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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不道章第三十 

                               2023.03.01  徐學謙  撰述 

一、經文: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二、章旨: 

    上一章老子提出天下神器自然妙化天下萬物，實乃道之自然是無法用人為創造的，

豈能以人心妄為而執宰呢？故能以自然妙化之道輔佐君王的人，絕不會違反自然之道

而用兵行強威逼於天下，因為幹這種事必然其事好還是要遭到報應的。興師打戰是詭

詐之道必然荼毒天下，經歷戰火的摧殘，大軍之後也必然帶來凶災荒年，而且遺留的

禍害則更甚矣！故若非用兵行師不可，善用兵者，只求達成目地即能止之，絕不會拿

戰果來逞強威逼於天下的。 

    善用兵者，達成目的就能放下而不再自矜，達成目的而不會再炫耀，達成目的而

不驕傲，就連達成目的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最後達成目的絕不再逞強威逼。因為凡

事都會物極必反的，萬事萬物強壯到頂，就必然衰老，所以逞強逞能皆非自然之常道，

違反常道的事必然會早早消失而亡滅的。 

三、經文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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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解義: 以自然妙化之道輔佐君王的人，絕不會違反自然之道而逞強用兵行強於天

下，因為幹這種事必然其事好還是要遭到報應的。上一章講自然之道，本章

為「不道章」老子從反面提出告誡，在天下國際之間，奉行王道才是符合天

道自然之理，反之若以兵強威逼天下，即是不道，也就是所謂的「霸道」。

華夏文明的王道思想，務實的體悟其深意，其實是有稱霸天下的實力者，而

選擇不稱霸者，這才是王道思想的真實義，而並非空有理想性的呼籲而已。

猶如《易經•大壯卦》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大象曰:「雷在天上，

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雜卦傳》更告誡:「大壯則止。」這種大壯的威

勢，有壯、有強而能用罔不用壯，且能自知其止，自我節制而非禮弗履，這

才是王道思想的真諦啊！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解義:興師征戰的戰場，歷經戰火的荼毒，所謂的燒殺擄掠，必然家園殘破農地荒

廢而荊棘叢生。大軍之後屍橫遍野，破壞了生態、水源、家宅、田園和環境……

等等，一切維生和衛生條件破壞後，必然發生瘟疫、饑饉、盜賊等等之凶災，

而且短時間內都難以恢復的。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解義: 戰爭是殘酷的，是無情的，孫子兵法說「兵者詭道也」，戰爭的本質就是詭

詐的，戰爭一打起來，經常是會違反常道，即所謂的「兵不厭詐」。故善用

兵者，若非必要絕不輕易興師用兵，即使用兵也只求達成目地解決事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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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止之，絕不會拿著勝利的戰果來逞強威逼於天下的。因為若這麼做是會

「其事好還」的。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解義: 善用兵者，達成目的就能放下而不再自矜自恃，達成了目的而能不再炫耀，

因為若這麼做會在戰敗方的傷口上撒鹽，這就只會製造更大的仇恨，還可

能會蓄積對方報仇的能量。 

    「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解義: 善用兵者，達成目的而不驕傲，就連達成目的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最終達

成目的後絕不再逞強威逼於人。因為驕兵必敗，驕傲會使人鬆懈而喪失正常

的觀察力和判斷力，而若逞強威逼天下，則會不知輕重的用盡一切勢力，但

物極必反，一旦勢用盡之時必然遭到反撲，屆時將會無力招架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解義:萬事萬物都有消長，物極必反自然而然，凡事都不應走極端和偏鋒，因此逞

強逞能都不合乎常道，事物一旦發展到強壯階段，就必然衰老而快速消亡。

因為任何事物擁有強壯的能量時，如果定力不足，則會逞血氣之勇而用壯用

強，進而生出更多的慾望，並快速的消耗能量和資源而消亡。《易經》大壯

卦告訴我們在雷天大壯的條件下，當學習擁有大壯的哲理和遵守告誡，首先

《雜卦傳》：「大壯則止。」這告誡我們「勢不能用盡」的道理。《大象傳》：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這告誡我們擁有大壯的人，一出手

就會造成傷害，因此更須循規蹈矩啊！其中九三爻，過剛不中，又與上六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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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應與，是最容易衝動逞強用壯的時間點，爻辭強烈告誡曰：「小人用壯，

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一般小人只重眼前私利，身懷大壯

哪能不用，更甚者還會仗勢欺人，最終只能落得「羝羊觸藩。羸其角。」傷

人傷己的下場啊！君子明白「物壯則老」的道理，懂得節制而選擇不用壯，

貞固自首，頂多會有小緊張的「厲」而已。 

         西方文明奉行霸道主義，從大航海時代起，近三百年來，歐美輪流稱霸於世

上，以兵威行強於天下，在全世界殖民並以威勢強行掠奪資源，但也不斷的

上演「其事好還」和「不道早已」的自然現象。華夏文明遵奉王道主義，雖

然歷史上也層出不窮的爭霸現象，但是王道理想都一直有著崇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