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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用章 第三 

第一節 

 

宇宙萬物 道生德蓄 明體德用 尊道貴德 

得一妙用 天地清寧 神得靈應 谷盈物長 

明君得真 天下貞靜 侯王無真 貴高恐蹶 

聖人秉真 大巧孔德 觀教天下 德貫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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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用章 第三 

第一節 

 

【玄義】本真用章演義真道體相之妙用。本節演義

宇宙萬法、天地萬物，非道不能生，非德不能養。萬

法萬物皆源於道德的生成養育，故道德乃萬法萬物之

父母。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道德互為體用。大

公無私．乃道德之「真體妙用」。故天地萬物，聖人

立教，聖王利民等，莫不尊道貴德。天地萬法萬物，

元自道之一真元炁，始自德之一數元氣。故得一妙用

者，天地清寧，人得靜和，神得靈應，空谷得盈，萬

物生長。反之，不得一之妙用者，天無以清將恐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人無以靜將恐災，神無以靈將恐歇，

谷無以盈萬物將恐滅矣。 

 

  國之領袖德得大道「真體」之自然無為者，是為

「明君」。履行「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德心，

尊道貴德，立「天下之大本」。以天德仁澤萬民，得

天民同助，國運昌隆，人民安康。故明君得真，天下

貞靜矣。反之，侯王不得大道「真體」而圓融於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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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會高高在上，無以厚德載道，君民相怨而亂矣。

故侯王無真，貴高恐蹶矣。聖人秉真，以真道之「真

體」為體，以真道之「真炁」為用，真道互為體用。

聖人大巧孔德立教，大公無私，隨機妙應，以道德教

化萬民於自然無為，道行天下，德用無方，德貫古今，

廣遠莫測。 

 

 

【真文】  

宇宙萬物 道生德蓄 明體德用 尊道貴德 

 

【疏文】宇宙萬物者．其生成變化．皆元於「道」

之無極一真．都始發於「德」之太極一數也。道

生德蓄者．萬法萬物．非道不能生．非德不能養

也。明體德用者．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道

德互為體用也。尊道貴德者．萬物皆無私心．完

成道德使命．悄然地遵道行德也；故尊道貴德之

人．著重去私立公之修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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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萬物～ 
 

【鈔文】宇宙萬物之生成變化者，皆根元於「道體」

之無極一真，皆發自「至德」太極一數之氣的運化場

勢，自然生成萬物的時機。天地萬物，皆順陰陽相替

往復變化之勢，日月運行之序，形成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四季之勢。若無陰陽的交替，無四時之更迭變化，

則萬物不能生成矣。是故，宇宙萬物、萬法萬象，皆

源於「道德」的生成養育。 

 

  萬物演生之規律，皆是順勢而成之機，勢至而生，

勢成而成。由生而成長，茁壯長大，由壯而老，終至

衰亡，順其自然規律，周而復始，永無停息。我等生

活隨時勢自然規律者，如莊稼春夏秋冬四季之播耘收

藏，不違農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餐飲食，生

活作息，乃至四季穿著之更換等等，皆隨順於天時氣

勢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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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德蓄～ 
 

【鈔文】道生德蓄者，「道」雖無名狀，但宇宙萬物，

非道不能生，非德不能養。天下萬物，品彙繁殊，千

姿百態，變化萬千，一切皆由道所生，由德所養。萬

法萬物皆元自無名之無極一真，「道體」隱於鴻蒙未

兆之先，「至德」蘊於萬物未成之始。萬物未成形之

先，元炁之彌漫運化，陰陽之動靜變化，即是已得「德

之蓄養」。太極一數始炁，順陰靜陽動變化之妙，依

自然造化之巧，不言而生成天地，不為而賦形萬物。 

 

  物相之體性生成後，乃隨德性之厚薄旺衰，所現

之萬物便順著生老病死、生住異滅或成住壞空，變易

周始之勢運行發展。萬物之形狀顯露後，萬物之身便

成「道體」的載承者，「德」亦含在物體之體性中。

萬物運行之勢，勢出於理，形出於德，德出於道，終

而返元歸本。故萬物自然勢成後，隨即契應於由旺而

衰，由強而弱的自然規律，運行返還復始之道。是知，

道德全程運化萬物的生長，生養萬物，主宰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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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萬民之賢愚貴賤，草木昆蟲，飛潛動植，芸

芸蒼生，萬有萬類，無不源於道德的生成養育。宇宙

萬物，非道不能生，非德不能成。天地間萬物萬有，

皆蒙道德的輔翼陶冶，普受陽光雨露的滋潤溫養，生

生不息，變化無窮，無不受大道厚德生育培養的結果。

是故，道德乃萬物之父母，宇宙萬物即是道德之子女，

天下無一不蒙其化，而受其德，是謂「萬物一體，天

下一德。」是以，萬物萬類皆稟賦道德之性，亦如子

女孝敬父母般地「尊道貴德」。 

 

