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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一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

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

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抱一就是守住自性。明師一指，讓你自性復活，那只是入門而已。

所以求道以後的功課，就是要研究道理，馬上進入修道行列。因為

「一」就是道、就是佛，「抱一」就是守住道的本體。人有那麼多的器

官，每一個人更有不同的想法，往往不能承託、抱守住自性良心，所以

才會混亂、做惡。所以這章就是要讓我們省思：你有沒有辦法馴服你的

眼、耳、鼻、舌、身、意，讓它們抱一？讓它們守住自性良心?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今天求了道，知道「一」就是道、就是自性佛，請你

用「一」來貫你的六根。貫在眼睛，你就非禮勿視；貫在耳朵，你就非禮勿聽，所謂

「眼不見心不亂，耳不聽心不煩」。（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是相同的意思。）

人心之所以會時起波浪，就是因為有眼、耳這兩個「賊」。你心會亂想，是

從那裡來的？是由於眼睛「看」到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你會生氣、發火，會不高

興，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是因為「聽」到別人講話所引起的。所以請用自性佛來

貫你的眼睛，你就自然會約束自己──非禮勿視：不該看的就不看；非禮勿聽：

不該聽的是非、批評、毀謗的話，就不聽。你的心念跟器官由自性佛來主宰，所

以你能契合於天理，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要探討的「抱一章」。

老子特別舉出六個事項，來提醒我們修道要在日常生活中下功夫。由「曲、

枉、窪、弊」欲達到「全、直、盈、新」，是要靠處柔守弱、謙卑退讓的功夫；其

謙下的方法則是：「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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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則全。

❶曲：委曲，勉強遷就，志不得伸，忍辱委曲。

❷全：不自見其名則全。

修道要在委曲中才能修成。世人都追求表面上的得意──愛面子、愛身份、

愛地位；這些表面的得意，往往只會架空自己，反而弄巧成拙。就像某些愛慕虛

榮的人，他們的內心其實很空虛，只好每天去百貨公司逛街購物、去美容院美髮

保養；今天做這樣的髮型，明天換那樣的造型，後天再做其它改變，變來變去；

今天穿這件新衣，明天換那件新衣，沒完沒了──只因為內心一無所有，所以他

們必須借外表來平衡。人如果失去了內在的實質，私慾就已開始橫流。相反的，

修道凡事「曲居其晦」，都是向內求的，我們只求內聖、求實相。 

「自謙」才能有始有終，「曲身」才能全道。為了道的圓融，你都能虛心，

不自私自利。在歷史上，舜帝的大孝，是委曲自己，配合他的爸爸、媽媽和弟

弟，結果成就大孝、至孝，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歷史上其他的例子，如：令

人敬佩的忠臣岳飛和文天祥，他們雖然被冤枉，但仍能含和忍辱，所以他們成就

大忠，千古留名。

又如《論語》裡的孝子閔子騫，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他也是古代二十四

孝故事典範之一。閔子騫早年喪母，父又娶後母，生二子（二位弟弟）。那時北

方冬天天氣很冷，縫製的棉襖裡面要塞棉花才能保暖。後母因為自私，為兩個親

生兒子所做的衣服，塞滿棉花以保暖；因為閔子騫是前妻所生的孩子，受到歧

視，所以後母幫他縫的棉襖裡面竟然塞滿了蘆花（蓬鬆而不保暖）。

有一天，閔子騫出門幫他爸爸拉馬車的時候，發抖到連馬韁都拉不住了。

他爸爸很生氣說道：「你穿了棉襖怎麼還一直發抖呢？」結果拿馬鞭抽打他。糟

糕！這一抽，衣服的布被抽破了，露出來的竟是蘆花。哇！原來後母這麼殘忍，

親生兒子就穿塞滿棉花的暖和衣裳，前妻的孩子所穿的衣服就只塞蘆花。閔子

騫的父親大怒，要逐出後母；閔子騫跪下求父親說：「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

寒。」後母聞之深感慚愧，並隨即悔改前非；閔子騫的忍辱大孝留下孝順典範。

所以修道要能曲能伸、忍辱含和、委曲求全，因曲盡其誠，故德全也。岳飛、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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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守辱成大忠，舜和閔子騫委屈求全成大孝，故忍辱委曲才能身列聖賢。

