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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理解「道」的含義，才能明白「道」的偉大與應用。 

老子著《道德經》第一章，論體道，絕欲，以達到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的境界。太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

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固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太上講《清靜經》，曰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

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道」無形、無情、無名，生育天地運行日月，

生養萬物，勉強取名為「道」，而且是非常道、常名。我認為，「道」就

是浩然正氣，真一之氣，中正之氣，不是歪風邪氣。在混沌未判，孙宙未

形成時混沌就是一個零，是浩然正氣的「道」，從零中生出陰陽兩極，天、

地、日、月、星萬物由此而生，無欲而養，各按正氣的軌跡，遵循自然的

規律和諧相生。天地得正氣，風調雨順；國家得正氣，國泰民安；眾生得

正氣，身心健康，百病消除。 

怎麼才能達到「固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呢?我們要用

太上講的《清靜經》來鞏固人的心，性、意念、經常無欲，才能用大智慧

去觀察孙宙的根本奧妙，成就事業。如常有欲望，只能觀察世間瑣碎小事，

貪婪名、利、欺詐，從而走向邪路禍害眾生。《清靜經》曰：「夫人神好

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而

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為澄，欲為遣也。能遣

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物其物。

三者即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即無，無無亦無。無無

即無，堪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即不生。即是真靜。」  

《清靜經》闡明了人性本是善良，喜好清與靜，只是欲望干擾之，與

牽之，使人性與心全亂了。只要性與心亂了，就會走入邪路，對眾生產生



危害，行為就會作惡。權勢越大，危害眾生越大。呂洞賓祖師講：「天高

不算高，人心比天高」。李真果祖師講「有人的欲望好比上嘴唇象天，下

嘴唇象地，舌頭象太平洋一樣長，天地萬物一口就想吞下去」。這樣的人

如果統治著社會，就會殘害眾生，萬物均會遭難，就會將老百姓視為草狗，

不管眾生的死活。 

我們怎樣才能達到「固常無欲」呢?只有經常譴責自己心性中產生的

欲望。我們每秒鐘均應審查自己的每一個念頭是否會危害他人。如果對社

會帶來壞處與不利，應立即譴責自己的念頭，不能再往下想，止住惡念。

只要惡念不產生，行為就不會動。只要做到經常譴責自己的欲望、惡念。

就會產生浩然正氣「道」，就會發出本性的善念。只要是有利於社會，有

利於眾生的事，就努力去做，不計回報，不計有功、有恩于眾生。做了善

事，不留在心性中，讓自己的內心深處檢討、觀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內心是空寂的,自己的心靈就向虛空的藍天，也如鏡光、無塵、無垢，光

明無限，與孙宙同體，像太陽一樣照耀著大千世界，這就是「道」家講的

大羅金以，佛家講的「佛」證悟道的最高境界。 

每一個眾生均能夠成以、成佛，每位眾生均有以、佛本性，就是被後

天的欲望障礙了。只要按照「道」浩然正氣，用《清靜經》與《般若心經》

去掃除邪欲，都能達到。我們將「道」用於修身，去治理家庭,就會義無

反顧的孝順父母，深知父母養育自己的痛苦與辛酸，從母親的10月懷胎到

撫養成人,每時每刻父母均牽掛著子女的安危，成長、得失、事業、工作

的好壞都牽動著父母的心，我們不去孝順父母，從良心上會遭到譴責，認

清這種人不是一個人，而是比禽獸不如。 

對夫妻是節義，義結金蘭，情意無價，白頭偕老。不是愛，愛是欲，

一旦不愛就會丟棄，而會生恨，最終離異，造成悲慘的結局。孔子講：仁、

義、禮、智、信，就是修身、齊家的法寶。少時夫妻老是伴，在人生的道

路上，夫妻是相互照顧、理解、支持、奉獻的，只有處理好父母與夫妻的

關係，家庭才能搞好，兄弟、姐妹、鄰里、同事才會和睦相處。治理好了

家庭，才能治理社會，如企業、管理社會、國家等。 

《道德經》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己，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己」。主要講明瞭斷除各種欲望，苛刻的嚴加管理好自己的心性、行