～明體德用～ 
 

【鈔文】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道德互為體用，

明體德用。道者，乃無相之隱態，是德之體也。德者，

為無不相之顯態，是「道」之用也。「道」之無極一

真，是宇宙萬物的根元；「德」之太極一數，天地萬

物的發源。至德之元炁生長養育萬物，即是「德蓄」

之顯隱運用。故蓄者，乃德之用也。物之得於道者，

便是德，德之養於物者，便是「蓄」。天地萬物，皆

生於道，成於德，養於蓄。是故，「道德」之「真體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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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為天下之最尊最貴。 

 

  天地間萬事萬物，無不是道德之體現。「道」雖

無形相，唯透由「德」之運化現象，道方得達用。故

「德」是「道」可見聞、可觸摸的具體現象，是大道

自然無為的流露。宇宙天地萬物萬類，無不蘊含道之

德，道體現於人即是德性，此乃做人之本，立命之根。

德性之德力，乃德行之人從自性性德，啟發性德能量

「真體」之超絕能量。此即個人品德涵養，身心愉悅，

趨吉避凶，無往而不善之不變法則，即謂「天道無親，

唯德是輔」是矣。 

 

  道德者，道依德而成，德因道而立。是故，德之

用，即道之用；德之失，即道之失。道與德，是一而

二、二而一之體用一如。我等世人修德有功於道，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蓋天下之本在國家，國家之本

在家鄉，家鄉之本在家庭，家庭之本在自身，自身之

本在自心，自心之本在道德。故修德是入道的階梯，

是進道真修的金鑰匙。七情六欲是敗道損德之禍根，

是損害性命的不歸路。明德、修德是清靜身心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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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德修養之基石，如是至德而平等的奉獻於人類，

此大公無私的精神，即是「真體妙用」的德行表現。 

 

～尊道貴德～ 
 

【鈔文】道德者，非但生養宇宙萬物之形色，且稟

賦資質予天地萬物。是故，天下萬物皆以大公無私之

心，完成道德賦予的使命；無不悄然地遵道行德，體

現道德自然無為之因性。如天容萬象於自然，地載萬

物於無為，海納百川於不盈，日月普照於不著，雨露

普澤於無作，聖人立教於無著，聖王利民於無私，空

氣糧食之供食，花草之供賞，乃至微塵……，無不遵

循道德稟賦大公無私之因性。是故，老子曰︰「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 

 

  大道「尊道貴德」，充分體現在萬物因性的自然

無為之中。天下之人，具尊道貴德之德行者，皆著重

於去私立公，以天下為公立德。所謂「私心盡，德可

立」，故有德行者，乃體現於「公」，而同於天地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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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公無私。天下悖道違德之人，皆毀於「私」，故

公與私是道德與非道德之臨界線。尊道貴德之人，其

著重去私立公之修德，猶如參天大樹，根深基穩，不

畏狂風大作，唯枝葉隨風順勢，其根如如不動矣。世

人修學，或求健康，或為耀祖，或求神通等。凡為一

身之私而修者，皆如淺根草之短生，亦如屋簷椽木之

易腐易朽。 

 

  人若能立道德於身心，離私欲妄念，修善蓄德。

積少成多，德蓄日厚，德備之人，心明如鏡，順逆泰

然。如是「尊道貴德」，道深德厚，德光無不化於天

下，恩及蒼生，蔭被子孫，享道不盡，用德無窮。我

等人類本是天地萬物之一分子，所謂「天之驕子」，

當與宇宙萬物同秉尊道貴德之德性。惟吾人有物欲私

心，德性遭染污，先天為後天所蒙蔽，令人惋惜。人

生可貴的價值，唯「德性」而已；人有德性方是最大

的富有，無德性非但貧窮，甚至可能淪為衣冠禽獸。

我等人類於「尊道貴德」之德性上，反而不如萬物物

性「尊道貴德」之自然流露，此乃人類之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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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得一妙用 天地清寧 神得靈應 谷盈物長 

 

【疏文】得一妙用者．萬法萬物．元自「道」

之一真．始自「德」之一數．道生德蓄．尊道貴

德．明體達用也。天地清寧者．天得一而垂象清

明．地得一而安寧不動也。神得一而靈應者．天

地神祇因得「真體一炁」靈性之差·其靈應有所

別也。谷盈物長者．虛空蓄存「真體一炁」．空谷

得盈「一真元炁」．則萬物生長也。 

 

