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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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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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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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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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道
。
名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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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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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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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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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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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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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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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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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
，
斯
惡
已
。
皆
知
善
之
為
善
，
斯
不
善
已
。
故
有
無
相

生
，
難
易
相
成
，
長
短
相
形
，
高
下
相
傾
，
音
聲
相
和
，
前
後
相
隨
。
是
以

聖
人
處
無
為
之
事
，
行
不
言
之
教
。
萬
物
作
焉
而
不
辭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恃
，
功
成
而
不
居
。
夫
惟
不
居
，
是
以
不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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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皆
知
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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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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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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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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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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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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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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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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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第
四
章

道
沖
，
而
用
之
或
不
盈
。
淵
兮
，
似
萬
物
之
宗
。
挫
其
銳
。
解
其
紛
。
和
其

光
。
同
其
塵
。
湛
兮
，
似
或
存
。
吾
不
知
誰
之
子
。
象
帝
之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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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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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沖
，
而
用
之
或
不
盈
。
淵
兮
，
似
萬
物
之
宗
。
挫
其
銳
。
解
其
紛
。
和
其

光
。
同
其
塵
。
湛
兮
，
似
或
存
。
吾
不
知
誰
之
子
。
象
帝
之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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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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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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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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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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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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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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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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籥
乎
？
虛
而
不
屈
，
動
而
愈
出
。
多
言
數
窮
，
不
如
守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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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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籥
乎
？
虛
而
不
屈
，
動
而
愈
出
。
多
言
數
窮
，
不
如
守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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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谷
神
不
死
，
是
謂
玄
牝
。
玄
牝
之
門
，
是
謂
天
地
根
。
綿
綿
若
存
，
用
之
不

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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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章

谷
神
不
死
，
是
謂
玄
牝
。
玄
牝
之
門
，
是
謂
天
地
根
。
綿
綿
若
存
，
用
之
不

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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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第
七
章

天
長
。
地
久
。
天
地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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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
故
能
成
其
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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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長
。
地
久
。
天
地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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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
故
能
成
其
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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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善
若
水
。
水
善
，
利
萬
物
而
不
爭
。
處
眾
人
之
所
惡
，
故
幾
於
道
矣
。
居

善
地
。
心
善
淵
。
與
善
仁
。
言
善
信
。
政
善
治
。
事
善
能
。
動
善
時
。
夫
惟

不
爭
，
故
無
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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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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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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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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名
遂
身
退
，
天
之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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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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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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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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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五
色
，
令
人
目
盲
。
五
音
，
令
人
耳
聾
。
五
味
，
令
人
口
爽
。
馳
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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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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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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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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則
可
寄
於
天
下
。

愛
以
身
為
天
下
，
乃
可
託
於
天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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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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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三
章

知
人
者
智
，
自
知
者
明
。
勝
人
者
有
力
，
自
勝
者
彊
。
知
足
者
富
。
彊
行
者

有
志
。
不
失
其
所
者
久
。
死
而
不
亡
者
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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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人
者
智
，
自
知
者
明
。
勝
人
者
有
力
，
自
勝
者
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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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足
者
富
。
彊
行
者

有
志
。
不
失
其
所
者
久
。
死
而
不
亡
者
壽
。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〇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一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二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三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四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五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六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七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八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八
九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九
〇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九
一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九
二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九
三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九
四

 

 

 

第
三
十
八
章

上
德
不
德
，
是
以
有
德
。
下
德
不
失
德
，
是
以
無
德
。
上
德
無
為
，
而
無
以

為
。
下
德
為
之
，
而
有
以
為
。
上
仁
為
之
，
而
無
以
為
。
上
義
為
之
，
而
有

以
為
。
上
禮
為
之
，
而
莫
之
應
，
則
攘
臂
而
仍
之
。
故
失
道
而
後
德
，
失
德

而
後
仁
，
失
仁
而
後
義
，
失
義
而
後
禮
。
夫
禮
者
，
忠
信
之
薄
，
而
亂
之
首

也
。
前
識
者
，
道
之
華
而
愚
之
始
。
是
以
大
丈
夫
處
其
厚
，
不
居
其
薄
。
處

其
實
，
不
居
其
華
。
故
去
彼
取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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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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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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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以
為
。
上
仁
為
之
，
而
無
以
為
。
上
義
為
之
，
而
有

