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錄 
一、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經文---------------------------- 2  
二、清靜經 註釋------------------------------------------------ 4  

三、 清靜經 導讀 
１、 從成立時代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41  

２、 從版本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45  

３、 從老子道德經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 50  

４、 從丹道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54  1 

５、 從道教神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59  

６、 從宗教哲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63  

７、 從神哲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68  

８、 從宗教心理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72  

９、 從宗教社會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75  

10 、從道教美學的角度解悟 清靜經------------------------ 79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太上清靜經 

2 

太上老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行日月。大道無名。

長養萬物。吾不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女濁。男動女靜。降本流末。而生萬物。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神好清。

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

澄其心。而神自清。自然六慾不生。三毒消滅。所以不能

者。 

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

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見於空。觀空亦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

慾豈能生。慾既不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

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

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太上老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不德。 

下德執德。執著之者。不明道德。眾生所以不得真道者。為有妄心。

既有妄心。即驚其神。既驚其神。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便遭濁辱。流浪生死。

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馬炳文（合陽）註釋 

清靜經 註釋 

先天一道章第一 

太上老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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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混元圖記載：「老君無世不出，先塵劫而行化，後無極而常存，

隱顯莫測，變化無窮，無為自然，永劫綿綿，陰翊皇度，

玄之又玄，普度天人，不可具述。」老君雖累世化身，但

未有誕生之蹟，到了商朝第十八王陽甲之時，乃分神化炁，寄胎於玄

妙玉女八十一年，至武丁庚辰年二月十五日卯時，從聖母左腋降生，

誕生之地，即古之楚國苦縣瀬鄉曲仁里，即現今之安徽省渦陽縣渦河

北岸十二里鄭店子村，有遺址名曰天靜宮又名中太清宮在焉。太上道

祖誕生之後曾在商朝為柱下史的小官多年，後將道法傳授給涵谷關關

令尹喜真人，著有西昇經，並接受孔子多次來訪問禮，而將道法默傳

於孔子，如今仍可在孔子的著作中，尋出「道家修真」有據隱而未能

直言之真訣妙法，至於他完成一部巨著道德經後遂西出涵谷，到西域

印度等國弘法利生，無量功德，難可備述。本書清靜經，乃係太上老

君另一巨著，不知始於何時。 

仙人葛玄仙翁曰:「吾得此道，曾誦此經萬遍，蓋此經乃是天人

所習，本來不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金闕帝

君，金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係口口相傳，不記文字，吾今於世書

而錄之，上士悟之，昇為天官；中士悟之，南宮列仙；下士得之，在

世長年，遊行三界，昇入金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即得十天善神，擁護其人，

然後玉符保神，金液鍊形，形神俱妙，與道合真。」 

此經之無比珍貴，於葛左二真人之言中可知，吾等後學，實應熟

讀細參，默修默證，度了自己，再度眾生以及列祖列宗可也。下係經

文淺釋。 

大道無形 生育天地 
道的解釋，是沒有天地以前，有一個沒有形狀的最高能源，它獨

立獨存在太空中周行不殆，現在世間所有有形有象的後天萬物，皆是

由它所生，它是不可名狀之物，而又大而無外，故名之曰大道。這個

大道。永恆不滅，萬天萬地，從它而生，由它而養，最後由它化解，

還元收場，它是萬有之源，萬化之本。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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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無情 運行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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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喜、怒、哀、樂、好、惡，種種妄念，皆是從一個「情」字之中

幻化而發出，對外才有不同的表現，然而不可名狀的大道，雖然萬有

都在它涵蓋包容之中，但它則是一視同仁，沒有半點偏愛及私護，觀

乎銀河大宇宙中，無際無邊無盡無量的日月星宿，浩浩蕩蕩共同在大

宇宙中旋轉運行，沒有止息，也沒有偏差，試思言種充沛

的能力及作為，是誰給它的呢？那就是沒有一分一亳私情

的大道。 

大道無名 長養萬物 
有了大道之後，初生先天一炁，再生遍滿太空的元氣，後生環繞

地球的大氣，元氣大氣交配，而産生不可名狀的萬物，長養所有的萬

物。 

吾不知其名 強名曰道 
這種大道，是萬有出生的根源，就連太上老君也不知它的真正名

字為何，勉強給它一個名字，字之曰道。 

總釋 
此章是道祖教人知道什麼是萬有的根源，而這個根源，是沒有形

狀、沒有情慾、沒有名字的大道之體，它是天地萬有出生之窩及運作

長養的唯一操持者。沒有它，世界將是冥頑不靈，亳無生理及生機之

可言，凡是有智慧的人士，應當觀察它的永恆常存，而向它去學習，

這便叫做學道。 

學它的什麼呢？第一要學它的無形，所以老君教人曰:「外其身而身

修，忘其形而形存」。又教人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

無身，吾又何患」。第二要學它的無情，無情就是無念，就是沒有七

情六慾，能沒有七情六慾，心地才能清靜，本性才能永住。第三要學

它的無名，名是名字，萬象萬名，皆從無名中生出，修行的人如果能

做到捨去有形之身，忘掉肉體之我，即是大道無形之功夫；能做到一

念不動，心地圓滿無缺，有如十五之月，中天之日，即是大道無情之

功夫；能做到上述的無形無情之後，在你性海無波之中，到了無一物

之可思，無一事之可言，不可名狀的元始先天境界，這個境界，即是

神仙及萬有之根，到了這裡，便是不可名狀所謂無名的大道之體了，

到此則萬福併臻，圓滿無缺，常此涵養下去，經過了千變萬化，先天

 



大道必然有成了。 

造化自然章第二 

夫道者 有清有濁 有動有靜 天清地濁 天動地靜 男清女濁 

男動女靜 降本流末 而生萬物 

5 

古人說:「為大於其細」上述大道之中，由無生有，

而生萬事萬物，如同一個人體之中，有了萬脈及無數細胞

一般，這樣；人體是大道，而細胞便是小道了，孔子曰:「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也」，此言確實有據，觀乎大宇宙中，有清水，也有濁水，