～得一妙用～ 
 

【鈔文】得一妙用者，一者，以絕待不生滅之無為

法論之，名曰「一真」，乃本元無極之「真體」，即「道」

之本體。以對待生滅之有為法言之，名曰「一數」，

乃混元太極之「物體」，即「德」之本體。大道之造

化運行者，無極而太極，一真而一數，一數生萬物（法）

也。宇宙萬法，天地萬物，元自「道」之一真，始自

「德」之一數。如是，道生德蓄，尊道貴德，明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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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謂之「得一妙用」是也。天地人、明王與神穀

萬物，得此一者，歸元真體，至妙數起，至正炁生，

體相融一。得遵循上乘無極一真、太極一數陰陽演變

之自然無為大法。是以，受用不盡無往而不利矣。 

 

  大道之行，以空（無）而生有，以一而生萬法萬

物。故大道之生，生之於一者，元自無極一真之「道」，

始自太極一數之「德」，道生德蓄，造化神機，「一數」

形變散為萬殊之萬法萬物。故「道」之無極一真，乃

萬法之窮元，萬理之統宗，是吾人之「真心」;「德」

之太極一數，為萬法之發源，萬事之本始，是吾人之

「妄心」。是以，宇宙萬法，天地萬物，紛紜雜沓，

萬象各殊，千差萬別，凡有形有象者，無不出自「妄

心」太極一數之形色本質，莫不具有「真心」無極一

真之統御本元。 

 

  一真一數之體相關係，無極一真之真心本體，是

宇宙萬法之根元，本是空寂而無形無象，如虛空之空

無境相。太極一數之妄心現象，是天地萬物之發源，

呈現萬象的生起與消亡。其二者之體相關係，猶如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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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接納萬象生起與消亡之千變萬化，惟其始終無為地

不加干涉，且不為萬象之變化而影響它的本質。虛空

萬象生起消亡之兩種現象，有如明暗現象之交互轉換，

明來暗去，暗去明來。能作明作暗之虛空本體，不隨

明暗之變化而生滅，而其體用，卻展現並統御於日明

夜暗之來往間。意即形色根元之無極真體，徹始徹終

地隱含並統御於所生之萬法萬物。故無極真體與太極

現象之體相關係，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一體二面。 

 

～天地清寧～ 
 

【鈔文】天清者，清氣輕則上升，升者，謂之天也。

是以，天得一而垂象清明。天得一之妙者，如《皇極

經世書》云：「天以一而變四。四者即太陰、太陽、

少陰、少陽四象。以一變四，故天之數為五。天雖得

五數，四數皆有體，惟一數為無體無象；一雖無體象，

卻能統御有體之四象，故天之本在於一。凡天之成象

者，如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春夏秋冬，晦朔弦望，

晝夜長短，分度盈宿，變化於上。昭昭然而不可易者，

皆是天得一之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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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之四體者，參詳《皇極經世書》可知︰太陽者，

至陽之精也。太陰者，至陰之精也。少陽者，即是太

陽之餘光也；有光而可見者，是也。少陰者，即是太

陰之餘氣也；不可見之辰氣，是也。成天之象者，僅

成此四體而已。天道之變，亦僅變此四體而已。譬如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

辰四體交，而天道之體盡矣。又如日為暑，月為寒，

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四體分，而天道之變盡矣。

是故天之道，因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體之妙，

故有日月星辰之交，而有暑寒晝夜之變，進而有春夏

秋冬之四序循環也。 

 

  天無清者，係因天不得一，故也。一者，乃一真

無極之「真體」，即「道」之本體也。一之真體「生

育」天地萬物，亦「統御」天地萬物。故天得一則清，

不得一無以清，將恐裂矣。天無以清者，三景不明，

萬象俱渺，星辰不順，五行錯亂，四序失調，天災不

斷也。所謂天無厚德將恐裂者，指移星換鬥，星球離

軌；天體紊亂，星系混亂碰撞；致使天體崩裂，宇宙

毀滅。一真「真體」之妙用，乃造化宇宙星系，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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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井然有序而各循其軌；並統御宇宙星系中之各星

球共轉、自轉，普皆正常，而不發生磨擦和碰撞。 

 

【鈔文】地寧者，濁質重則下降；降者，謂之地也。

是以，地得一而安寧不動。地得一之妙者，如《皇極

經世書》云：「地之數，亦以一而變四。四者：太剛，

太柔，少剛，少柔是也。一而變四，故地之數，亦得

其五。地雖得五數，四數有體，一數初無體也。無體

之一，亦統於有體之四。故地之本，亦本於一。凡地

之成形者，山嶽之凝結，河海之流通，草木之生成，

人物之養育，水火土石，萬方品類，造化於中。列列

焉而不可改者，亦是地得一之妙也。」 

 

