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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勝

老⼦（約公元前571年－約公元前

471年），姓李、或姓老、或姓

利，名耳或貞，字伯陽、外字聃，

世⼈尊稱為「老⼦」。

老⼦⽣於東周的楚國苦縣厲鄉曲仁

⾥（原屬陳國，今河南省鹿⾢

縣），於東周春秋時周朝守藏室任

柱下史。老⼦是中國春秋時代思想

家，最後隱居邢台廣陽⼭。其著作

被⼈們廣泛稱為《道德經》，為道

家的經典。

《道德經》全⽂注解、翻譯（1-8

1章）

老⼦·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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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1：通常譯為「可以說出來的

道，就不是永恆不變的道」，強調

道是不可⾔說的。但這樣的翻譯，

等於⼀開始就剝奪了老⼦⾔說真道

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其 「常」字

在《老⼦》中多為「通常」之意。

另⼀⽅⾯，「道」字，到老⼦之

時，已經⽤得很泛：有「道路」之

意，如《易經》「履道坦坦，幽⼈

貞吉」；有「王道」之意，如《尚

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有

「⽅法」之意，如《尚書》「我道

惟 王德延」；⼜有「⾔說」之

意，如《詩經》「中之⾔，不可道

也」。《尚書序》（相傳為孔⼦所

作）說：「伏犧、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道也。少昊、

顓⼄、⾼辛、唐、虞之書，謂之五

典，⾔常道也」。這裡⽤了「常

道」⼀詞，指⼀般的道理。⼜有馮

友蘭先⽣考證說，古時所謂道，均

為⼈道，到了老⼦才賦與道形上學

的意義。可⾒，老⼦要宣⽰上天⼤

道，必須⼀開始就澄清概念，強調

他下⾯要講的道，絕非⼈們⼀般常

指的道，不是⼀般的道理，即非「

常道」，⽽是……是什麼呢？就要

聽老⼦娓娓道來了。

翻譯2：道可以說，但不是通常所

說的道。名可以起，但不是通常所

起的名。可以說他是無，因為他在

天地創始之前；也可以說他是有，

因為他是萬物的⺟親。所以，從虛

無的⾓度，可以揣摩他的奧妙。從

有的⾓度，可以看到他的蹤跡。

有與虛無只是說法不同，兩者

際上同出⼀源。這種同⼀，就叫做

⽞秘。⽞秘⽽⼜⽞秘啊！宇宙間萬

般奧妙的源頭。

老⼦·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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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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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1 天下的⼈都知道以美為

