說「要有頭神」，「元」古義就是「人的頭」，「元

神」就是「頭神」，有了頭神，事事項項順理成章，自然

天成。元神清了、人心靜了，天下也就正了，老子云「清

靜為天下正」，說的就是這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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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界動亂、人心昏擾，會弄得沒有頭神，該怎麼辦？動

亂的現象要分明、要辨別，辨別分明了，自可擺定。昏

擾的心念要歸止、要寧靜，寧靜歸止了，覺性清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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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該如此，對百姓萬民亦該如此，老子云「我好靜而 

民自正」，說的就是這道理。 

四  「道」是根源，「德」為本性；溯其根源，如其本性，這

就叫有道德。天地有道，人間有德，天地法自然，人間

有孝悌，這就叫道德。 

五  「大道」即「元神」，「德行」如「本心」，元神本清、人

心本靜，「清靜」說的就是「道德」，道德就在天地人我

萬物之中，天地有道、人間有德。 

六  《清靜經》本是《道德經》結穴成丹，做成的靈丹妙藥，

靈丹就在清靜，妙藥可養元神、可護本心，如如自然。 
 



以上《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經解、詮釋、白話翻譯、心靈藥方，完稿。         

經解、詮釋，初稿於戊子中秋，己丑春二月修訂；白話翻譯、心靈藥方，成

稿於甲午中秋前。   2014 年 8 月 30 日晨六時  林安梧誌於台中湖水岸。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是道教聖典之一，涵蓋道的基本教義和各種修

鍊術，字數雖只三百九十一字，卻言簡意深。本經出處，依道藏所載，

是葛玄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金闕帝君，金闕帝君受之於

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不記文字，葛玄書而錄之。葛玄 (西元

一六四至二四四年) 三國時孫吳著名道士，「閤皂靈寶宗」奉為祖師。 

目前發現最早的註本，是出於唐末五代時的杜光庭註。 

杜光庭 (西元八五Ｏ至九三三年) 唐朝上清派著名道士，賜號廣成先

生。著有「廣成集」、「道門科範大全集」、「墉城集仙錄」等，其著述

收入「正統道藏」有二十七種，「全唐文」收有三百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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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成韻」，是杜光庭創建的道教音樂韻曲。在道教齋醮行道（道場）

儀軌中，對道教音樂予以規範化，以更能配合道場靜壇與行壇的法事

活動，達到弘道宣教、祈福消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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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小說「虯髯客傳」也傳為所作，被尊為武俠小說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