  地之四體者，參詳《皇極經世書》可知︰太柔者，

水之性也。太剛者，火之性也。少柔者，土之性也。

少剛者，石之性也。成地之象，亦僅成此四體而已。

地道之化，亦僅化此四體而已。譬如︰太柔為水，太

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四體交，而

地道之體亦盡矣。又如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

為雷。雨風露雷四者交，而地道之化亦盡矣。是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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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因有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四體之妙，即有

水火土石之交，而有風雨露雷之化，進而有飛潛動植

之感應，是也。 

 

  地不寧者，地得一則寧，不得一無以寧，將恐發

矣。地無以寧者：陰陽之氣不和，地不得安寧，即會

發生風雨失調，山移河竭，旱澇不時，萬物無法生成，

萬民不得生養。地無厚載之德將恐「發」者，爆發也。

地不得一之清炁，大地會爆發地動山搖，火山爆發，

江河氾濫，土崩海嘯，蟲害施虐，瘟疫流行等。如是，

萬物將因地球母親生變，失去能源供應，導致營養不

良，人類無法賴以生養。 

 

  人不得一無以靜，人與天地同為致一於一真無極

之「真體」，天地人三才不得一則散亂，天裂地發，

人難入其靜。時今科技發達，物質雖豐厚，反使世道

淺薄，人心不古，全民進入「物化」世界。綜觀世人

往往為了私欲之利，透由機械之種種破壞，或戰爭之

殘忍殺戮等，瘋狂地戕害地球母親的軀體。一方面，

生態環境之嚴重染污等等，正無情地糟踏地母的聖潔，



149 

甚至挖心搜膽，貪婪地吸取地母的血液骨髓，致使地

母一而再再而三地迭遭破壞。再說，人與天地致一於

「真體」之真心，意即天地是人之依報環境，所謂「相

由心生，境隨心轉。」是故，地母之災害頻傳，實非

地母之過，而是人心不得一（真體）的自作自受；人

心為始作俑者。 

 

～神得靈應～ 
 

【鈔文】天地人之道德者，神也。道德者，乃無極

一真「真體」之體用也。真體之「體」者，是生命宇

宙、天地萬物本元性體之元始基因。真體之「用」者，

為真體一炁之元始基因化生萬物萬有，彌散六合，充

塞宇宙天地。其變化無窮之玄妙，皆由真體基因之元

炁統御運行。故「真體」之體用，乃空而無相之靈性，

無以見聞之，故曰「神」矣。是知「神」之靈性，乃

人人具有之德性，天地萬物皆備之物性。此神斂之，

靜而為一，即是元始之祖氣；散而為萬，便是上下之

神祇，牽動生命宇宙之微妙變化。得此「真體一炁」，

上下神祇方能靈應莫測，天地人萬物才能德用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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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性真體靈明之神（靈）性者，同體同性而異名，

乃隨順各方因緣而說，名曰「神」、「元神」、「靈識」

或「神識」等，又名「靈魂」、「菩提」、「天命之性」

或「般若智慧」等。此一真真體靈明之「神識」，是

個個不無，人人本具之心性，無形無象，時隱時現。

明了「神」是我自心，是人與萬物的「造物主」，即

明「真體一炁」之「明心」。見了「神」是我自性，是

人之靈識（魂），亦是宇宙萬法之「真主人」，即見「真

體一炁」之「見性」。我等學人，色身在塵而心性不

染，能如是「修心養性」而「明心見性」者，自然回

歸「真體一炁」無極一真之聖域。此聖域者，乃純理

無氣之無極一真法界，是吾人清淨自性，光壽無量、

光明無盡，萬般莊嚴之本有故鄉。 

 

【鈔文】神得一靈應者，真體一炁散而為萬，故天

地人萬物萬法，皆含靈性。天無靈性則日月不明，地

無靈性則萬物不生，人無靈性則無以安身立命，神祇

無靈性則不能靈應十方，草木無靈性則無以開花結果。

靈性者，雖具萬有萬殊之差異，唯萬有皆源於真體一炁，

而散為萬靈之體。其靈性之差異，乃根於太極之後所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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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氣、象、數氣質之質性而定。（太極以前，氣具於

理，純理不雜氣，即無極一真之聖域。太極之後，理具

於氣，氣源於理，象充於氣，理氣生物象，物象顯理氣。

故一切物象之靈性差異，乃取決於理、氣、象、數氣質

之質性。如凡人執象，賢者通氣，聖者明理。）天地神

祇，隨其得「真體一炁」靈性之差異，而靈應有所差別。 

 