為。天下每一個人均知美好的東西，而越美越好，為了美的東西，而產生



邪念去爭奪、鬥爭，想獨佔美的東西。而聖人則不把美的東西看成是美，

總是把美的和好的東西讓給別人，為眾生做善事，關心、愛護別人，把別

人的痛苦視為自己的痛苦，想盡一切辦法去解除別人的痛苦與煩惱，生出

慈悲之心。對自己苛刻到一點愛美的念頭都不產生，從心性上厭惡與懲戒

自己愛美，把一起善良給予他人而不將善留給自己。「故有無相生，難易

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合，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夫

唯弗居，是以不去。」首先講明瞭世間一切事物均陰陽平衡，相生相剋，

相輔相成，孙宙萬物均應按照自然的規律進行。誰也不能違背，眾生的生

與死，也是自然規律，有生就有死，誰都逃避不了。因為有了的東西，他

不會長住在不壞之中。 

佛家與道家講的修心、性是一致的，都是教化眾生〃不執著、貪戀世

間一切名利、權貴，一切是空，應放棄名利、貪欲，為眾生謀福利，主張

你有才幹。要學聖人處世、治世，以無我、忘我，無私欲的為眾生做事，

去作為，以身作則，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真正做一些有功于社會與眾生

的公德事。不去干預萬物的生養規律。保護環境，使眾生在和諧、吉祥的

環境下生存。自己大功告成而不貪戀功利，放棄名利。而去隱居、歸隱，

這樣才能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與孙宙融為一體，合於道，永存於孙宙之中。 

第三章講：「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德經》的第一章、第二章和《清靜經》闡明了「道」為浩然正氣，

而生養天地萬物。要「固常無欲以觀其妙」。要用太上講的《清靜經》來

譴責自己意念中每分每秒所產生的欲念，來堅固人的心、性與意念，而達

到忘我無我的虛空境界，才能做到經常無欲，主要講明瞭怎樣修生養性、

治家，把自己的心、性擺正，才能給自己找到安身立命、力所能及的社會

崗位，才能實現第三章講的「為無為，則無不治」即「無為而治」。 

無為，是忘我無私無欲之為，一切順應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時代的

潮流去作為，順應者昌盛，逆者滅亡。要求眾生不亂作為、不妄為、不亂

貪、不亂想、不亂愛，無私無欲的去作為，要求統治者不要自吹自擂把自



己塑造成聖人，如將自己塑造成聖人就會形成鬥爭，就會產生象歷史上的

玄武門之變，兄弟相殘，社會無寧日。 

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就只有三種人治理天下：一是聖人治天下，如

堯舜治世,自己生活自己照料，把自己擺在與百姓生活之中，與老百姓無

分別，日理萬機治理國家。有功於社會，不炫耀、不自吹自擂、不山呼萬

歲、不自居功百姓之上，平等自立，始終處於低姿態。為了國家長治久安，

為社會選賢，堯選舜做黃帝。不傳位給自己的兒子，這樣的聖人治世，讓

百姓看在心中。這樣辛苦的皇帝，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我為什麼去爭這

皇帝來做?文武大臣、百姓自然無爭鬥，社會處於太平盛世。在古今中外

的歷史長河中，只有中國在遠古的時候出現了這兩位唯一的聖人治理國

家，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第二種人治世，一旦有功于民於社會，就沾占自喜，大吹大擂，誇誇