以
為
。
上
禮
為
之
，
而
莫
之
應
，
則
攘
臂
而
仍
之
。
故
失
道
而
後
德
，
失
德

而
後
仁
，
失
仁
而
後
義
，
失
義
而
後
禮
。
夫
禮
者
，
忠
信
之
薄
，
而
亂
之
首

也
。
前
識
者
，
道
之
華
而
愚
之
始
。
是
以
大
丈
夫
處
其
厚
，
不
居
其
薄
。
處

其
實
，
不
居
其
華
。
故
去
彼
取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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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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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一
一
六

 

 

 

第
四
十
八
章

為
學
日
益
，
為
道
日
損
。
損
之
又
損
，
以
至
於
無
為
。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
故

取
天
下
常
以
無
事
。
乃
其
有
事
，
不
足
以
取
天
下
。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一
一
七

 

 

 

第
四
十
八
章

為
學
日
益
，
為
道
日
損
。
損
之
又
損
，
以
至
於
無
為
。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
故

取
天
下
常
以
無
事
。
乃
其
有
事
，
不
足
以
取
天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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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九
章

聖
人
無
常
心
，
以
百
姓
心
為
心
。
善
者
，
吾
善
之
。
不
善
者
，
吾
亦
善
之
。

德
善
矣
。
信
者
，
吾
信
之
。
不
信
者
，
吾
亦
信
之
。
德
信
矣
。
聖
人
之
在
天

下
，
惵
惵
為
天
下
渾
其
心
。
百
姓
皆
注
其
耳
目
，
聖
人
皆
孩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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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人
無
常
心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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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心
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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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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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不
善
者
，
吾
亦
善
之
。

德
善
矣
。
信
者
，
吾
信
之
。
不
信
者
，
吾
亦
信
之
。
德
信
矣
。
聖
人
之
在
天

下
，
惵
惵
為
天
下
渾
其
心
。
百
姓
皆
注
其
耳
目
，
聖
人
皆
孩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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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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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老
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一
三
六

 

 

 

第
五
十
一
章

道
生
之
。
德
畜
之
。
物
形
之
。
勢
成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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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
道
生
之
。
畜
之
。
長
之
。
育
之
。

成
之
。
熟
之
。
養
之
。
覆
之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恃
。
長
而
不
宰
。
是
謂

玄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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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道
德
經
選
講
講
記

一
三
七

 

 

 

第
五
十
一
章

道
生
之
。
德
畜
之
。
物
形
之
。
勢
成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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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
道
生
之
。
畜
之
。
長
之
。
育
之
。

成
之
。
熟
之
。
養
之
。
覆
之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恃
。
長
而
不
宰
。
是
謂

玄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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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



聲 

明 

書

徐
醒
民
先
生
所
講
述
之
佛
學
及
儒
學
經
典
，
經
整
理
成

文
字
書
籍
或
電
子
書
（
文
字
檔
光
碟
）
，
所
有
著
作
之
重
製
、

公
開
口
述
、
公
開
播
送
、
公
開
傳
輸
及
流
通
等
行
為
，
同
意

皆
不
受
時
間
、
地
域
、
次
數
、
對
象
等
任
何
限
制
，
任
何
人

均
得
自
由
利
用
，
但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加
註
版
權
所
有
，
或
任

意
更
改
內
容
，
改
變
著
作
原
意
，
影
響
大
眾
權
益
，
亦
不
得

作
為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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