  真體之元始祖氣，靜而為一，散而為萬。天地神

祇，隨其得「真體一炁」之差異，靈識有先天與後天

之別。先天之大覺者，靜而為一，乃吾人之真心自性，

為靈明湛寂，不生不滅，自然無為之無極一真法界。

後天之神識者，乃散而為萬之天地神祇，有天地開闢

後，感氣而成或示應而化，為三界之上清淨無為之覺

者。有受形、受色、受識之神識，為欲界、色界、無

色界三界諸天之天神。有精氣妙化，積功修證之神，

如東方青帝；有不由胎誕，梵氣妙化之神，如飛天神

王等。有感陽氣之正而成之陽神，感陰氣之正而成之

陰神；有感中和之氣而成之正神，感駁雜之氣而成之

邪神。又有大忠大孝，英靈不散，英烈之神；亦有享

祀人間，血食之神，如城隍土地，河神山神，社令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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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體」元始之一神，散為萬殊之萬神，得正則

正，得邪則邪，修證不同，果位不一。隨其功行大小，

劫運將至，或得一而存，或失一而滅。得「真體一炁」

者，微妙無窮，不怒而威，有感必應，神化無方，妙

應莫測。細推鬼神之理者，實乃陰陽二氣動靜之生克

變化。《易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變化不測謂

之神」。天地間，無處不有陰陽之變化，故無處不有

鬼神。譬如︰風雨雷電、雪霜冰雹，乃陰陽二氣聚散

辟闔之機所為，陰陽升降屈伸之理所作，皆是得其一

之妙。此大自然質能互換演變的物理現象，乃大道得

「真體一炁」的變化顯現，其玄妙之神乎現象，實乃

實在之客體變化規律，一點都不迷信。 

 

【鈔文】神不得真炁。神若不得真炁，則聚散闔闢

之機無以為之，昇降屈伸之理不能行之，則神必不靈。

陽不能勝陰，正不得壓邪，則神將叩之不應，感之不

恪矣。所謂「神足」，乃神氣充足不思眠的表現，而

「神歇」為神氣不足耗散的證徵。故神不得真炁者，

無以靈應，將恐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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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盈物長～ 
 

【鈔文】谷盈者，空谷得盈也。空谷者，乃虛其中，

存其神也。意即虛空蓄存「真體一炁」。天地、山川

與人物等需有空谷，方能蓄存「真一之炁」。人之空

谷，即心空方能容納萬法，與道之真體合一。萬物之

空谷，能蓄「真一之炁」，則萬物之質性能生成矣。

天得盈虛消長，地能陰陽升降，人可凝聚神氣，物得

覆命歸根，山能發洩地藏，大海容納百川，植物能攝

取天地精華而養育群生者，全歸功於天地萬物之空谷，

能蓄存「真體一炁」而充盈。反之，天地萬物若無空

谷得真一之充盈，一切將百廢而無生機。諸如稻穀若

無空谷得真一之盈，便無以吸取空氣陽光水分而生長。

故空谷能得「真體一炁」，而盈滿不絕者，乃大道之妙也。 

 

【鈔文】物長者，萬物生長也。凡有形之大小方圓，

有色之青黃赤白，情與無情之飛植動潛、水火土

石……，皆是「萬物」也。谷得一炁而充盈，萬物得

一炁而生長。生命宇宙之萬物萬類，所有一切之成形

與生長，皆受「真體一炁」統御之作用力。故天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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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得一炁者，人得健康的生活、正常的工作；飛禽

能在空中飛翔；花草樹木，普皆欣欣向榮；稻麥蔬果，

皆得生長開花結果，養育群生；全天下之機器、機械

等，能啟動而順利運轉；舉世交通工具，能順暢運行

而使達……，全皆「真體一炁」之作用力。 

 

  在生命宇宙之萬物萬象中，有情之芸芸眾生，若

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者，皆有生住異滅之心理性象、

生老病死之生理現象，生生各具其性。以胎生之我等

人類而言，具善根修學，能得「真體一炁」者，開靈

根結聖胎，歸入無極一真聖域，圓證大覺之無量光壽。

此乃生於「真體一炁」，而成於「真體一炁」。無情萬

物之萬有萬類中，各有成住壞空之物理現象。物物者，

各具其物性也。如有花枝招展者，有香氣撲鼻者，有

傲雪霜者，有耐炎暑者……，萬物生生不息，變化萬

千，其一切生成作用，皆得「真體一炁」之妙用，實

非有心自成。 

 

【鈔文】谷物不得真炁。谷不得「真體」者，以無

虛中之體，無以容物，無有傳聲之妙。且無以充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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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陰陽不得運化，其吐納盛泄、消長運化皆不得

者，則生命恐將枯竭矣。「真體」生長萬物，並統御

萬物，故萬物若不得「真炁」，則天地萬物將失去滋

養，因而喪失生存條件。是則，卵生、胎生、濕生與

化生不得其形，動植飛潛，無以實其質，青黃赤白不

得辨其色，大小方圓無以辨其形，則天下萬物恐將形

亡而種滅矣。 

 

