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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下如何看待《道德经》？
国人为什么学读《道德经》的不多？
应该怎样学习和研究《道德经》？
这些问题是本文要加以重点说明的。
　　老子是与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并列被称为&ldquo;轴心时代&rdquo;的伟大思想
家。
《道德经》哲思是人类赖以生存与进步的主要精神财富之一，凡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它依然会燃起火
焰，照亮人类行进的步伐。
以上结论是全世界哲学界的共识。
所以在当代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地指出《道德经》是：　　人类思想的基石，　　永不过时的哲理，　
　时代需要的精神。
　　一部《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它经久不衰，传播天下。
　　《道德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主干，《道德经》建立了一个最完整的哲学体系。
如此重要的经典对于国人而言本来应人手一册、家喻户晓，起码应该像外国人对待《圣经》那样地尊
重与拜读。
事实上读的人不多，读懂的人就更少了，何也？
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道德经》的大多数译本文字艰涩、内容古板，令人不易读，亦
无兴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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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所确立的道家思想一直是传统中国哲学的重要支柱。
他更与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苏格拉底等被并称为“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一部《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它经久不衰，传播天下；它不仅建立了一个最完整的哲学体系，
更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主干。
　　基于此，作者指出《道德经》是：人类思想的基石　永不过时的哲理　时代需要的精神　　本书
作者潜心研究《老子》哲学十余载，更根据自身经历，把医道、艺道、管理之道融汇于《道德经》大
道之中，他的重新阐释为这本历久弥新的古老著作再次注入新鲜的时代血液，启迪着我们去重新看待
、理解这本伟大的时间之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经>>

作者简介

　　杨中有，生于1944年，1968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
曾任主任医师，第一五。
中心医院院长，获得过“全国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享受国家政府津贴，出版专著有《医疗事故防
范对策》。

　　杨中有是中国石画艺术的创始人，曾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影响广泛，2006年于洛阳建立
“杨中有石画艺术馆”，出版著作有《中国名流丛书石画卷》、《杨中有石画珍品集》。