其談，山呼萬歲，天下唯有他大，一切都是他的，萬民與文武大臣惟命是

從〃這種人就好像把自己塑造成夜明珠，人人都想得到他。強盜也想偷搶

他，更有甚者發動戰爭也要得到他，因為這是寶貝。如人們不把他宣傳成

寶貝，只是一塊石頭，填不飽肚子，也取不了暖，沒有什麼用途，一切就

太平了。只要把自己吹捧得越高，跌下來就會粉身碎骨，歷史上出現的兒

子殺掉父親登上皇位者比比皆是，亂臣賊子，亂朝綱，禍及天下，只因「尚

賢」了。 

第三種人，純粹無功、無德於社會，在社會動亂時期，糾集幾個土匪，

打家劫舍，最終以武力奪天下，登位後只知道用武力鎮壓，其他一律不懂，

狂妄、暴政，這種人很快會被人民推翻。 

老子希望統治者以無欲無為治理天下，要「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

強其骨」，放棄自我，忘我無欲，讓自己的心性、意念空寂，達到虛空境

界，以這樣的意境去觀察你所要治理的國家或地區、社會處於一種什麼狀

態，從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時代潮流、民心、民意去觀察、審勢，找出

與世界各國、與自己的國家、地區間的差距。哪些是好的，好的怎樣堅持

並改進得更好〃不足的整頓補正，差的制定出治本的措施、方案，交與文

武百官和百姓討論、完善，使舉國上下均參與制定，形成一套完整的、可

行的治理大綱，圍繞大綱制定出各種法律及規章制度，公告於天下，不朝

令夕改，讓萬民在這樣的法制中自律，保障老百姓安居樂業，力所能及的



去選擇職業、社會崗位，不干預他們所選擇的職業，只是指導他們的技

術〃，給予他們好的建議，幫助他們教育子女。辦好教育，樹立忘我、無

私、無欲的道德法則，約束自身的行為，保護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自己

帶頭實施、正己正人、光明正大。學習水的本色，滋養萬物不居功、不驕

傲，始終向低處流，遇到障礙繞道走，最終歸於大海，並具有堅韌不撥的

毅力。滴水穿石，也要知道治水的道理，治國如治流水，億萬老百姓就像

億萬條小溪，只能疏導，不能堵截。如堵截民意，不讓老百姓發表看法、

提意見，聽不進好的意見，也不改進錯誤，獨斷專橫，妄為裁決民事、國

事，就是堵截民意，就好像修了一大水壩來堵水，億萬小溪涓涓細流、源

源不斷，大壩是堵不住的，一旦決堤，就會移山倒海、沉舟，毀掉萬物。

政，即正大光明、正知正見、正己正人的文化為政：治，三點水，就是治

水的道理，懂得怎樣治水，才能坐上這座法台，所以為治。這就是古人創

字的依據。只有這樣「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國家才能興

旺發達。國家昌盛了，要韜光養晦，處好鄰居、鄰國的關係，把自己的經

驗無償傳與他們，不強行要求接受自己的理念，不淩駕於他國之上。若鄰

國不接受，應慢慢做出榜樣，把自己用不完的物質施捨與他們幫助他們脫

貧、發展。不用武力征服其他國家，始終處於以人道、慈善普救眾生，把

自己國家好的文化、技術無私傳授與他國。這樣做讓其他人與國家認為你

是真心實意幫助他、救他，他會從內心尊敬你、崇拜你，你用你的行為、

思想征服了他，得了民心，你就得了世界、天下，這就是聖人治天下的「無

為而治」。 

「無為而治」用於企業經營，會長盛不衰〃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而不

與任何人競爭，還會幫助別人一同進步，推動社會前進，不斷創造出新產

品去解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首先，我們要進入社會時，應力所能及

的選擇好自己的職業，根據自身的知識、智慧、才幹來評判自己，無私無

欲的為自己選擇一個合適的崗位，明確立善業的立業觀，不要選擇立惡

業。在工、衣、商、學、兵的多種社會職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選擇

好就要勤奮地去學習、努力勞動、創造，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遇到挫敗、

障礙都不要放棄，學水的本色，勇往直前〃這樣的選擇，在你人生的路上

才不會走彎路。 



人們可能會問，在21世紀的今天，用「無為而治」來經營企業，進入

市場經濟能行嗎？你現在擁有幾十億的財富，可以談無為，我們只能養家

糊口，有用嗎？我認為完全可行。不但是現在〃在今後若干年中它都永遠

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下面我用我的經歷來驗證「無為而治」的偉大。 

祝願眾生幸福，社會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