 

【真文】  

明君得真 天下貞靜 侯王無真 貴高恐蹶 

 

【疏文】明君得真．天下貞靜者．明君尊道貴

德．履行「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德心．

立「天下大本」．天德仁澤於萬民．得天民同助．

天下貞靜也。侯王無真．貴高恐蹶者．侯王無德

不得「真體」圓融於中道．而高高在上．不能厚

德載道；自貴而賤人民．自高而作威福．君民不

合而相怨．天下不安．世則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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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得真 天下貞靜～ 
 

【鈔文】國之領袖者，位高萬民之上，貴極九五之

尊，高者易傾，貴者易奢。一國領袖之所以為「明君」，

乃領袖德得「真體」之自然無為。感悟有萬民之賤下，

方顯領袖之高貴，故「貴以賤為本」；若無萬民在下

之存在，何來領袖高位之領導，故「高以下為基」。

如是悟行「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德心，厚德

待人，虛心處下，不自以為貴。明君之「真炁」忘乎

貴賤高下，雖無貴高之心，未嘗不高貴矣。是則，於

此而立「天下之大本」。然以明君之大本，不以天地

萬物之大為大，不以國富兵強為大。是以自心「真體」

之大為大，合天地之德，道隆今古，德被天下萬民、

天地萬物，是矣。 

 

  「真體」為生命宇宙之元，天地萬物之根，天地

人都在「真體」造化統御的大道之中。天地盡其陰陽

之道化育萬物，實無聖凡小大之分，而視萬物為一體。

明君德得「真體」，繼天地立極，集天地人真道誠明

之心，教化萬民，並無貧富貴賤、聖凡高下之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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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天下百姓為一心。如是與天地同盡平等之德，與天

地人合為一體，故明君之道亦同天地而大矣。是以，

國之領袖，若能信守大道「真體」之清靜無為，尊道

貴德，立三綱五常，倫理道德．教化百姓，德治天下。

此非但德化於民，且可澤被萬物眾生。天地人萬民萬

物，敬佩明君真道之德，尊德順道，各盡其性，各享

其樂，國自富強，天下無不貞靜矣。 

 

  明君治理天下，教化人民，是以「真體」自然無

為法為最高勝境。君王能上順「真體」於無為，下應

民情於自然，自損尊貴之虛榮，謙虛處下，與民同心，

愛民如子，當得民心愛戴。藉此勝緣，教化萬民於「真

體」自然無為之道。由是，清靜無為之心性，人民無

不悠然自得，民風淳樸，百姓盡享淳樸自然之福樂。

國家平正昌盛，萬民無為自在，天下自然貞靜，是為

自然無為之治的美好勝境。對領導而言，人民如水，

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故，得民心者得天

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易之真言。縱觀歷

史，凡是尊道貴德之明君，皆天德仁澤於萬民，公心

處物，以德化民，誠心待民，與民同心同德。故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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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助，國運昌隆，人民安康。凡是亂世，皆是侯王

無正，失真道離仁德而遠矣。 

 

【鈔文】有德之君 善用兵法。善得大道「真體」之

君，必善用「真炁」治國，德教萬民，善用兵法，天

下自然歸之。君有天下國家在，其兵備不可少，唯兵

法之用，並非祥事。故兵法之用是以防禦外敵之侵擾

為主，決非用於挑釁侵略他國，此乃「真炁」德用之

基本準則。君之有德無德，全於用兵之「善」與「不

善」。明君之善用兵法者，絕無好戰之心，戰爭皆於

外敵臨門侵略，迫不得已而後用兵。持以戰而速決，

即是戰勝亦不矜、不驕、不強。則天下永保安康，而

不招「好還」之怨怨相報。 

 

  明君善治天下，不縱耳目之欲，不適躬體之便，

不以貧賤攖其心，不以富貴介其意，不以強弱取勝於

隣國，不以異政擾亂於民生，不以讒佞輕忽於四海，

不以欺罔失信於天下。皆行仁義之師，謙讓用兵，以

戰止戰；不誇示武力，以防禦戰制止侵略戰；不逞能

好強，以正義戰制止非正義戰。三皇盛世時代，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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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以德治天下。故全天下以道尊之，以德歸之。

全民自然無為，不操機智籌謀。人民敦厚樸實，盛世

光熙，天下歸於真道。如是，萬民一心之無形兵器，

無須動用而有餘之；萬眾一德之無名將士，不須戰事而

自勝之。以此觀之，無形之兵法勝有形之兵強千萬倍矣。 

 

