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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 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註釋: 

老子第一章是總論。說明這個宇宙生成是個重要的原力-稱之為【道】。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個【道】是名詞是一種假借。第二個【道】是動

詞，說明【道】的存在，無處不在。第三個【道】是老子稱之【道】。在

王弼版25章有進一步解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看法與佛家一致。傳說 佛陀證道後說的第一句話，即是感嘆：「奇

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相執著，不能證得」。 

名，可名，非常名。一樣，第一個【名】是名詞，也是一種假借，第二個

【名】是動詞。第三個【名】是老子稱之【名】。 

白話言，「可以說的名稱，皆是有時間及空間性」。 所以【名】非其

【名】。和金剛經揭櫫【實相】相通。 

須菩提問法於世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 

所以可言語之法無定法；名無定名。 

下一段即說【有無相生之理】。無，為天地生成之始；有，是天地生成之

後。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0

8179 

以現代宇宙學家通常所指的大爆炸觀點：宇宙是在過去有限的時間之前，

由一個密度極大且溫度極高的【太初】狀態演變而來的。根據2015年普朗

克衛星所得到的最佳觀測結果，宇宙大爆炸距今137.99 ± 0.21億年，並

經過不斷的膨脹到達今天的狀態。 

那一個太初奇點是一個【無】的狀態，在大霹靂下，宇宙瞬間生成了。 

易經乾、坤兩卦即在描述這宇宙生成的狀態。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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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段卦辭生命元氣淋灕盡致，【乾】是無的太初狀態，卻是宇宙動能之所

在，所以萬物皆有秉持【乾】之氣而生，所以乾施坤承，六子應運而生，

宇宙於焉生成。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與【徼】是一種相

對性觀念。妙，無有邊際；徼，有邊際。比如，乾之神妙，需待坤來體

現。乾為無，坤為有，因坤之有形，方能見乾之神妙，此兩者同出而異

名，所以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深遂難見。玄之又玄，最高的大道，難傳，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