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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自身的必修课儒道两家是中国人立邦立身的哲学，再加上佛家，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体，其他各
流派的影响都不及以上三者。
数千年的灌育，给每个中国人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主要构成。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生来浸润其中，但真要透彻理解社会和自己身上所具备的这种品质，却又似乎很
难。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年代久远，先哲们的原意日益模糊，《论语》、《孟子》语句艰涩，《道德》、
《南华》深奥绝伦。
对这些经典文字的认识，绝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事，因为先哲们博大精深的思想，既不断作用于灵魂
的潜移默化当中，又时时彰显于我们每时每刻的行动和生存意识里。
比如，为什么与西方相比，我们那样重视孝顺父母？
为什么我们提倡谦虚谨慎、含而不露？
为什么我们提倡悟道，而不是解剖麻雀？
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上讲，孔孟老庄的思想不仅对亚洲各国影响深远，并且自中世纪后叶传入欧洲之
后，对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整个思想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欧洲，几百年来对中国先哲的研究认识，从哲学家到普通民众，都是热门的话题。
如同人类千百年来对科技孜孜以求的钻研，研究中国哲学，更像是各国学人对社会的一种人文探索，
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更是谋求现代化发展和传统文化融合、促进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内心的困惑。
激烈的竞争，残酷的选择，从我们的孩童时代便已经开始。
从求学到求职，从择业到谋生。
从求发展到实现自我价值，这些人生的重要阶段都要面临种种矛盾挣扎。
孔孟的学习观、处世观、言行观、社会观，都洋溢着积极入世的激情，同时又努力提倡与他人和社会
和谐共处的精神，但这些东西在给我们一个适应社会的向上动力的同时，也令人不断产生怀疑，比如
孔孟崇尚的高于一切的“礼”，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是不是已经格格不入？
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人性自私、道德沦丧、功利主义等等，与孔孟之道是否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孔孟提倡的“克己复礼”、“忠孝仁义”，是不是一种所谓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伪善”工具？
而老庄的小国寡民、消极遁世，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
无为无不为，用现代人的一般价值观来看，岂不是自欺欺人？
那些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道理，实际上与我们的行为准则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
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上举足轻重。
出现上述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当
代人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多于传统文化，对古人的原著理解得不够也不深入；二是过去的基础教育中
，“左”的痕迹很重，长期以来，中小学课本教育不同程度上歪曲着先贤们的本意，为政治服务的目
的使得我们对典籍的解释趋向主观化、工具化。
要真正理解先哲们，还要深入了解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熟悉这些大哲人的生活背景，把他们还原为
人，还原为具有深刻爱国心和社会忧患意识的知识阶层、参政议政人士，这样才有了认识的基础。
否则，我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三千年以前的人和事，肯定偏见多多。
而对儒道的偏见，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古老民族的偏见；对儒道的误解，也就是对社会历史的误解。
这些误解，最终将让我们无法深刻地认识自身，从而无法抛下枷锁、珍惜瑰宝，去向未来挑战。
选择“博客”体例的缘由在近年来出版的同类读物之中，白话翻译和各家解读占据首要席位。
前者是机械的翻译，很难让读者置身于先贤思想产生的时代之中；后者是二手的食物，再嚼就难免人
云亦云，那不是完全属于孔孟老庄，而是属于南怀瑾和于丹们的。
因此，如何找到一个相对通俗简单，同时又如实还原原貌的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儒道两家的思想至关
重要。
事实上，细细看来，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其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都是在漫长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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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断完善的。
这中间，随着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其思想也有着清晰的变化轨迹。
是甘于沉默还是推己及人，这于他们的内心非常痛苦，也是理解他们的关键所在。
如何展现他们人生的际遇和思想的变迁，是出版此类图书急须解决的问题，而新生事物于此刻给了我
们灵感，这就是网络“博客”的出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博客>>

内容概要

　　《老子博客》选取了老子的生活片段进行描写，以景王变法、辞官归隐、孔子问礼、老子出关等
几个史书中有据可考的事件为线索，以自述形式表达了老子对周朝末年各种历史事件的看法，揭示老
子思想的精髓，每篇博客独立成篇，整体上下衔接，以历史故事为引子，阐述思想而不教条。
这样既为读者增添了阅读的乐趣，也为读者留下了大片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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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春秋)老子 曹鸿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博客>>