～侯王無真 貴高恐蹶～ 
 

【鈔文】侯王之尊位者，乃《易經》乾卦之九五爻，

又處外卦中爻。意喻君王處於「中道」之位，理應處

無住生心，空有圓融之中道行事，則無往不利而國泰

民安。侯王若不德得「真體」而圓融於中道，則會高

高在上，而越位進入乾卦上九爻之「亢龍有悔」。亢

者，高也。高到極點而無位，不能屈己下人，不能厚

德載道，不能德化而施無為之治。如是不具厚德，不

能以德服人，不顯高貴之威，不能以身垂範，不具國

君之格。自貴而賤人民，自高而作威福，政令不合於

民，民心不服，君民失去親合。如是，上下不合，君

民相怨，社會不諧，國運不昌，天下不安，世則亂矣。 

 



160 

  縱觀歷史，侯王治國可分上、中、下、下下四乘

次。最上乘的治世方略，是德得「真體」之自然無為

而治。此治者，乃百姓在自然無為狀態中，聖王行不

言之教民不知，施無為之治民不見。人民無分別心，

不起親譽之念，一切出於自然，盡享淳樸之樂，此即

完美的無為之治。中乘者，以德教民，仁政治國，人

民有分別心，而有親近讚譽之情。下乘者，以政教民，

立法治國，民缺誠信，敬而遠之。下下乘者，高貴自

傲，腐敗奢侈，愚弄欺民，民而抗之。時今世界皆以

法治國，莫視以德治國之根本，如是單以法治國之時

弊，已造成世風日下，道德沉淪。故治國之道，當隨

時宜修正；展望未來，現今當以德法二治並舉，漸次

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由有為之治的社會，達到無

為之治的國家，此方為理想社會完美國家的勝境。 

 

【鈔文】無德之君 窮兵黷武。君若無德，兵強稱霸，

耀武揚威，動則窮兵黷武，濫用武力，兵戰雄霸天下。

戰時，兩軍交戰，恐怖的槍炮聲、嗔恨的喊殺聲，泣

鬼神，驚天地；傷亡悲悽的慘叫聲，迴盪耳際，哀鴻

遍野。兵馬交戰之處，極盡瘋狂的殺戮，血染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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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骨遍野，慘不忍睹。兵過之處，雞犬不寧，萬姓家

破傷亡，人民蒙難受苦。戰事過後，滿目瘡痍，家園

破壞，家人流離失所；莊稼百廢，田園荒蕪，滿地荊

棘。類此以殺人取勝之戰爭，其乖戾殺氣，大傷天地

和氣；遍地哀鴻的怨氣，招惹天怒人怨。致使陰陽失

調，饑饉凶荒，生靈塗炭，無不是戰爭之殺氣怨氣所

招致必然的惡果。 

 

  天下最大的殺人場所，就是戰場。故言戰爭是世

間最殘酷，也是最大的不道德。不論古今中外，只要

戰事興起，動用兵戈，必死傷無數，百姓塗炭。且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凶年者，乃大災禍降臨之年份。

如旱澇而糧荒，饑饉而盜昌，瘟疫而病亡；或狂風暴

雨，山搖地動，妖孽橫生等不可抗拒的怪異之災，皆

是凶年之徵應。自古聖王明君，皆以大道「真體」為

本，以德蓄「真炁」化民，深戒用兵之事。唯離道無

德之君，黷武窮兵，除必遭以牙還牙，以怨報怨「好

還之事」外，亦遭「天道好還」凶年之災凶報應，萬

民皆墜塗炭於不復，此乃國君無德背道，自食惡果之

必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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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聖人秉真 大巧孔德 觀教天下 德貫古今 

 

【疏文】聖人秉真者．聖人以真道「真體」為

體．以真道「真炁」為用．聖人與真道互為體用

也。大巧孔德者．聖人秉真體之炁．尊道貴德．

萬善萬德．大公無私．教化萬民．自然無為；故

聖人大巧幽深莫測．眾皆不見．孔德廣被無窮．

眾皆莫名。觀教天下．德貫古今者．聖王大同之

德．德觀天下萬民．無為之道．治理天下萬事萬

物．道行天下．德用無方．德貫古今．廣遠莫測。 

 

～聖人秉真～ 
 

【鈔文】聖人秉真者，聖人秉元無極一真「真體」，

秉源太極一數「真炁」。聖人者，以真道之「真體」

為體，以真道之「真炁」為用。是故，真道乃聖人之

體，聖人為真道之用。聖人與真道互為體用，就其聖

人相有之用，探其性空之體，真道之空有，自然顯著，

真道之體用，自然現前。真道至大「真體」，即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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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心體」，故真道大而無外，亦即聖人之心大而

無外。是以，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立天下之大本，

成萬民之大用，皆在自然之中，具無為之妙，終不為

大而成其大矣。 

 

