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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 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

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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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編者註： 

王弼版 第二章提出萬物、萬事兩兩相對相峙之現象。但老子睿智洞

察，在相對立的層面上，其實是相合的，兩者是一體兩面。縱橫家讀了，

延伸出正、反、合的辯證術，用以【說帝王】。 

老子一句【有無相生】霹靂一聲，揭出神學、哲學、現代物理學、天文

學層次。 

在西方直到1781年普魯士王國-伊曼努爾·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才

隱約提出宇宙是否有開端?空間是否有限制?的大哉問。直到1929年美國人

-哈伯Edwin Powell Hubble，觀察宇宙生成約在200億年前，當時宇宙生

成前的密度是無限大，估且稱-時空奇異點（Spacetime singularity），

是一個體積無限小、密度無限大、重力無限大、時空曲率無限大的點，在

這個點，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完全無法適用。直到【大爆炸】發生時，才

有了時間與空間。然而，在奇異點之前是有神祕的力量存在的。老子說：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勉強稱為【道】。孔子則稱之為【元】。 

談到這東西方比較，我們發現很有趣現象。東方的聖哲是對宇宙玄祕直

接告訴你答案，讓後世幾千年人們猜測不已；西方聖哲則透過觀察、推衍

一堆理論，還不見得得到最終結論，所以【我思 故我在】。不過，中國

人的結論也是講得模擬兩可，可容許後人無限去擴充，所以汗牛充棟。 

本章上半段【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

也。】是【形而上】詮釋【道】；下半段【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



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

以不去。】這段是【形而下】談【運用】，但這運用是建立在【道】上，

呼應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我們一言

以蔽之的【天人合一】。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什麼是【不言之教?】即是【身

教】，有【身教】必會搭配【言教】，就呼應上半段【前後相隨。恆

也。】老子更主張身教在先，言教在後。這樣思惟也不止在老子獨有，孔

子言行在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

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師徒兩人對

話充滿高手過招，可細細品味。子貢是孔門十哲之一，號稱【言語第

一】、【受業身通】豈是泛泛之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