枉則直。

❶枉：屈己從人。　❷直：伸。

在人間行修道的路，須要受盡千辛萬苦，沒有這樣的苦，累世以來的業力苦

根是消不掉的。昔時大德者的修道歷程正是如此，例如：邱長春祖師大餓七十二

回，小餓無數回。是在修什麼？修苦行，一直在受苦。我們看出家人過了中午就

不吃飯（過午不食），餓著肚子、一直餓，他們不重享受，就是讓他這樣餓，才

能了苦根。

現在的白陽修道士，若要了苦根，就得做「無畏施」。別人最不喜歡做的，

如：洗廁所、擦地板、洗拖鞋……，做這些最卑微的工作，才能了累世的苦根，

改變命運。所以能夠忍受冤枉的人，雖然一時遭到橫逆，但最後必有理直、撥雲

見日的一天。例如文王囚於羑里七載，終成周代之大業；又如岳飛之精忠，枉受

奸人陷害，但最後成神了，冤屈也得到伸張。

窪則盈。

❶窪：水坑，地之最下者。　❷盈：道德的充實。

修道要守住低位才能夠充盈，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凡事低調，

越處下才可能越高，因為虛其心才能實其腹。進來 堂的時候，拿一個空的桶進

來，你可以裝很多回去；如果你的這個桶已經裝滿後才進來，就再也裝不下，帶

不走什麼東西的。虛其心，把自己空掉，把你幾十年來在道場中的才華全部忘光

光；拿著筆將講師所講的道理隨堂筆記；將前賢足以供我們學習的修道心得，虛

心受教，用來充實自我之道德！江海最為低下，故萬脈之水都流到江海。聖人之

心，至虛至下，才能眾德交歸，故曰「窪則盈」。 

弊則新。

❶弊：在此做「舊」講，指去掉自我光鮮華麗的外表。

能捨華麗，安於平淡的生活，就能「新」。真理常新──洗心革面、改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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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新出發、重新做人，心即可輕安、自在。有如刷洗過的房子那樣煥然一新，

既乾淨又舒適。「弊」也可說是：發現不好的，就馬上去除掉。故自弊則新。

少則得。

❶少：去掉聲色之慾和一切外在智巧。

在人間很可怕，因為人間充滿了聲色犬馬、光怪陸離，誘惑人的機會太多；

所以對一切聲色之慾和外在智巧，愈能減少的人，才越能保全本真。

多則惑。

❶惑：令人迷惑困擾之意。

世人多知多見，毛病也多；「多」就讓人迷惑了。修道要修到空的境界，

修到你能夠達到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繞我心。有些人一到百貨公司就被漂亮的

衣服粘住了；看到人家的衣服那麼漂亮，我穿的是什麼衣服！看到人家的床那麼

美、那麼的柔軟，我們家的是什麼床！因為被粘住了，出來以後滿臉的哀怨和生

氣。但是「煩惱即菩提」，馬上發露自性：家裡不需要的衣服、不需要的床、不

需要的日用品，都擺在這裡（百貨公司），因為我無心於萬物，我已經在塵離

塵，已經超越了物質的境界。

少則得，多則惑；求道以後二套衣服，隨便一穿，就可出門。多則惑，多就

讓人迷惑了；為什麼一個人要出門很難?在鏡子前穿上這一件，照一照、轉一轉，

又換一件；又照一照，再轉一轉，又換掉。我不知道要穿那一件衣服，因為衣服

太多了，穿這件也不對，換那件也不好。同樣的，鞋子也太多了，要穿高跟鞋，

或穿馬靴？黑色的、紅色的、白色的，換來換去，半個鐘頭出不了門。這都是因

為多則惑，使人只求外表的得意，不求內德的充實。

聖人捨其多而抱一，所以才甘居曲、枉、窪、弊、少之謙卑地位而無怨；因

不與人作無謂之爭，同時戒多而取少，故可自得，無憂無惑。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