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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前言

本文依惯例将老子五千文分成上、下两篇来解读。老子于“道篇”中主要讲无为观照，于“德篇”中
讲无争清静。“道篇”无为现照中，讲柔弱是道之用，“德篇”清静无争中，讲清静是德之至。老子
讲无为观照时，也讲清静是德之至。老子讲无争清静时，也讲柔弱是道之用。由此可知，“道篇”中
有道有德，“德篇”中有德有道。老子讲超越，不讲相对，所以老子所讲的道与德是不可分的。老子
虽然讲，相对矛盾对治法或因缘法都是修行的误区，老子亦指出，可以方便地利用矛盾的规律与特性
来修行，虽然道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亦不妨将道与德以方便的方式分开来讲。本文就是依此来逐渐
解读老子所传达的无言之教的无为之行，以方便读者了解领悟与实际修持相结合。老子《道德经》虽
然在国内外几乎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更很少有人能领悟《道德经》的实修秘义。《道
德经》是老子进入无上之道的亲身体验，但后人研读的结果，几乎与真实修行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只
是将《道德经》当作一部珍贵的道学文献，加以收集校对，或进行解读，将超越的圣典《道德经》解
释成相对法则。更多的人只知有《道德经》，却从来没有看过《道德经》。人们不但不了解什么是《
道德经》，就是其他道经、道书也很少有人翻阅。因此有关道的术语就更陌生了。中国是道的故乡，
但什么是道？道在哪里？如何去成就道？都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人们对道的了解，远不如对佛教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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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内容概要

《紫气东来(下)》主要内容:依惯例将老子五千文分成上、下两篇来解读。老子于“道篇”中主要讲无
为观照，于“德篇”中讲无争清静。“道篇”无为现照中，讲柔弱是道之用，“德篇”清静无争中，
讲清静是德之至。老子讲无为观照时，也讲清静是德之至。老子讲无争清静时，也讲柔弱是道之用。
由此可知，“道篇”中有道有德，“德篇”中有德有道。老子讲超越，不讲相对，所以老子所讲的道
与德是不可分的。老子虽然讲，相对矛盾对治法或因缘法都是修行的误区，老子亦指出，可以方便地
利用矛盾的规律与特性来修行，虽然道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亦不妨将道与德以方便的方式分开来讲
。
《紫气东来(下)》就是依此来逐渐解读老子所传达的无言之教的无为之行，以方便读者了解领悟与实
际修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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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作者简介

东北，吉林长春人，早年潜心慕道，遍读道藏经典，于老子的清净无为深有领悟。此后有缘听到《金
刚经》梵唱，受到难以言喻的震撼。在遍读佛藏经典后，又深入实修般若观照。以其不可思议的因缘
，契入了佛与道的甚深秘义及其至简之法。东北认为，真实的修行应将甚深理论圆满地落实在生命的
举首投足中。东北与有缘人分享的是，只有成就无上之道，才能明了自性的真实与庄严。只有开启甚
深智慧，才能展现内心的祥和与慈悲。东北时常举办各种课程，同有缘人分享开启甚深智慧的般若观
照，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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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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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四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五十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五十四章第五
十五章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第六十章第六十一章第六十二章第六十三章第六
十四章第六十五章第六十六章第六十七章第六十八章第六十九章第七十章第七十一章第七十二章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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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紫气东来（下）》