　　他研究老子哲学十余载，把医道、艺道、管理之道融于大道之中，把大道贯通于时代精神之中，
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出版著作有《老子》新思考系列丛书《天下人的大道》、《宇宙的大道》、《美与善的大道》等。
2004年任洛阳大学（现为洛阳理工学院）老子哲学研究所所长，2009年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
讲《老子》近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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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要点评说】　　一、道可言可说　二、人类认识世界是两条路线第二章　【要点评说】
　永恒的告诫——不要走向反面第三章　【要点评说】　为无为—管理至要第四章　【要点评说】　
跨越时空的预言第五章　【要点评说】　多言名败第六章　　【要点评说】　玄牝生天地与大爆炸第
七章　【要点评说】　无私与私第八章　【要点评说】　能做两事——不会有过第九章　【要点评说
】　功成身退——天地人的大规律第十章　【要点评说】　一、天门与玄鉴　二、老子的两大健康之
道——心　平衡体态柔顺第十一章　【要点评说】　一、永远重视“无”的功能作用　二、宇宙网络
中的“无”与“有”第十二章　【要点评说】　‘活的是个精神状态第十二章　【要点评说】　一、
无身无祸论　二、网络之身第十四章　【要点评说】　一、老子的思想从哪里来　二、“无”的潜隐
性第十五章　【要点评说】　论浊与清第十六章　【要点评说】　一、使命论　二、“知常”是一辈
子的大事第十七章　【要点评说】　诚信不可失第十八章　【要点评说】　要文明就要行大道要团结
就要远小人第十九章　【要点评说】　艰苦朴素少私须欲—一人类修养的主题第二十章　【要点评说
】　坚持真理不易啊第二十一章　【要点评说】　对宇宙论与万物起源的重大启示第二十二章　【要
点评说】　曲则全≠委曲求全第二十三章　【要点评说】　狂风暴雨错在哪儿第二十四章　【要点评
说】　余食赘行——^之常病第二十五章　【要点评说】　一、天地之母的特点　二、什么是自然第
二十六章　【要点评说】　戒轻戒躁第二十七章　【要点评说】　圣人甘当“不善人”的老师第二十
八章　【要点评说】　守雌与守辱——领导者应有的两大　思想境界第二十九章　【要点评说】　“
甚”、“奢”、“泰”三字不可不除第三十章　【要点评说】　用兵亦有道第三十一章　【要点评说
】　战争’是丧事第三十二章　【要点评说】　一、天下公仆的由来　二、知止无祸第三十三章　【
要点评说】　超越自我是人生大进步第三十四章　【要点评说】　不自以为大才能成其大第三十五章
　【要点评说】　“道”的平淡无奇第三十六章　【要点评说】　一、鱼不离渊兵不示人——治国　
大原则　二、再理解“弱”第三十七章　【要点评说】　一、自定是大局　二、朴之义　第三十八章
　【要点评说】　老子对“礼”的批判第三十九章　【要点评说】　一、道与一　二、《道德经》谈
鬼神第四十章　【要点评说】　一、“奇点”与“无”、“有”　二、无中生有第四十一章　【要点
评说】　一、有大胸襟方能做大事业　二、大器慢成第四十二章　【要点评说】　（一）宇宙是生出
来的　（二）损而有益第四十三章　【要点评说】　释“至柔”与“无有”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
四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四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五十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五十四章第
五十五章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第六十章第六十一章第六十二章第六十三章第
六十四章第六十五章第六十六章第六十七章第六十八章第六十九章第七十章第七十一章第七十二章第
七十三章第七十四章第七十五章第七十六章第七十七章第七十八章第七十九章第八十章第八十一章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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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　　体态与精神合一，能达到不脱离吗？
将气息调至柔和，能像婴儿那样吗？
涤除灵魂深处的杂质，能达到没有瑕疵吗？
爱民治国，能做到不要弄背离大道的智谋吗？
思想解放，能&ldquo;守雌&rdquo;吗？
明白四达能&ldquo;无为&rdquo;吗？
总之，世间最高的品德是这样的：生发而不占有，奉献而不倚仗，掌管而不宰割，这就是&ldquo;玄
德&rdquo;。
　　要点评说　　一、天门与玄鉴　　老子为什么用&ldquo;天门&rdquo;这个名词来阐释人的思想活
动？
老子为什么用&ldquo;玄鉴&rdquo;这个名词来形容人的心态呢？
这个问题讲明白了，也许会解决哲学上的重要问题。
第九章讲：&ldquo;功遂身退，天之道。
&rdquo;第七十三章讲：&ldquo;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rdquo;第七十七章讲：&ldquo;天之道，其犹张弓乎？
&rdquo;第七十七章讲：&ldquo;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rdquo;第八十一章讲：&ldquo;天之道，利而不害&rdquo;等等，都是告诫人们，人道要符合天道。
&ldquo;天门&rdquo;是指人道与天道沟通的概念，&ldquo;玄鉴&rdquo;是指大道精神存于心中的概念。
&ldquo;天&rdquo;与&ldquo;玄&rdquo;都是指&ldquo;无&rdquo;与&ldquo;有&rdquo;的同一状态，也就
是&ldquo;道&rdquo;的某种表现形式。
对于人类而言，&ldquo;精&rdquo;与&ldquo;信&rdquo;（二十一章）是先天的，它具备&ldquo;生之畜
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rdquo;的功能。
&ldquo;天门开阖&rdquo;是指人的思想活动应与如上的先天存在沟通，即与&ldquo;道&rdquo;相通
；&ldquo;涤除玄鉴&rdquo;是指&ldquo;天道&rdquo;存于人类心中，或被掩藏或被蒙尘。
人道即人类的后天精神，是人类出生之后而获得，这也就是哲学界所说的&ldquo;物质是第一性，精神
是第二性&rdquo;的由来。
从宇宙网状结构的概念来讲，&ldquo;天道&rdquo;是纲，&ldquo;人道&rdquo;是目；天道是大局，是统
领；人道是局部，是顺从。
因此，人的后天精神应不断地与天道相合，这也可称为是&ldquo;天人合一&rdquo;，应不断地涤除后
天精神的污浊，使之&ldquo;损之又损，以至无为&rdquo;。
由此可以想象，&ldquo;天门&rdquo;与&ldquo;玄鉴&rdquo;是用得多么简明与高深啊！
谁能说这不是哲学的最精彩的抽象呢！
　　二、老子的两大健康之道&mdash;&mdash;心态平衡体态柔顺　　读《道德经》实际是读一本多学
科的古典，老子也是一个医学家，其健康之道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于人类而言都会是主要原则。
　　一是心态的统一与平和。
《道德经》第十章的&ldquo;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rdquo;就是讲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它要比现代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心态平衡还要深刻而精到。
此处的&ldquo;营魄抱一&rdquo;是指物质与精神的合一。
时下，心态浮躁、精神忧郁等为人类的多发病，老子的&ldquo;营魄抱一&rdquo;学说应是治病良方，
应加以研究和体验。
　　二是身心柔顺如婴儿。
《道德经》第十章&ldquo;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rdquo;就是讲人的身心健康问题。
此文中的&ldquo;气&rdquo;也是古中医名词，应包括先天之精气和后天的营卫之气，可以理解为是我
们体内不可见的能量，经过训练可以由意识来调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经>>

用现代语句来说明此句应是这样的：调控体内之气，使体态柔顺得像婴儿一样，这是人类健康的关键
所在。
目前，颈椎病、腰椎病发病率逐年增高，尤其是中老年更甚，这主要是身心的柔顺方面出了问题，应
该按老子所说的，多加强&ldquo;专气致柔&rdquo;的训练。
　　在此，要消除一个几千年来的误解。
返老还童是后人从《道德经》一些章节中演变的产物，越传越模糊，越传越背离了本旨，就如同一幅
好的油画，被后人你添一笔他添一笔，到头来，看不清本来面目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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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ldquo;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rdquo;。
　　胡适：&ldquo;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rdquo;李约瑟：&ldquo;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rdquo;　　永不过时的时间之书，历久弥新的传统哲理，精到浅显的全新阐释，被誉为&ldquo;华夏
一奇&rdquo;的精美石画插图。
　　因为老子哲学是以宇宙论为基础的，是以宇宙万物为对象的，因此《道德经》既是民族的，也是
世界的；它既能解决中国问题，也能解决世界问题&hellip;&hellip;也就是说，我们应自觉地认定自己民
族的主导文化，要看到《道德经》思想能为解决当今人类存在的最大问题提供精神资源，以促进人类
社会健康与合理地发展。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有些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它们只能适应一个历史阶段或局部区域，只能
解决一部分国家或社会问题，而不适应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人际网络化以及量子力学的时代。
这个时代需要世界性的哲学，需要世界性的文化主导，老子哲学就是这主导之一，这就是我们民族应
该有的&ldquo;文化自觉&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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