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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倫理 

三、1《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

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三、2《論語．陽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三、3《莊子．應帝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

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三、4《傳習錄上》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

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

一時明白起來；便是此花不在你心外。」 邏輯思辨？ 

 

三、5《荀子．天論》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

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

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

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

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三、6《莊子．秋水》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

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

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䠱而屈伸，反要

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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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反其真。」 

 

三、7《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

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

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

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

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

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三、8《老子‧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

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

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三、9《周易‧繫辭傳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懮，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

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三、10《禮記．中庸》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

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

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