有動態，也有靜體，有天有地，天動而清，地凝而濁。有男有女，男

子好動，女子好靜，男子有神氣之清，女子有敗血之濁，這等天地男

女清濁動靜的不同，便是大道造化之中所衍生的小道，大道是本，小

道是末，末由本立，古聖云:「本立而道生」，於此可見。 

清者濁之源 動者靜之基 
清、濁、動、靜，乃相對態，例如有了青天，才有濁雲密霧。運

動到了極則便是安靜之體。兩者互異互換的運作，才能形成了生生化

化無窮無盡的大道之行。 

人能常清靜 天地悉皆歸 
人能忘其肉體，即是放下此身的有形監獄；有念無念，全都不用，

即是放下心的無形牢寵；這便是與大道合體而步入「大道無名」的疇

範了。能如此，那麼人心便是道心，人身乃是法身，如此身心，既清

且靜，可以容納天地而包涵萬有了。人為萬物之靈，也於此可以自知

了。 

總釋 
所謂大道中的造化，乃是大道中自然而然大公無私的運作，絲亳

沒有一點自私的作為，這樣才能做到「大道之行也，天下為公」的境

界，清、濁、動、靜、天、地、男、女、萬事萬物之生生化化，由本

到末的運行，浩浩蕩蕩無盡無休，人類際於其中，如果迷於萬境，隨

波逐流，便是生死輪迴！如果放下身心，合於大道的清靜無為，便是

道包天地，德被眾生的高人了。 

全神合道章第三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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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神好清 而心擾之 
神是人的元神本性，來自無極中真陽之靈，心是元氣結成的東

西，故古人說:「性而心也，一靈之中炯」。西王母曰:「聲色不止神

不清，思慮不止心不寧，心不寧兮神不靈，神不靈兮道不成。」 

大道本無邪魔，邪魔是起於人心為外境污染後所化生之障礙，此

障一起，元神失去清靜而化為污濁的識神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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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好靜 而欲牽之 
七情六慾，是識神著了外境而生之貪念，元氣所結成之心，本來也是

好靜，但貪欲之念一經萌生，則內賊作亂，牽動一心，不再平安了。 

常能遣其欲 而心自靜 
古仙云:「慾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乃

道家遣慾的法訣。 

澄其心而神自清 
有水方能澄之使清，道家修煉所用之水，即在華池之中，水之前

身是氣，華池是比喻方寸之地的玄關一竅，心中之化神入於氣中，先

凝聚而後溶化，凝凝溶溶，溶溶凝凝，守之以虛，忘之以無，自然而

然心境漸漸朗徹，元神清明而超出六根六塵了。 

自然六欲不生 三毒消滅 
色欲，形貌，威儀姿態

言語音聲，細滑，人想是六慾。陰精、陰氣、陰神是三毒。 

這九種巨毒，乃是為害道人性命的罪魁禍首，也是一股可以傷害性命

的邪淫之火，修道之人，如能用先天元氣及先天一炁之真水，則可遣

慾澄心於真水之中，把此邪毒之火熄滅滌靜，則自性元神必會如出水

的紅蓮不再染塵了。佛云:「蓮開泥水，端坐佛陀」，亦此義也。 

所以不能者 
名利、喜怒、聲色、滋味、皆是動心污神之物，如被此物所牽，

不能糾正，則性亂情惑，永無出塵之一日。 

為心未澄 欲未遣也 
心不澄不清，慾不遣不靜，往昔帝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聞後，

急以清水洗耳，這是懼怕外境污染自性的表現，也是澄心遣慾的緊急

作為。要之能澄心遣慾，才能心性圓明，能心性圓明，才能脫出紅塵

 



萬劫之外，反之，將必蛻骨如山了。 

能遣之者 
古人云:「鐵甲將軍夜度關，朝臣待漏五更寒，日出三竿仍未起，

算來名利莫如閑」，這是遣欲後所得到的清靜滋味，人生百年，一過

客耳，何必為了身外之物，而失去身內寶貴之精華，以促其速死！ 

內觀其心 心無其心 7 

此心不介入正、邪、順、逆，便是無心，無心之心，才是真心。

真心之內，是元神所居之地，元神安居於此，才能成全本性之德，而

合虛無中無形無名的大道。 

外觀其形 形無其形 
肉體之形，乃本性元神之枷鎖，此肉體所以能形成者，觀乎太玄

真人之言可知矣，真人曰:「一點圓明等太虛，只因念起結成軀，若

能放下迴光照，依舊清虛一物無」。 

玄天上帝成道於武當山的捨身崖，即此捨身二字，便是玄門中無

上仙訣，不知捨身者，古真譏之為「守屍鬼」！守此膿血之物，試問

與道門中的「大道無形」，佛門中的「無我相」，儒門中的「毋我」三

教祖訓如何相符？違了祖訓，即背道矣！此點，凡吾後學，不可不知

也。 

遠觀其物 物無其物 
宇宙中有形之萬物，乃是幻化而生之假物；而遍滿虛空中，大道

先天精華之物乃是能生天地萬物之真物，這種真物，老子曰:「道之

為物，唯恍唯惚，」又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修道之士，應當

認取先天恍惚中的真物，而放下後天有形的假物，如此纔算修道修真。 

三者既悟 惟見於空 
凡夫俗子，皆執著身、心、及外物三樣東西，而學道之人，又往

往執著外面的法界，內裏的元神，遠處的應化（神通），以致『凡』

不能證『聖』，『聖』不能成『神』！如果能了悟肉體是假，人心是幻，

外物是魔，而皆摒棄，使大道賦予之神性，元氣所給之命寶合而為一，

步入先天無形無情無名大道之中，即可超凡證聖了。再進一步把法

界、元神、應化，悉皆化去，便是到達「聖而不可知之謂神」的高上

境界了。到此境界，即是真空的境界了。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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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空亦空 空無所空 
大道無象，空亦有空象也，應再把此空象也加以忘去，則真空之

境更加擴大與真實了。石杏林真人曰:「不知丹訣妙，終日翫真空」。

能把此真空之道體，抱一以守，則丹訣無盡之妙，自可體會了。 

所空既無 無無亦無 

8 大道無盡，修道到了空也沒有處所之後，空也沒有

了，如果仍然有空，則不能到達無的境界，再進一步做到無之又無，

則無亦不立。 

古仙教人「有無俱遣」，此乃遣無之道也。 

無無既無 湛然常寂 
萬有萬法，皆歸於無，功夫到了無也沒有，則萬法皆空，一團極

天蟠地的先天母氣，全其湛然而又圓滿之真體，「寂兮寥兮，獨立而

不改」其真常了。 

寂無所寂 欲豈能生 
寂的功夫，做到寂亦不存，乃是到了無為、無事、無慾的境界。

古云:「聖人何思何慮」是也。 

欲既不生 即是真靜 
求靜必先遣慾，無慾則無擾，無擾則可晉入真靜，真靜中涵蓋了

大宇宙中的一切一切，可以成就本性中大一統的洞天，使它純之又

純，以達真之又真。 

真常應物 
「寂然不動，感而遂通」，「感而遂通」，依舊「寂然不動」。乃是

真常應物之狀。 

真常得性 
性是身心中之主宰，能做到身心寂然不動，則元神本性，可以安

居其中，不再飄流而成長光大，先將一身之精華，團結和合而成至寶，

晉而攢五行、會八卦、把大宇宙的精華，凝結成真，那便可以參天地

之化育而與宇宙一體了。 

呂祖云:「真常能應物，應物自不迷，不迷性自住，性住氣自迴，

氣迴丹自結，壺中配坎離」。 

 