章节摘录

插图：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实之言来自
无上智慧。无上智慧欲令众生信受，必以最质朴之语。因质朴之语有至简至易的特性，所以质朴之语
的信实之言，没有语句上的装饰，因此老子说，可信的质朴之言并不华美。华丽的美言，即装饰语。
凡有装饰就会有虚假。因为黄金珠宝不要装饰依然珍贵。凡是需装饰之物，都是急于卖出的不实之物
。因此可知，带有装饰的言词，是急于让人相信的语言。真实的语言并不需急于让人相信。而急于让
人相信的语言，已有明显的目的，有明显的不真实。所以圣人告诫，不可被美丽的言词诱惑。美言常
常就是诱饵，诱饵不是为了解除被诱惑者的饥渴，而是要抓捕被诱惑者。所以要千万小心美言之内的
危险。善者不辩。善者是老子用于譬喻超越矛盾的境界。既然已超越了矛盾，就必然超越了语言，已
经超越了对立。若善者在辩，即已再次堕落到矛盾中。而在矛盾中，即在争斗中。既然有争斗，哪里
还有善？因为善者不分别，不分别者不可能去分辨。所以老子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所以说辩者
不善，是说辩者是处于言语的对抗争论中。而用言语对抗争论时，辩者就已失去清明。失去清明者，
乃至失去内心和平者，内心没有清静，即是内心无德，无德者即不可名善。知者不博。真知者于理通
达无碍，其领悟之深可至根本。得其根本即是至简至易，至简至易何必博？何需博？博者不知。知识
众多名为广博。广博之识就是内心之障。内心有此之障，必然不清明。不清明的心不可能有清明之知
。由此可知，博学者没有真知。老子说，修持的真理朴素真实，华丽虚假的论说未离绮语戏论。善于
心内行者不要再分别。若于心内行中有所分别，即已失去观照。失去观照名为不善。在同一层面上的
广博是横行，横行是畜生行。真知是深度行，深度行是圣贤所行。由此可知，深度才能标示出品质。
不能说博学者没有深度，而是说博学者的深度不够。深度不够即无深知。而诸法甚深微妙，若尚无深
知，哪有对诸法的真知？所以说博学者不会有真知。因为真知是超越知识的，而博学者的知识太雄厚
，所以其难以超越。也就是说，博与真知是在不同的领域。有真知者所言虽然简单，但深不可测，博
学者之言必然繁杂肤浅。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
道，为而不争。老子说，圣人不积藏。因为圣人无所得，所以无所积。圣人之行是为救度一切众生，
圣人于救度众生中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于真实修行中，修持者行于观照。于观照中，
于一切法无所执着，于一切法无所得，所以无所积聚。修持者于观照中，以慈悲救度一切众生于苦难
中。如是之行其慈悲心将更加不可思议。修持者于观照中，以内心光明施于一切众生以光明，此光明
越施越玄妙。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是矛盾消逝之道，是超越对立的不争之道，天道是归一之道，归
一即清明，不争即寂静，所以名为清静，如是清静之道即玄德。天以如是之德恩被万物，天以清静之
德而施万物，何害之有？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法天而行名之谓为，以清静而居名为不争
，所以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之道即不二之道。圣人已远离相对之道，相对之道是修行者的误区
。圣人之行不在误区内，不在误区内即不在相对矛盾的游戏中。因此圣人之行名为清静行。圣人以其
无为清静之行，不见有能对立者，不见有对立法，不见有所对立者。因此圣人超越于争与不争。超越
争与不争名为无争。老子也指出，知我者希。不过老子没有说，永远不会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只
是说知道他的人比较稀少。但这是相对的世界，说不准哪一刻稀少转变成不可数的多数。祈愿每一个
人成为那不可数中的一个。圣人之行有如天行，圣人之为是无为。圣人的无为妙用就是无所不为。所
以圣人之为中无有争。无争之意是，圣人于无为之为中修持自然成就。至此修持者进入身心大道的秘
义，已尽显现在五千言中。这是修持者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老子提醒修持者，不要因此文易懂，而
误认为只是治国之策，只是军战运筹之理，或者当作哲学论著来研究。老子的五千言不是至理名言，
不是治国谋策，不是战术战略，亦不是哲学理论。至理名言，治国谋策，战术战略，哲学理论都是老
子譬喻大道的方便。而老子要传达的是清静的甚深智慧，无为无不为的观照行。老子不得不使用语言
，因为老子与众人间也只有语言可以有一个勉强的沟通。老子不得不用治国谋略，不得不用战术战略
，以及哲学理论。因为这样才少许有一点让常人了解大道之理、大道之行，可适应所有的人生层面。
大道出生一切万物，万物之理都是大道之理。大道之理统摄一切，所以名为道理。一个人在任何层面
、任何事情上，若能有所成就，那他所行一定是某种程度符合了大道的特性。某人若能有所领悟，那
他也是对道有所领悟。所以老子在讲述无上之道时，可以自在无碍地引用人世间最重要层面与最重要
领域中的事和理，但老子决不是要讲述理论谋略之类。因为理论谋略之类的知识，就是人们背离自性
清明的主要工具。老子在此处决不会自相矛盾。老子只是用无为而无不为的妙力，来圆满地讲述无上