美，這就是丑了。都知道以善為

善，這就是惡了。2 有和無是相互

依存的，難和易是相互促成的，長

和短互為比較，⾼和下互為⽅向，

聲響和回⾳相呼應，前邊與後邊相

伴隨。3 所以，聖⼈從事的事業，

是排除⼀切⼈為努⼒的事業；聖⼈

施⾏的教化，是超乎⼀切⾔語之外

的教化。  他興起萬物卻不⾃以為

⼤，⽣養⽽不據為⼰有，施予⽽不

⾃恃其能，成了也不⾃居其功。他

不⾃居其功，其功卻永恆不滅。

老⼦·第三章

⸺不尚賢，使⺠不爭；不貴難得

之貨，使⺠不為盜；不⾒可欲，使

⺠⼼不亂。是以聖⼈之治，虛其

⼼，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

使⺠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

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翻譯：不崇尚賢能之輩，⽅能使世

⼈停⽌爭⾾。不看重珍奇財寶，⽅

能使世⼈不去偷竊。不誘發邪情私

慾，⽅能使世⼈平靜安穩。所以，

聖⼈掌管萬⺠，是使他們⼼裡謙

卑，腹⾥飽⾜，⾎氣淡化，筋骨強

壯。⼈們常常處於不求知、無所欲

的狀態，那麼，即使有賣弄智慧的

⼈，也不能胡作非為了。遵從無為

之道，則沒有不太平之理。

老⼦·第四章

⸺道沖，⽽⽤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

知誰之⼦，象帝之先。

注釋：很多⼈⽤「吾不知其誰之

⼦，象帝之先」⼀句，證明老⼦⽤

「道」來否定上帝，破了古代的宗

教迷信。這種解釋不確切。這句話

⾥的「帝」，顯然並不是今⽇所⾔

上帝。有⼈說老⼦原⽂的「象帝」

就是上帝，這是不對的。「象」就

是象，是「形象」的意思，不是「

上」的借⽤。因為老⼦常將「上」

字⽤於「上天、上德、上⼠」等

等，顯然老⼦並非不懂「上」字的

⽤法，也並非不能使⽤「上帝」⼀

詞。老⼦不⽤「上帝」⼀詞，顯然

是因為這個「帝」不是⾄⾼無上

的，不配使⽤「上」字作定語。因

為唯有老⼦的「道」，才與今⽇所

⾔「上帝」之無限、永恆、⾃在的

內涵相⼀致。詳⾒本書第⼀章第⼆

節之五「《老⼦》中的神與帝」。

翻譯2：道，空虛無形，其⼤能卻

無窮無盡，淵遠深奧啊，像是萬物

的祖宗。放棄⾃以為是的銳氣，擺

脫紛紜萬象的迷惑，和於你⽣命的

光中，認同你塵⼟的本相，你便能

在幽幽之中，看到他那似有似無的

存在。我不知道有誰產⽣他，他先

於⼀切有形之帝。

老⼦·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

⼈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

間，其猶橐⿕乎？虛⽽不屈，動⽽

愈出。多⾔數窮，不如守中。

翻譯：天地不理會世上所謂的仁

義，在其看來，萬物是祭神⽤的稻

草狗。聖⼈也不理會世上所謂的仁

義，在他眼裡，百姓是祭神⽤的稻

草狗。天地之間，不正像⼀個冶煉

的風箱嗎？虛靜⽽不窮盡，越動⽽

風越多。話多有失，辭不達意，還

是適可⽽⽌為妙。

老⼦·第六章

⸺穀神不死，是謂⽞牝。⽞牝之

⾨，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之

不勤。

翻譯：幽悠無形之神，永⽣不死，

是宇宙最深遠的⺟體。這個⺟體的

⾨⼾，便是天地的根源。冥冥之

中，似非⽽是，延綿不絕，⽤之不

盡。

老⼦·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

者，以其不⾃⽣，故能長⽣。是以

聖⼈後其⾝⽽⾝先；外其⾝⽽⾝

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翻譯1：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