常應常靜 常清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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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來則應」，常應則無所不應。常者道體也，應者靈機也，言

道體可以隨機而應萬變也。「事去則忘」，如浮雲過空，雲過則天又清

又靜矣。基此前參，則知不管天之有雲無雲，而天體本靜，不管心之

有事無事，皆可常若無心，無心之心，是為道心，是為真心，真心者，

乃清靜無染之心也，亦即可應萬境萬變而永恆不變之心

也。 

如此清靜 漸入真道 既入真道 名為得道 
人能清靜無染，即是元神本性恢復正常，清靜之心性，即是大道

之真，保此道真，抱元守一，不再失守，便叫做得道之人。 

雖名得道 實無所得 
大道之體，虛靈而無塵物，有人修道，做到頂有圓光，雲生足下，

上真仍呵之為幻！一定要做到如老聖所說:「視之不見」「聽而不聞」

「博之不得」，纔是本性之虛靈在抱，成為真正得道之人。然而到此

境界，仍應損之又損，歸於無極，方屬妥善。 

為化眾生 名為得道 
眾生者，萬物萬事萬念也，化者度也，化度眾生者，將此萬物返

于無物；萬事返于無事；萬念歸于無念也一定要做到「萬物玄同，無

是無非」，纔算度盡眾生而道功圓成。自性的一真境界之中，再無半

點邪妄，方為得道之士。 

能悟之者 可傳聖道 
上述形、情、名三者，乃屬道人修道之性功，性功之外，仍有命

功在焉。所謂命功者，古人曰:「命而身也，一氣之周流」，蓋充滿天

高地厚之間，有一團廣大無際的元始祖氣，現今所謂之最高「能源」，

它永恆的周流不息，化生三界，廣佈周天，道人如想具有握此氣機之

能為，必先了悟本性，進而建全本性，方能使不可名狀而具有無比威

力，（易經曰:「群龍無首」，張紫陽真人曰:「無限神龍盡失驚」），可

以貫金透石的祖氣，隨心御之，而無所不通不達，才算是「流傳聖道」。 

總釋 
此章要點，在「遣欲」「澄心」，將功夫做到「無心」「無形」「無物」

的境境之後，還要把「空」「無」及湛然之「寂」，也當做有名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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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而忘之。以達於「真常」「清靜」而做到「得道」的成果。 

所謂得道，所得並非有形有象之道，乃是得證虛靈本性圓滿無缺

之道，得了此道之後，可以應物應事，玄同萬物，妙合先天的母氣，

而涵蓋運化於萬有的內外-綿綿無盡了。 

賢愚見識章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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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老君曰 上士無爭 下士好爭 
有修為有涵養的上等智慧之人，不與外界爭勝爭強，他只要正心

誠意，以靈性守護命寶一天，即可奪天地一年之正炁，此乃雲從龍、

風從虎、氣從神之事例也。氣能化神而使性天廣大，此乃上士所獲之

福也。至於下士，由於多慾，爭取身外之物，而失其內在之真，終使

神喪氣絕，豈不哀哉！此乃賢愚之人識見及作為不同之處也。 

上德不德 下德執德 
上德之人，即使修到神仙天仙之位，仍然是「有若無，實若虛」，

「清靜無為」而不自足自滿。下德之人，一味從事「有為」之法，飄

流浮沈於「形」「情」「名」三害之，內無法突破小我而進入無我的高

上境界。 

執著之者 不名道德 
無極中的真陽(母炁)，乃是真道，人能得之而成性叫做德。此道

此德，是吾人之本源，應無念以養，無心以存，如此存養，纔能名為

有道有德之士。如果執色執空，執有執無，即是墜入死角，而不能自

拔了。 

 

總釋 
上士者，上德之人也。下士者，下德之人也，人能安分守己，善

保自性，摒去一切塵障，樂道抱德，自然靈性昇華，福壽無彊，切莫

執著一事一物而自困愁城，成為一個失去道德，孤苦而又飄泊於苦海

的罪業之人。 

台灣近來有兩位年逾百歲之老人，一為居於阿里山之男性老農，他如

是高齡，仍健步如飛，聲如洪鐘，他人詢其養生之道，初則不答，久

而始告之曰:「我有六個字的養生之法-一是「運動」，人不運動，就

是「不行了」！所以我每天必要運動，使氣血得以周流。二是「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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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發怒及悲哀，如同遇上炎夏及寒冬一般，如果心存歡喜，就如溫

和的春天，春天來了，萬物欣欣向榮，人心喜悅，則全身細胞如同萬

物逢春，必然身體健康。三為「知足」，一切煩惱，均起於不知足後

的貪求，貪求無厭，不管所欲之物，取得與否，總是已使自己的精神

受到損傷，如果能安於現在的環境，不管貧富男女，既得為人，都應

感謝天恩祖德而心滿意足，如此知足，自然內心長樂而身

心健康了。 

一為女性，雖已年邁，但耳聰目明，說話口齒非常清楚，她因骨

折就醫，別人向她問道:「老人家，如何能活得這樣高壽？」此老應

曰:「這是老天爺的意思」。這簡單的一句話，雖然乍聽起來，沒有什

麼稀奇，但其中含意非常深遠-蓋此老已以天心為心，到了「無我」

的境界，則她的生命，由於以天為心，天意為意，已與天的生命結合

一起了，這位老人家已算是得道的高人而沒有執著了。蓋不執於一

隅，則其身心必真必廣。 

應現無方章第五 

眾生所以不得真道者 為有妄心 
芸芸眾生，生生死死，蛻骨如山，而不能得道上昇者，乃係貪圖

塵世中「形」「情」「名」而起之狂妄而無止息之邪念妄心也。有此妄

念，則神不清而氣不寧，終至神昏氣散，淪入敗部，遭受生死不停之

苦難。 

既有妄心 即驚其神 
妄心者乃忘念也。即念中成份含有七情六慾也。此種妄念妄想，

産於心中，則立刻使元神受驚，甚至使元神異位而化為識神之小我，

佛云:「有我罪即生」矣。 

 