清静之道。无上之道以有限的语言来讲是不够的。老子在以有限的语言讲述无限之道时，既讲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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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看到可以听到的部分，亦讲了语言之外，那个无法讲无法听到的部分。可以听到的可以见到的，还不
到应超越的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语言之外的。老子只是将百分之五的部分当作传送大道的器
具，而那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器具之外的无价之宝。器具是传送大道的工具，工具不是道。但没有器具
，再好的道也无法传达。老子只是巧妙地运用无作妙力，借用人间文字语言，来传送内心本具的无上
之道。老子讲，这样的不可说之道是无限的。无限的道寄存在有限的生命之内。一旦发现它，修持者
就会明白大道的源源不断，就会清楚大道的慈悲永无止尽。这样的大道实难让人相信，所以老子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样的大道也实难准确尽说，所以老子只好将大道分成天之道与圣人之道来说
。因为天之道人可以观察，圣人之道人们可以效仿。老子只是从天之道与圣人之道来说明大道至简至
易的特性。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是至善之道，其中有清静之德。天以清静之德施于万物，所以名为
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之道以其无为而无不为利益一切。虽然圣人之行利益一切，但其
所行不在相对之内。所以圣人之行是真实无争之行。无争即清静，清静即无争。天道就是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就是天道。天道圣人之道就是无为清静之道，无为清静就是回归生命真实之道。回归生命的
真实，就会展现出人心本具的和平与无尽的内心光明。老子五千言的最后十五个字，是对《道德经》
全部经文的概括。老子讲超越相对矛盾的误区，回归自心本具的庄严圣地。老子讲的天下，是修持者
的自身。老子讲的圣人，是修持者的真实自性。老子讲的天之道，即身体之道。老子讲的圣人之道，
即心性之道。修持者的身体平等地接受了所有的对立。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之道
。身体在损有余补不足的代谢中，提供了生命发展所需的一切，所以名为利而无害。修持者的真实心
性有无尽的无作妙力。其无作妙力展现时，心性无有少许意识分别。无作妙力有修持作用，所以名之
谓为。因其展现时没有意识分别，所以名为不争。这就是经文中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道即身体
之道，身体之道即生命之道。圣人之道即清静之道，清静之道即心性之道。天道即圣人之道。生命之
道即心性之道。天道圣道不二，即性命双修之道。性命双修之道，即性命不二之道。真正的心性之道
，即为而不争之道。为是行于无为，不争即清静，清静即至德。所以真正的心性之道，即无为清静之
道。无为清静即道德。道德即生命的真实。生命的真实在有为的矛盾之外，在修持者的自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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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编辑推荐

《紫气东来(下)》告诉我们:将颠倒的心再颠倒过来，就会发现老子留下无价之宝。将驰求的心停止的
时候，就会看到道德经的紫气东来。当清净地观照内在天空时将会发生的奇迹。清净是德之至，清净
即是无争。无争是大道的玄妙之德。于如是无争观照中，可展现出无穷无尽的甚深清净。此甚深清净
即是老子的不言之教的奇迹，这种奇迹能展现出人人本具的内心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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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精彩短评

1、文字精练，编辑精美
2、这本也是，文少图多又彩印，价格就高了，不实惠。
3、大道在内心的天地内自然展现，真实的生命开始苏醒，拥抱她，一切自然发生，你就是一切，无
你无他，光明遍在。
4、我是替别人买的，他说好，我就写了
5、赐我穿云手眼
6、非常真实。对道德经的诠释值得所有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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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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