長久，因為它不⾃貪⾃益其⽣，所

以能長⽣。同理，聖⼈把⾃⼰置於

最後，他反⽽在前；把⾃⾝置之度

外，他反⽽長存。這不正是由於他

無私，反⽽成全了他的私嗎？

老⼦·第八章

⸺上善若⽔。⽔善利萬物⽽不

爭，處眾⼈之所惡，故幾於道。居

善地，⼼善淵，與善仁，⾔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

爭，故無尤。

翻譯：最⾼的善像⽔⼀樣。⽔善於

滋養萬物，⽽不與萬物相爭。它處

⾝於眾⼈所厭惡的地⽅，所以跟道

很相近。居⾝，安於卑下；存⼼，

靜深沉；交往，有誠有愛；⾔

語，信 可靠；為政，天下歸順；

做事，⼤有能⼒；⾏動，合乎時

宜。唯有不爭不競，⽅能無過無

失。

老⼦·第九章

⸺持⽽盈之，不如其已；揣⽽銳

之，不可長保。⾦⽟滿堂，莫之能

守；富貴⽽驕，⾃遺其咎。功遂⾝

退，天之道也。

翻譯：抓在⼿裡冒尖兒流，⾃滿⾃

溢，不如罷了吧。千錘百鍊的鋒

芒，也長不了的。⾦⽟滿堂，你能

守多久呢？富貴⽽驕，是⾃取災禍

啊！⼤功成了，名份有了，⾃⼰便

隱去，這正是上天之道。

老⼦·第⼗章

⸺載營魄抱⼀，能無離乎？專氣

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鑒，能

如疵乎？愛國治⺠，能無為乎？天

⾨開闔，能為雌乎？明⽩四達，能

無知乎？⽣之蓄之，⽣⽽不有，為

⽽不恃，長⽽不宰，是謂⽞德。

翻譯：誰能使靈魂與真道合⼀，毫

無離隙呢？誰能使⾎氣變得柔順，

像嬰兒⼀樣呢？誰能洗淨內⼼的雜

念，透亮如明鏡呢？愛⺠掌權，誰

能舍⼰順道、無為⽽治呢？運⽤⼼

智，誰能因應天意、如雌隨雄呢？

明⽩通達，誰能超越⼈智、擺脫知

識呢？那創造並養育這個世界的，

他創造養育並不強⾏占有，他無所

不為卻不⾃恃其能，他是萬物之主

⽽不任意宰制。這真是深不可測的

恩德啊！

老⼦·第⼗⼀章

⸺三⼗輻，共⼀轂，當其無，有

⾞之⽤。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

器之⽤。鑿⼾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

翻譯：三⼗根輻條集中在⾞軸穿過

的圓⽊上，圓⽊有空的地⽅，才對

⾞有⽤處（可⾏走）。揉合黏⼟製

成器⽫，上⾯有空的地⽅，才有器

⽫的⽤處（能容納）。為房屋安窗

⼾，窗⼾有空的地⽅，才對房屋有

⽤處（取光亮）。有形者對⼈們有

利益，是由於無形者的功⽤啊。

老⼦·第⼗⼆章

⸺五⾊令⼈⽬盲；五⾳令⼈耳

聾；五味令⼈⼝爽；馳騁畋獵，令

⼈⼼發狂；難得之貨，令⼈⾏妨。

是以聖⼈為腹不為⽬，故去彼取

此。

翻譯：繽紛的⾊彩使⼈眼睛昏花，

變幻的⾳響使⼈耳朵發聾，豐腴的

美食使⼈⼝味敗  壞，馳騁打獵令

⼈⼼意狂盪，珍奇財寶令⼈⾏為不

軌。所以聖⼈掌管萬⺠，是給他們

內在的充 ，不是給他們外在的愉

悅。據此⽽取捨。

老⼦·第⼗三章

⸺寵辱若驚，貴⼤患若⾝。何謂

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

患若⾝？吾所以有⼤患者，為吾有

⾝，及吾無⾝，吾有何患？故貴以

⾝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為

天下，若可托天下。

翻譯：得寵和受辱都會內⼼不安，

最⼤的禍患是看重⾁⾝性命。為什

麼說得寵和受辱都會內⼼不安呢？

寵是來⾃上⾯的，得到時吃驚，失

去時也吃驚，所以說得寵和受辱都

會內⼼不安。為什麼說最⼤的禍患

是看重⾁⾝性命呢？我有⼤禍患之

憂慮，是因為我有⾁⾝性命要保

全；及⾄我把⾁⾝性命置之度外，

我還有什麼禍患可憂慮呢？所以，

捨棄⾁⾝性命去為天下的⼈，堪為

普天下的寄託；捨棄⾁⾝性命去愛

天下的⼈，堪得普天下的信靠。

老⼦·第⼗四章

⸺視之不⾒，名曰夷；聽之不

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1]，故混⽽為⼀。

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

名，復歸於物。是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其

⾸，隨之不⾒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注釋：釋德清註：「致詰，猶⾔思

議」。⼜⾺王堆甲⼄本「致詰」作

「致計」，均有深究之義。

翻譯：看⾒⽽不曉得，叫做「

夷」；聽到⽽不明⽩，叫做「

希」；摸索⽽不可得，叫做「

微」。「夷希微」三者，不可思

議，難究其竟，所以它們混⽽為

⼀。在他之上不再有光明，在他之

下不再有⿊暗。難以⾔說的無限延

綿啊，⼜復歸於空虛無物。他是沒

有狀態的狀態，沒有形象的形象，

叫做恍惚。迎⾯看不⾒他的先頭，

追蹤抓不著他的尾跡。秉持上古之

道，可以把握當今萬有，知道其由

來始末，這便是⼤道的要領了。

老⼦·第⼗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通，深

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

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

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

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混

兮其若濁；（澹兮其若海；□兮若

無⽌。）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

能安以動之？徐⽣。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新成。

翻譯：古時候善於⾏道的⼈，其微

妙⽞通，真是深不可識。由於深不

可識，只好勉強來形容他：其審慎

好像冬天過江，謹守好像畏懼四

鄰，恭敬嚴肅如同作客，流逸瀟灑

如同化冰，純樸得好像未經雕琢，

曠達得好像⾼⼭空⾕，敦厚得好像

渾沌不清。誰能沉澱混濁的，使之

漸漸清澈呢？誰能啟動僵死的，使

之徐徐復活呢？持守此道的⼈，是

不會⾃滿⾃溢的。唯有不⾃滿⾃

溢，才能在凋敝死亡中成為新⼈。

老⼦·第⼗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1]，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

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

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不

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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