既驚其神 即著萬物 
元神寶座被識神入主之後，則妄念湧出，而念中所藏者，皆屬有

形有情有名的萬物，勢必與物混合以至於與物俱腐。 

既著萬物 即生貪求 
飽暖思淫慾，必欲貪之。飢寒生盜心，必欲取之。貪取之後，得

之必傷元神。不得強奪，必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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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生貪求 即是煩惱 
蘇東坡曰:「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如貪非份之物而欲

取之，不論取得與否，其於事前、事後，必皆煩惱交集而擾亂此人之

心田，贏得煩惱一籮筐而已。 

煩惱妄想 憂苦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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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中，奸人作亂，則一國不寧。一家之中，壞人

鬧事，則一家憂傷。一心之中，妄想叢生，則神氣荒蕪而為害身心。 

便遭濁辱 流浪生死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污濁合流者必被污辱，全神全氣無

念忘形者則仙，神氣殘缺妄念不息者則鬼，為仙則昇入清虛大羅之

天，為鬼則墜入苦海冤獄之地，飛昇與流浪全在自為，莫怨天！莫尤

人！ 

常沈苦海 永失真道 
真道者，乃係虛靈本性與元始祖氣(炁)合一而成者也。此為吾人

之根，亦是眾生之源，能保此根源者，即可昇為仙真，失此根源者，

必然淪為下鬼，為仙則高居天堂，萬福駢臻；為鬼則常沉苦海，永失

真道。 

真常之道 悟者自得 
正心誠意，實踐忠孝仁愛，乃是行使真常之道的開端，至於內修

證聖成真之功，則在於自悟二字；何謂「自」？如何「悟」？茲分釋

如后: 

○自-天(無極)賦吾人之真陽元神，叫做天命之謂性，此性乃與生俱

來，不假外求，是吾人唯一無二的主宰，故名曰〞自〝。道家有〞煉

己〝之學，即是自己修煉自己之本性也。不靈不明者，煉去外染之污，

使之恢復靈明，並加以存養之功，使之壯大。聖人云:「成性存存」

是也。 

○悟-卜者，乃豎心也。即通天徹地之直心也。古人云:「直心即是道

場」，即此-也。而「-」之兩側「八」者，乃一陰一陽也。吾者「五」

「口」也，上「五」者乃金木水火土之五行也，亦即精神魂魄意也。

下「口」者，口乃無極圈○。修士修道應: 

(一)把-兩旁之「八」，併入這個     通天徹地的直心「-」之中，而

成直立之一成為沒有分別心之道心。所謂「一心一德」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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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精(水)神(火)魂(木)魄(金)意(土)的五行之物，乃修道之內寶，

必使這五行合一，纔能成為昇仙入道之造化，如何使之合一呢？

吾人應做神氣和合之功是也。神者火也，氣者水也，只要神氣和

合，即是水火合一。至此金(魄)木(魂)吾人可驗之矣。金-凡金

屬之物，加火則化為液體，液體即水也。二金相錯，則立刻生火，

由此可知金者乃水火之變體也，水火在握，自然金在

其中矣。至於木，木者可以鑽之生火，扭之生水，亦

係水火之變體，得了水火，木亦即在其中矣。至於水火二者，水

力可以發電而生火，大海之中，夜半因波濤之動盪而産生火光，

由此可知火在水中矣。於此可知金木火之源，完全在於水中，至

於水之與土-在地球之中，山有多高，即水有多高，高山之顛，

仍有泉水湧出，土者，以真土為真，以泥塊之土為假，何謂真土？

土塊之前身，元氣是也。地球未形成之前，乃係一團雲氣在空中

盤旋，久而化為有質的大地之土，而實際之真土，乃是元氣也。

由此可知五行由水所化，水由氣化者也。試問元氣果係唯一之真

土乎？曰:非也。元氣産生於真空之中，氣是真空中之 妙有，真

空與妙有合而為一，即是金木水火土亦即精神魂魄意五者合一而

入無極○真空之中也。 

(三)將前者第(一)節中之-，再與第(二)節中之○合而一以貫之，即

是一個「中」字，老子曰:「道在人中，人在道中」，此乃道祖之

所言，亦即吾人所謂應○悟者也。 

如能這樣悟通造化，加以實踐修持，自然可以得道也。 

得悟道者 常清靜矣 
○者，無極也。真空也。-者，「放之則彌六合」，可以通過高山

大海，無盡太空，而成為其大無外之靈寶:「卷之則退藏於密」，而成

為○，其小無內之一點「．」，二者合一，即成☉，此乃真空中之妙

有也，亦即無極之真陽也。仙佛聖真，皆由此出；大地山河，日月星

辰，皆從此産；是謂無形無情無名之大道，是謂清靜無為之道體。 

此道體也，「生生者不生，化化者不化」永恆而無變遷，故謂之

真常，人之修行能及於此，則可證清靜無染真常之道體矣。人人皆從

此處源頭而來，自應返本還元，仍返回此故鄉之中，未知有道之君子，

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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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釋 
此章明言眾生不能得道之緣由，是由於妄念之起，貪求身外有形

之萬物，不管得到與否，皆是大傷神氣損我靈寶，以致流浪生死，常

沈苦海濁辱之中，受苦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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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棄惡向善，進修性命真常之道，一旦了悟大道的原理及事

實，修之不輟，在不知不覺中，自會有成，以達於常清常

靜有至樂而再無苦難的真常境界。 

據道書所載，吾國自古及今，得道者不計其數，拔宅飛昇者，八

千餘處，人人面前皆有一條上昇之路，近在咫尺，有志者皆可由此路

而登清靜真常之無量壽域，愚於此祈禱上天，願無量眾生，人人得道，

個個昇仙。 

 



清靜經   導讀 

從成立時代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洪啟元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妙經》簡稱《清靜經》或《常清靜經》 

，今《道藏》中有白文本及各家註本共七種。本經文字共三百九十一

字，經後有仙人葛仙翁、左玄真人、正一真人三篇讚語。關於此經的

成立時代，根據考證應為唐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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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靜經》的註者共七篇，而此七篇註本當中，

