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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 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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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註釋: 

王弼版 第三章老子提出【分別心】所造成之惡。 

道家思惟是以【道治】為根本，所以【道，象帝之先】高於德治、法治；

要讓民心回歸淳樸。 

分別心，源自於對資源之掌握，資源之貴賤又分別於掌握了稀有性之財

貨，稀有性之財貨的背後操控是【權力】的支配性，所以是一切煩惱的根

源。 

從佛家觀點看【分別心】是起源【我執】甚深，因為我執所以起【瞋恨

心】，更甚者起了殺機，就造孽了。 

易經中第二十卦【觀卦】,是最富宗教色彩的卦,但在上九爻【觀其生，志

未平也。】道出與九五爻之間的矛盾，啟動下一卦【噬嗑卦】的拼搏。 

因此之故，老子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以現代語言，為政者不去強調奢侈品、名牌貨，社會風氣導向務

實、務本不崇尚虛華，這樣人民就不會起【盜心】，這【盜】字在【竹

簡、帛書】是【 】，【兆】即徵兆，機微，因為有機可乘，所以起盜



心。一旦社會風氣不貴重名牌服飾，翡翠琉璃，那就減少了【比較心】，

民心就不亂了。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有了前段主張，

這段話就很好理解了。【虛其心】，即是虛心學習，勞謙，【實其腹】，

就是務本，不務虛，是民生真正需求的才做。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這段話在

【竹簡老子】是沒有的；是【  (教)不 (教)，復眾之所 (過)】，其

義【不斷教化百姓，並要能學習落實務本文化，隨時匡正眾人過份之偏

失】。而不是【使民無知無欲】，若是【無知無欲】不就是將人民催眠變

成【活死人】了嗎?這是講不通的，歷代註解為了圓【使民無知無欲】這

句話硬坳，很難自圓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