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的天道自然與道德思想 

                                     胡靖陽 會員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老子對「道」這股力量誕生的詮釋，老

子認為天下萬物周而復始皆有其準則和規律，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促使

著他們運轉，在《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中提到：「吾不知其名，強

名曰道。」由於這股力量尚無人知祂之偉大，亦沒有名稱，因此老子

將祂稱呼強名為「道」，道這股力量無色無味，沒有形體，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但它確實存在於我們生活周遭，並無時無刻不影響著我們，

從每天早晨起床開始一天的生活作息到晚上就寢，皆為道的力量在背

後運作，不能背道而行，脫離陰陽準則，這即是所謂的道法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所以天、地、人三界自

古至今保持和諧，其皆為依循「道」的力量所致，老子的觀念，是非

常完整且確實的，在《道德經》的許多篇章之中，祂不斷地強調「道」

這股自然力量的存在和強大，生為萬物之中的人類，我們更是沒有任

何一丁點的力量去抵抗「道」，萬物負陰而抱陽，在道的影響之下，

萬物有清有濁，有動有靜，人有男有女，有善有惡，事有好有壞，有

黑有白，便是道的力量循環所致。 

道為一，而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之所以萬物生生不息，且隨時

間而能自行變動適應，皆是由道體循環演化而生，在道教的法事科儀



 

之中，對這股力量的詮釋同樣也是如此「天生萬物，咸歸造化之功。」

在道的運行之下，人若能依照道（及自然規律）而生活，即六腑五行

皆能調泰，與天地合一，自然休養生息，則天地祥和、萬物無爭、風

調雨順。然以古觀今，世人愈將道之真理視為繁雜執念，更將之視為

迷信，殊不知每天生活作息與所觸及之人事物，其實皆在道的掌握之

下，今尚且如此，則未來可想而知，眾生對「道」的無知及日趨漠視，

實是可哀啊！ 

修心為「道」，修身為「德」，「道德」二字是老子所創立和極

為重視的觀念，也是後世對教育制度環境之下，不斷要教導的人性觀

點，由此可見祂對於良善根本的確立，時過數千年，至今教育界依然

奉為圭臬。倫理思想是由道德之演化而成，《太上感應篇》提到「積

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藉

此可知老子對「倫理道德」之重視，因萬物受道之影響而皆有靈，若

對人、事、物無法保持尊重且守己本分，甚至跑去毀壞草木，殺生放

火，即違背大道，是天地萬物所厭之人。 

「倫理」的觀念是非常簡單卻又困難的，亦非僅憑教育而所能及，

由人一出生的家庭生活和社會背景而自然形成，當然，這些環境的生

成，也是在道的作用之下，老子對於知「道」的與否十分重視，不出

門而知天下事，是老子強調重點之一，若人天天跑出家門，才能知道



 

社會發生甚麼事，則不能稱之得道，反之，身處在家，而對世事的變

動皆瞭如指掌一般，那方才是有道之人，因為通透了道的力量在宇宙

天地運行的法則，所以可知道將會發生何事，是得「道」高深之境界。 

老子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是容易

懂卻難以成就的，更是修道之人修身養性，辛勤追求之理，人性的脆

弱，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而走偏，而偏離了道，就如同當今許多自稱

宗教高人一般，四處招收信徒來自己的道場修，試問修什麼？如何修？

修成當如何？以致許多天真不知思考的人們修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人財兩失，藉宗教名義騙取金錢實是可恥，而老百姓不知真道，殊不

知最好的道場便是自己的心靈，將心靈家庭修成一個圓滿的道才是真

正實際且困難的修行，連首先對家中的慈、儉都做不到了，在如今物

慾生活重的現代而言，又怎求謙呢？藉由認識自身和探索內心的想法

去認識最基本的「道」，才有機會與道合真。 

大道的存在，使我們在做人處事上，有個依循的準則，配合著「道」

的演進和運行，即得清靜，既得清靜，則離道又近了一步，道無經不

明、經無師不度、師無門不立，願眾等皈依於大道，道經師三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