應屬杜光庭註本為最早，杜光庭為唐末五代人，因此《清

靜經》應屬晚唐以前的作品。 

(二) 洞神部玉訣類是字號的無名氏註本，則記錄太極真人向唐

同昌公主傳授五戒、十善、六齋、三會、五臘、五忌之法，

並誡其當奉持《清靜經》之事。註中亦記唐時靈驗故事，

以宣揚此經的神應。可見此經在唐時已普遍流傳。 

由以上兩點可知此經成立於唐代殆無疑義。另從此經文字用例來

看，如三毒、六慾等詞彙並不常見於六朝以前的古籍。故應為六

朝後之作品而非葛洪所作。疑為後世道流所依託，作者並不可知。 

   本經文詞用法揉合儒釋道三家詞語，故作者應是容攝三教思

想者。其經文的意義，包含道教的道、佛教的三業、三界說法以

及儒家的道德說，但其基於思想仍為老子道的本體論與人生論。 

至於此經的成立背景唐時的宗教情况，唐朝初期為崇道抑佛，

此乃李氏崇拜老子的緣故所致。至武后朝，則成為崇佛棄道，這

種反覆的情況和六朝時期非常相似，所以佛道並存在唐代，祇是

一方顯明，另一方則灰暗，並非消失。到晚唐時因政治更加混亂，

人民浮奢，遂需要一些教化人心的教材來加以規範，宗教於此便

發生了靜化的作用。亦因為佛道並存，所以彼此的作品當中皆有

對方的思想陰影存在，藉以吸收社會民眾的認同，故劃分並没有

很清楚。而這部經典的主旨在講清靜、無欲、陰陽等觀念，其演

變符合唐代社會狀況所需，更加深此經為唐朝作品的可信度。 

許多宗教作品都必須適合人民的需要，更必須反映當時的社會

狀況，就像《清靜經》中以清靜為宗，以澄心遣欲為本，皆是因

應時代所需，因為唐代人民喜好逸樂，所以此篇極適合當時社會

民眾，藉由此篇以喚回當時缺乏的精神。白雲霽《道藏目錄詳註》

云：此經喻清經二字，要人方寸虛明，獨露真體。這一點也是歷

代道士所重視的修煉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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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經思想為道教基本理論，故廣為各道門所吸收，推闡既

久，影響漸廣，各派皆將之列入本派家當中。金元之際，全真興

起後，此經為其日常持誦功課之經典，在領受初真戒時必須誦習

此經，其亦利用此經為內丹性命煉養之基礎，由此可知此篇經文

在全真道中的地位，極有其研究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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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版本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李苔青 

   現存《道藏》中《清靜經》(洞神部玉訣類是字號)的註本共有七

家版本，各家因時代背景的不同，以及修道理論的差異，故註解的宗

旨與方向多少會有些出入。底下僅就時代先後分述之。 

   杜光庭註本。唐末五代。註本釋經題曰：「清者元也，靜者氣也，

經者法也」。故曰《清靜經》為元氣法；主旨在靜心去欲，以體道合

真宣解經義，另以存三守一之養氣說引申經理。《清靜經》本具儒釋

道三教融合之特色，在杜氏之註中更見發揮：「三教聖人，所說各異，

其理一也」的道理。 

   王玠註本，宋代。前序稱《清靜經》垂示生死之因，教人領悟三

生之理，是為「諸經之首」。其註引聖賢之言，並繪圖輔之；如王玠

以周敦頤《太極圖》比喻道家有無動靜之理，而推論丹道之微妙，強

調性命雙修。經後人水精子增註後（《道藏》未收），王玠之註本為《清

靜經》最通行的版本。 

   候善淵註本。金世宗時。其解主張「大道中無文字，文字中無大

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耳相傳」。篇後附記葛仙翁、左玄真人、

正一真人贊語。旨在闡明言外經旨，發揮無、空與無為之義。 

   李道純註本。元世祖時。本註旨在論述道的體用與清靜的則。多

援用《易》、《老》之說，從道教的本始教育來闡述《清靜經》的義理。 

   無名氏註本。元代。所註亦是發揮清靜無為之義，並加入內丹、

外丹、齋戒與誦念《清靜經》，以達相輔相成的目的。註文以心、形、

物俱為幻化之境，但滅動心，不滅照心為主旨。因註後還有評註性的

「論曰」，故疑此版本並非一人之作。 

   元代道士註本。此註本有註無經，首列《大道淵源老氏聖紀》，敍

老子誌化。次列《混元三寶之圖》、《初真內觀靜定之圖》、《金丹大道

大圖》，以存三抱一，靜鎮百關釋之。末列《傳經證道品》，註中依次

引證真人之語，解釋傳經、開經、知覺、明師、口訣、行功、成道、

 



超凡、入聖等階品，將持誦《清靜經》與忠孝為先，內丹修煉相結合，

實為全真道性命雙修之宗旨。 

王元暉註本。元代。註中多引丘處機、馬鈺、劉處玄、牛道淳之

語。其解廣泛援引丹經（如《黃庭經》）及丹家之語，可謂全真道內

丹集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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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藏外道書》第三冊收有《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八

洞仙祖合註》一卷，為《重刊道藏輯要》續補的藏外道書。 

其次，與《太上老君說常清靜妙經》的相關著作，有《太上老君

清靜心經》一卷。其內容大體同於《妙經》，成立時代在《妙經》之

後；二經之本旨皆清靜為宗，以澄心遣欲為本，取佛教空寂之說來闡

明清靜無為之義理。 

二經相異處為《心經》約略六百字，其中有七言偈語；而《妙經》

共有三百九十一字，較為精鍊，且有杜光庭等七種註解版本，因此可

見《妙經》之流傳較為廣遠。亦顯示《妙經》體大思精，具有無限深

遠的意義，可容納不同角度的解讀。 

 

從老子《道德經》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李美玲 

   老子《道德經》中的道體論，認為道無始無終、無所不在、無所

不為、無形無像、無聲無味。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所以，道是超

越表象的，是一種自然運行的法則，人是自然萬物的一員，當然也存

在於這個運行的法則之中，如果人要去抗拒這個自然的法則，即是違

背天體運行的規律，那麼只有自取滅亡一途了。「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老子強調自然即道，並認為：道常無為，而不

為，侯王若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看似消極，其實卻是處世安邦最佳

的利器。將「無為而無所不為」的哲學應用於是人類社會，凡人與人

間，國與國間，只要是不為害的就無所不為，這樣才合於宇宙的自然

真理，才是人類必須遵守的宇宙自然法則。 

   老子強調無為重視自然。道生長萬物，都只是自然的作為，不是

刻意的經營，不偏不私，虛靜無為，即清靜自然的生活；老子認為：

人生的痛苦，主要是因為私心太重、慾望太多、世俗的榮辱與福禍，

都會動搖人的心志，使人沈迷於貪、瞋、癡的慾念之中，趨榮避辱、

患得患失，無法知足、節制，最後陷於感官聲色之中，淪為慾念的奴

隷而終至無法自拔…。《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中也提到：「夫人神好

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神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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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自然六慾不生，三毒消滅。」一個人如果常常心為物轉，神為