  道之「真體」者，為天地萬物之本也。人於天地

萬物間，自心「真體」與天地同乎一道，自身「真炁」

與萬物同乎一德。是故，聖人以「真體」大同之道，

盡於己，而教於萬民；萬民同乎自心「真體」之道，

天下無二道。聖人以「真炁」大同之德，利己利天下；

天下同乎自身「真炁」之德，天下無二德。天之道，

無親無疎，即聖人之道，其道者，流行無間，貫乎古

今。聖人之德，無私無我，即天之德，其德者，施不

伐功，未辭不行。「真體」自然無為之空寂，乃是道

德之本元。故聖人之道，為自然無為之道，聖人之大

機大用，有自然之理，有無為之妙，故善計毋用籌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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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巧孔德～ 
 

【鈔文】大巧孔德者，聖人之心，靜秉「真體」蘊

涵萬物之真元，常在寂然不動之中，幽深莫測。動源

「真炁」持以天下萬物之妙用，若水上善之隨寸方圓，

德用無方。如是，秉「真體之炁」，應天下時節因緣

之機，隨機妙應。故聖人之心，空寂圓明，尊道貴德，

萬善萬德，周身悉備；無餘欠，無分別，無親疎，大

公無私，自然無為。聖人憂世之心深切，與世人和光

同塵，教化萬民，愛育而不棄，心念無為，似風疏竹；

濟物之心無窮，含藏天地為一體，涵養萬物，曲成而

不遺，身心自在，如潭中月。聖人以無為之道治天下，

道同天地化育萬物，德沾天下萬民萬彙。大巧幽深莫

測，眾皆不見；孔德廣被無窮，眾皆莫名。如斯之所

為者，覺萬民於萬代，功高天下，亙古第一稀有也。 

 

  「真體」者，聖人之體也。聖人者，「真體」之用

也。天以「真道」之無為運化，萬物皆自然順於天。

聖人以「真道」之無為教化，萬機莫不歸順於聖者。

天道之無為施化，與聖人之無住生心，皆無求勝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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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勝應而來。此乃世人不知無為者，乃能勝物；有

為者，終不能勝物也。天地以自然無為之道，化育萬

物；聖人以自然無為之道，立教萬民。自然無為之道，

無住生心，無為而為。如雁過寒潭，不著絲毫痕跡，

未嘗執於有心；似風來疏竹，不留纖芥於心，空蕩純淨。 

 

  聖人以無住生心，無為之道，教化天下有為萬民，

上下同行無為，天下必治矣。治則功利邪徑之風自息，

由是財不積而自有餘，田疇欣榮，倉庫豐足，資用不

乏。天下萬民心境愉悅之美，當勝過宮室百寶財貨之

美，此乃無為之道治行天下之美。是以，天地無為則

萬物生，聖人無為則天下治，無為之道，乃治天下之

法寶。明君無為之道合聖人，自然之德配天地，不自

尊貴，亦是虛心之妙。明君治天下能虛心於無為之道，

天必與之，民必歸之，天下必大治矣。若否，大同之

德無修，私智之妄心一立，人心紛擾不齊。以強力用

於天下，則人心效仿，詭詐之風必行，淩奪之事即生，

兵革之事遂起，天下紊亂難治。故以力強勝於人之事

俱增，社稷必不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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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教天下 德貫古今～ 
 

【鈔文】觀教天下，德貫古今者，聖人立教，以道

德教化萬民於無為，明君治理天下，虛心於無為之道。

以無為共立之內聖外王者，名曰「聖王」也。雙如日

月麗天，光明普照，未嘗私照，故光明能通天地之大。

聖王之德大公無私，故德行能化天下之廣。天下得如

是雙美之無為教化與治理，正氣盈滿，人性本善自然

流露，謙讓德風普熏社會，人人誠意正心，遵道修德。

聖王之性光（心性之光），點燃萬民之性光，光光相

照，齊放光明。溢美天下，德被萬民，天下百姓必頌

其澤，懷其德，樂其業。則萬民之身家、鄉國，乃至

世界天下，皆同心同德，同歸於自性無為大道。 

 

  聖王無為愛民，觀天下萬民之身，同於自身；觀

天下萬家之家，同於自家；觀天下萬鄉之鄉，同於自

鄉；觀世界萬國之國，同於自國；觀宇宙天地之天下，

同自天下。當此之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要圖，無不圓融矣。德無不同之德，謂大同之德，

故修此德者，修及於天下也；觀無不同之觀，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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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故觀此觀者，觀至於天下也。聖王大同之德，

德觀天下萬民；無為之道，治理天下萬事萬物。自本

而支，自源而流，以一身之道，己身之德，推及於家

庭、社會、國家及全天下。仰觀天道之日月星辰，此

德無處不感應。俯察地理之山川澤海，此德無所不運

化。聖王道行天下，德用無方，周遍無邊，德貫古今，

廣遠莫測，通乎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