心役，心神無法清靜，那麼道將如何存在呢？如果人心能守靜，則能

制慾，能制慾則道存哉！如果真能如此清靜，則能漸入真道，既入真

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

傳聖道，這才是得道最後的目的與意義。 

18
    《清靜經》中提到，人之所以不得道，乃是因人有妄

心、貪求、好爭，故煩惱生，於是失真道。在老子的人生

哲學之中也如此告誡世人：要不爭、守柔、善下，這是一種以退為進

的人生處世哲學，一個好爭的人，即使爭到了他想要的，也會為他自

己帶來痛苦和不安；而一個不好爭的人，由於他不爭，所以內心平靜

自在，反而没有人能够和他爭，容易獲得最後的成功。 

   老子亦主張抱樸守真，致虛守靜。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觀復。老子崇尚自然無為的生活，就是簡單的生活，心常清靜，

節制慾望，所以容易滿足，不會妄求貪慾，因此可以為自己帶來，真

正純樸自然的生活。同樣的，這樣的思想衍生用在《清靜經》中，便

是要求一個人，心要能守靜，不為物役，而神自能清，故六慾不生，

才能潛心悟道，倘若心不能守靜常為物慾，追逐慾望尚不夠了，那還

能悟道？ 

   人如果凡事不強求，不刻意妄為，知足而僅節制，常保一顆清靜

心，讓自己過著自然簡單的生活，那麼痛苦與煩惱將無從生起，也才

有可能悟得真道，故《清靜經》中最後提到：「真常之道，悟得自得，

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準此以觀，《清靜經》實是老學的進一步發

揮。 

 



從丹道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李文琦 

  莊子《人間世》心齋論中所強調的『虛靜』與《清靜經》中「常清

靜」的觀念，實有異曲同工之妙。兩者皆指向由叡靜而入深，在一層

深入一層的入靜之後，使自己契入混沌境界，此時心的知覺已不生作

用，進而達到真正的與萬物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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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家內丹的仙道煉養上，前述的思想，可謂修行之

軸心。論北宗南宗，或任何道派，在修行上莫不以清靜或

虛靜為主旨。其存思、守竅之法則，即是依此循序漸進，以証悟仙道

生命的終極境界。凡人往往是六慾橫生，而使三毒橫行，而漸遠離真

常之道，唯有明悟「常清靜」，方可澄其心、清其神，而斷六慾、剷

三毒。在《道藏》目前所收的《清靜經》註本中，其於丹道的了悟各

家有不同的見解。茲詳述於下： 

   元李道純的註本是循經文為解，以道的體用與清靜原則，為心性

的工夫。無名氏註本，則一方面發揮經文清靜無為之義，另一方面又

加入內丹、外丹、齋戒與誦念《清靜經》彼此相合為用，實為全真道

性命雙修之旨的發揮。王元暉註本，乃廣引諸丹經及丹家之語，而將

《常清靜經》解為內丹經。其註徵引宏當，析理精闢，可謂元代全真

內丹思想集註。 

   諸家丹道學註本中，以王玠註本最善，亦最為通行。王玠是註文

辭簡質，直解經義，不重訓詁。其作圖輔助說明丹道修煉之旨，實源

於陳搏、劉牧、周敦頤。亦據周子《太極圖》比喻道家有無動靜之理，

而推論丹道之微妙。以下為王玠之篡圖解註二圖： 

圖一：吾不知其名，強名曰道一言者是誰 

 

◎渾淪無象
迎之不見在首

隨之不見在後吾不知其名強名曰道○，故曰
金丹之體 

象帝之先 
 
   此圖說明道乃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以

道存無體，神化無方。道德經亦指出：「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信。」 

圖二：夫人神好清而心擾之。勤念即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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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有生有死

此圖說明此神非是思慮神，乃與元始相比肩，大則包地包天，小

則藏諸一粟，朗朗澄澈，豈可以有好清。若以神思，神便非神也。何

況神好清而人卻不知，則心地愈生雜念，擾之不寧。道德經亦云：「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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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以論，《清靜經》在元代作為全真道鼎盛時期的道

門功課，其所蘊藏的性理與命功，除結合早晚課的儀式行為外，更是

丹道修煉的指導原理，為全真道士二六時中所奉行不渝的教內聖典。 

 

 

從道教神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劉怡君 

   本文嘗試由道教神學的角度，探討「道。道言。道言的聆聽者」

之間的關係，解讀《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的經文內容，從而呼應道

教神學中的濟度思想，以彰顯本經在解決人類出路方面的終極意義。 

   經文首言「老君曰……   」，佐以經名「太上老君說……   」，

我們當可看出此經為太上老君所言說。在道教信仰內部的觀念裡，老

君為無世不存的永在天尊，祂是道所凝聚的一個終極實體，也是道的

化身。透過老君的歷世化生，大道參予並揭露了每個時空的道啟與道

言，因天時傳道，以天機度人，內在於萬物而協助萬物經歷一次又一

次生命的煉度。」 

   經中接著提到了道的體和用：困其無形，而能生育天地；因其無

情，而能運行日月；因其無名，而能長養萬物。衪是兩極性的根源（清

/濁、動/靜），然其二元屬性的根本，則是在清與靜。從這裡，我們

將可以看出道化生、生化萬物的原則，正在於「降本流末」；也就是

說：道創生了萬物，因道言而成了肉身，因此人的肉身可視為道的律

動性神性生命語言的展現；也因此人身亦具備了靈寶祖，與天地、宇

宙同源同構（皆為道），故能夠聆聴、學習與彰顯道言和道啟。 

   道言與道啟又傳達了什麼訊息呢？既然道的本質是清靜的，人理

應復歸於清靜，才能夠返回於道。經文中詳列了如何回歸清靜的方

法，也清楚地啟示了回歸清靜後的境況，甚而告誡了人們若不能復歸

清靜，將沉淪到何種情況。這些啟示，皆是清晰而明確的：衪明白地

告知奉道者該如何靜化自己的身心，如何明白大道作為萬物的根源，

其自身是一個完善的整體，也是一個清靜的終極實體；而人作為一個

 



靜化的道言聆聽者，本身不僅是道言生命的聖顯，也必須向自己生命

的本源來學習。唯有如此，才能覺悟有限生命的暫存性、體驗大道的

神聖性，共使奉道者能在當下以自身生命直接面對大道，與直觀、感

悟道的言說，而喚起個人對道的終極獻身、使人們得以恢復神性生

命，讓奉道者的靈寶玄珠得以恢復光芒。透過這種光照，進而完成生

命的解救之道，也達到與道相遇，同行、同在的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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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濟度之道，從道之所以能夠化生萬物的體用出

發，透過太上老君所揭示的道啟，使奉道者得以基於自身分享來自大

道的神性生命，藉著澄心、遣欲的靜化工作，達到「湛然常寂」、『常

應常靜』的『常清靜』境地。在這樣的過程中，奉道者即能完成自身

生命的解救，而進入與道密契的回歸之道；這是道啟所揭露的濟度訊

息，也是太上老君對奉道者的應許。 

 

從宗教哲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林明賢 

從宗教哲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約略可歸納出三個主題：一、

道；並推闡其義為體與用。二、人；包含其構成因素與因素的特性。

三、道與人之關係。以下即循此理路，一一解析之。 

一、 道： 

（一）意義－包含道體、道用、道相、道理諸義，以道作為宇宙的本

源、生成原則與人生哲學。就道的形上意義而言，道乃萬物生

化的根源。就道的認識論意義而言，則道超越名言概念的思

考。就道在實踐哲學中的意義而言，道乃人生最高的價值歸趣。 

（二）性質－在本經中道共有種特性：無形、無情、無名、有清濁，

有清靜。道既無形、情、名，則吾人何以得之？實因其作用之

外象而得知也。此可說是體天會地的生命大智慧的領悟。如知

男清女濁、男動女靜以察末溯本，由人事以逆推天道，而知天

清、動，地濁、靜，而後再知道亦有清濁、動靜。 

（三）作用－在本經中道具有四種作用；；生育天地，運行日月，長

養萬物，使人常清靜。道的生化作用沖虛無窮，以自然為法，以反為

動，以弱為用，具有主宰性、常存性。道亦是一切事物活動的必然規

律，具有相反相成、循環反覆的特性。道的玄德，生而不有，為而不

恃，長而不宰，衪是萬物究極生命的根源，卻不支配、控制萬物。最

後，道體對照有形萬物所呈顯的各種面相，雖然雜而多端，但其自處、

處人之術，要在清靜二字而已。清靜本是道的本質，內在於天地萬物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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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為天地萬物所同具。人欲修道，與道同在，拾清靜又弗何為？ 

二、人： 

22（二）人的生命要素既然是心神，心神的特性本好清靜，

而人之所以擾亂心神的清靜本性，乃是受六慾、三毒所左右之故。心

神若不受此二者影響，則人便可在內觀心、外觀形、遠觀物的過程中

見悟。見悟則能見空、空空、空無、無無，亦方能湛然常寂不生六慾

三毒，常來應物。 

 

（一）人與天地並列三才，人若能常清靜，天地方能悉皆歸。然人之

回歸大道的主體即是心與神，方法則是澄心與清神，使其清靜，歸於

天地。為何人的主體是心與神？，此乃因神好清而心好靜之故，亦衹

只有清靜才能入真道，與天地契合。 

   三、道與人： 

（一）本末的關係－道者降本流末而生萬物，人亦是萬物之一，所以

人的本源即來自於道。 

（二）人如果能常清靜，天地便與人同歸於道。此即因道者有清濁、

動靜，人雖流末卻因溯本歸源的緣故而回歸於道。 

（三）人因著清靜便可入道、得道。人之清靜，以真常應物，雖應物

卻真體不動，無心、無形、無物故合於道體之無心、無形、無情。 

（四）人若悟道即可常清靜。既悟真常之道，即可常保清靜矣！ 

        以上僅就宗教哲學的角度，將道的涵義略為擴張，重新組

構，以彰顯《清靜經》的主旨。 

 

 

從神哲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鄭琪玉 

   「道教」名稱的由來，與其崇奉「道」的信念有很大的關係，而

「道」是什麼？恐怕很難完整而清楚的表達出來，現以《清靜經》中

所示現的「道」，從西方神哲學中形上學的觀點，予以詮釋比較，加

深對「道」的認識及瞭解。 

   形上學尋求一切存在物後面的存有，把存有當作對象來研究。在

《清靜經》中提到；道是無形、無情、無名的，既是如此，道存在嗎？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道並非個別具體感官所能知覺的事物，它雖無形

卻無所不在，天地萬物中均有其蹤跡，所以可說是宇宙萬物的「共

相」，它亦是柏拉圖觀念界的「善」，因其是分享的根源，道生育天地

萬物，反過來說即是天地萬物分享「道」，故所存在。因此，道是一

 



切存在物後面的存有，是形上學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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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做為最高的存有，所以它也是亞里斯多德所稱的第一因、

第一原動者。道是自由的，無生無滅，對道的解釋，隨著時間雖有不

同的演繹，但此本質永恆不變。而萬物陰陽動靜變化之因及推力即來

自道，道本身包含動靜、日月運行、四季變化………等，均是應道而

有變化，所以道是衪自己的原因，不再是別的原因之結果

的第一因，是恆常不在被動，但卻是其他運動淵源者的第

一原動者。 

   形上學後來常被神學家拿來論證神的存在。而第一因、最高的存

在即是上帝。但道不同，雖經過幾千年的發展，「道」始終未被人視

為一有位格的神，「道」雖有其神聖性，但始終未被中國人視為神衹

來崇拜，雖然許多先天的仙真，如元始天尊、太上老君…等，但均是

由道氣所生，始終無一稱為「道」的神，也許是道已超越了神，超越

了觀念界，超越了最高存在。在道教信仰中，所謂的「大道」一詞，

「大」義即指涉其廣無際，其深不可知的義蘊。 

   由於東西雙方思考習慣方式的不同，若硬將東方思想放入西方思

考模式中，雖然有所助益，但不可否認，仍有一些不適合，如西方強

調「觀念界」，但東方認為「性命」，精神與肉體並重，所以要建立一

套適合東方的神哲學，已是刻不容緩的事。但無論如何希望能通過拙

作對道的研究，開展出富有東方宗教情操的神哲學思考理路。  

 

 

從宗教心理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羅涼萍 

清靜二字，要在方寸虛明，獨露真體。 

在宗教信仰上，心理的作用是形成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經

由心理上對宗教的認知，才能使人産生虔誠宗教信仰。本文擬從宗教

心理學的角度，探討《清靜經》對於個體生命如何獲得清靜的心理歷

程。 

本經旨在揭槩吾人如何剝落心、形、物的牽制羈絆，找回吾人原

本清靜靈明的天性。底下僅依此分別說明其心理歷程: 

(一)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就莊子的心齋而言，人心原本是清靜無染的，然被各種慾望蒙蔽

之後，遂無法清靜。在宗教心理、宗教經驗中，虛明的覺心、悟心，

本一塵不染，吾人的心是無一毫人心的慾望存在的，它是吾人原本就

太上老君說常清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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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道心。明乎此，心外求心，萬般作用盡是狂圖。 

(二)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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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吾人返回原本清靜的道心之後，將不再被外在的形體牽制我們

的認知。因一切形體都是短暫的現象，處於變化、非常的狀態中，吾

人肉眼所看到的形體並非將永遠都是如此，它總有一天必然會毀壞消

滅。因此當吾人以道心觀照形體時，當下即能覺知並非真

有其固定的形體，吾人的心思活動遂不致被現有的形體所

桎梏。所謂「此物與彼物道通為一」即是此意。 

(三)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人由於受到視覺上的限制，認為眼睛所看到的是什麼，就以為物

體的形相是如何。其實萬物的變化是多端的，當吾人仰望天空的一抹

雲彩時，一開始像一隻可愛的動物，過了幾秒鐘之後有可能它就不見

了。而當吾人睜開眼睛時雖能注視一個物體，然閤上眼睛時，物體亦

隨即消失。因此，吾人若不敝於視覺上的限制，復歸虛明道心，則能

達到無物、物無的清靜之境。 

以道心內觀，而達無心、心無的清靜之境；以道心外觀，而達無形、

形無的清靜之境；以道心遠觀，而達無物、物無的清靜之境。因此《清

靜經》對心理的作用，在於告訴吾人若能去除人心的各種慾望，則能

達到內心真正的清靜。人心昏昏而道心昭昭，頓悟道心當下即是清靜。 

 

 

從宗教社會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黃坤農 

《清靜經》杜光庭註本的內容，近於盛唐時期「重玄派」的思想，

其理論和佛教的「空義」有相當程度的關聯，在文化融合的必然趨勢

下，此經曾受佛教空義的影響，再加以轉化，成為重玄派晚期的重要

經典。又因其言簡意賅，字數又少，所以較諸大部頭的經典傳佈的階

層更廣、人數更多，更能深入社會，和佛教的「心經」有異曲同工之

妙。 

就此經的意旨而論，它提出「清靜」之說為悟道者的指導原則，

在太平時期很切合人心的向背。因此和上清、靈寶、正一諸派以實用

為目的的存思、齋儀、符籙等諸教法有顯著的不同，具有社會的必然

性。總體而言偏向於心性的鍛鍊。 

而此經作為「重玄派」信仰的重要經典，其中的宗教意識必會隨著信

仰而進入信徒的生活中，成為生活的準則，加強信徒之間的同一感，

 



整合信徒，而後隨著教派的擴張，信徒的增加，這樣的宗教意識也會

擴大成為一種具普遍性的社會意識，當然它的整合層面也隨之擴大。 

25
 

本經中亦提出男女、天地、上士下士、上德下德等二元的觀念。

類此二元對立的辯證方式，雖是其論證清靜的方法，但也可看出重玄

派信仰者的倫理觀，由「爭」與「德」的因素來界定上士、下士，上

德、下德二種層次；間接的以「不爭」的清靜觀為人格的

完美典型，進而削減了改革的力量。另外也重申、「男清

女濁、男動女靜」的觀念，這對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具有穩定的作用。

所以，《清靜經》中的宗教意識能增進社會結構的穩定性，達到某種

社會控制的功能。 

本經也為信徒提供心理調節的功能。藉由一個能「運行日月」、「長

養萬物」的道，使信徒相信解救的可能；再由「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提供一個成道的方法，經由「常清靜」的心理狀態使人可以去除妄心、

貪求、煩惱而脫離生死苦海。因著信仰「道」而達到一種內在需求的

滿足。 

此外，本經尚具有陶冶情操的功能。因為，能了悟此經「清靜」

之義者，不但能悟道，成就自我完美生命，還具有普化眾生、傳佈聖

道的能力。由於此經有這樣的功能，也成為一種內在吸引力，引導社

會大眾閱讀本經，接受「清靜」的思想，達到陶冶情操的功能。 

由於《清靜經》的思想能滿足人們的內在心理需求，達到陶冶情

操的功能，自然能吸引信徒。當信眾增加、組織擴大之後，這種內化

的宗教意識便會外化成為行為規範，加強一種靜態的清靜人生觀，而

這樣的社會意識因著信徒間的整合作用，可以達到某種社會控制的功

能，促進了社會的和諧和社會結構穩定。 

 

 

從道教美學的角度解悟《清靜經》 黃進仕 

道之美，非無常，非不常，而在真常。 

道，看似無形，實存於天地雲篆玉石變化之常形美；道，聞似無

情，實察於日月晨昏陰晴圓缺運行之常情美；道，聽似無名，實立於

男女乾坤陰陽調和之常名美。因此道教美學所強調的是一種不含人為

造作的自然純靜之美，從太上老君說常清經中，其所展現的意象世界

實為天地日月萬物運行變化之美，雖然變化是無常，但規律卻是真

常；其次，道所衍生的清濁動靜，從美學角度看來，有著一種二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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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對稱的平衡之美，其中所展現的太極陰陽二元互為基源；降本流末

實為清靜本體，所存在的無染、純靜之美。因此在體悟道之真常與清

靜之美後，自然神清心靜，六慾不生，三尸自滅，達到心靈解脫的常

清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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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道可得，亦非常道；聖道之能悟，有如太陽之

光，可藉外物感覺其形，卻抓不住其光形。因此，道似有，

實為空，所空即無，無無亦無，正如被山嵐圍繞的山頭，

顯現見山是山、見山不是山、見山就是山的秘奧美景。從空間透視的

角度來看，內觀不見其心，外觀不見其形、遠觀不見其物，看似虛無

漂渺，實則常在；看似風雨雲湧，實則清靜純靜；看似有形之立體時

空，實為虛谷無無之空。道之體，根源有、空、無、無無、常寂、不

欲、真靜，直求常清靜純靜之美；道之用，有如明礬一般，放入心慾

動濁之水中，自有遣慾澄心之用、神清心靜之效，如此一來，妄心即

無、其神不驚、萬物不著、貪求不生、煩惱不起、身心不苦、不遭濁

辱、昇離苦海、永得真道矣！ 

清靜與濁妄有如海中之氣泡。心清靜則小氣泡凝聚成大氣泡，浮

力上昇，得以早日渡脫苦海。反之，若心濁妄則大氣泡分散為小氣泡，

受外力束縛，浮力消失，則身心永沉苦海，不得真道。因此心靈的解

脫之法，乃在得悟清靜之理，認清真常之道，此道理自然可得，不須

造作。是故上士、上德之所以勝過下士、下德、其差異乃在於上士之

不爭與上德之不德，充分顯現出一種不執著的藝術，透過語言的描

述，我們更容易體悟真常與清靜之美，真常與清靜正是生命靈光所敞

亮的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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