书籍目录

道可道，非常道 “道”是万物的根源，一切奥妙的由来知者不言 说，还是不说楚王遗弓 自然的平等
、平衡饮食之道 敬关食而远之圣人无为 市井的味道以道佐人主 孔丘讲义的隐患不尚贤 谈谈鬻子的书
天地不仁 夺谁有权力怜悯他人?绝圣弃智 认识生命的本善功成身退 姜太公的成功经验大智若愚 今日孔
丘来访上善若水 观水有智慧，孔丘有进步与世无争 临别赠孔丘龙凤阴阳 笑看我与孔丘的互补大道废
，有仁义 面对混乱的一点怀疑兵者不祥之器 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有三宝之一 慈故能勇我有三
宝之二 俭故能广我有三宝之三 不敢为天下先道常无名 黄帝问道广成子的传说春气发而百草生 徒弟庚
桑楚的觉悟祸福无有，恶有人灾 无为胜有为小国寡民 鸡犬之声相闻的苦县乡下知雄守雌 想起一个君
王的错误爱情无私故能成其私 从祁黄羊的举荐谈起大器应当晚成 项橐是个悲剧不言之教 反对刻意的
教育迹者履之出 孔丘为什么怀才不遇再说上善若水 纪念我的恩师常枞君子安贫 遥想晋国的那些事儿
仁义惜然，乱莫大焉 孔丘再次来访谈何圣贤 尧舜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咸池古曲 琴声中的大道政之
兴，在顺民心 冬夜忆管子万物之母乃为道 请尊重女性曲则全 顺便揭露禅让制的内幕再说曲则全 晏子
劝谏齐王的启示三说曲则全 卞和献玉的故事福祸相倚 晋文公感慨狐豹的命运居安思危 从魏绛的一则
传说谈起大巧若拙 想起楚庄王的一些旧事大象无形 不饮盗泉水不过是一场迂腐的作秀道在烹饪 治大
国如烹小鲜染指于鼎 美食亡国的例子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也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说说
我的好友单襄公的故事准备出关 回忆隐居的日子大白若辱 偶遇阳子居的故事出关 五千字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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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井的味道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昨日一夜未眠，把律文提纲最后删改了一遍，上午拿去给景王看，他很高
兴。
我让景王先看看，再给点意见，他却把律文放在一边说：“昨天您说的饮食问题我颇有感触，所以今
天想和李老去市井之中的小肆，尝尝百姓们的饮食。
”既然景王来了兴致，我便只得顺了他的意思。
随即他便命人找来两套布衣给我们换上，带了两三个随从，也都是布衣打扮，出门直奔城外的野店。
几盘蔬菜摆上来的时候景王还有些兴奋，可是尝了几筷子他就皱眉了：“李老，这菜怎么这么难吃?”
我正要动筷子，被景王一问不由得纳闷，问道：“怎么难吃?”景王说：“我原本想着农家比较穷，吃
不起肉也不要紧，吃点蔬菜也挺好，可这菜一点成味都没有，我都怀疑他们烧菜有没有放盐。
再看这白菜，又老又蔫，嚼都嚼不烂，这怎么能吃啊?”听了景王的抱怨，我便说出自己的感受：“其
实在我看来，这些菜和宫中的山珍海味并无二致。
”景王惊诧，说李老您是不是味觉出问题了?我笑道：“其实这还是昨天说的饮食问题。
昨天您说要专门从吴国请来专诸给我做鱼，我拒绝了。
这不是我在客套，因为对我来说，粗茶淡饭也好，山珍海味也罢，都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是一样
的，真正蕴涵在饮食中的'道'的精髓其实就在这里了。
帝王和肉食者有条件吃肉，当然也未尝不可；刚才我听您说叫宫中的厨师每天也给您粗茶淡饭，其实
大可不必。
这些不过都是形式而已，而真正的核心，是要达到对味的一种'无'。
”“味的'无'?”“对，味的'无'。
就是说粗茶淡饭和山珍海味，其实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填饱肚子。
作为圣贤，如果能够透过各种表面上的'味'来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也就能领悟到饮食中的大智慧了。
”“也就是说，在李老眼里，其实各种食物已经没有色香味上的区别了?”“正是。
老朽认为，作为布衣素食者，要能够从平常的粗茶淡饭中品出味道来，感受到一种淡泊和宁静，不必
有什么自卑心理，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为了能够'食肉'而不择手段去争取甚至抢夺；而作为帝王
和肉食者，也不必贪恋山珍海味的色香味，因此乱了心志，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
普通的食物，和粗茶淡饭并无区别。
其实，人本来就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平等的，肉食还是素食也不是区分人的标准。
而现在天下之乱，也多是因为人们不能领悟这其中的道理，素食者要争取成为肉食者，肉食者要维护
自己的利益甚至互相攀比，都不安于现状，也就造成了各种侵略和强权。
要知道，作为君主不去作为，便不会失败；不去把持，便不会被抛弃。
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有后随；有轻嘘有急吹；有的刚强，有的赢弱；有的安逸，有的危殆。
因此，君主应当摒弃那种极端的、奢侈的、不适用的措施法度。
”景王听我说完，很久没说话，后来吃饭的气氛有些尴尬，我们只是说了一些不重要的闲话。
回去的路上，景王忽然长叹一声，说：“今天我总算真正理解了李老的'民无为而治'。
啊，看来变法势在必行了。
”景王虽然这样说，但我的心中却有些忐忑，从他的语气中，我隐约感到的是，变法可能会有一些阻
力。
相关评论陆游①：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晚辈多少年胃疾，幸亏了张文潜神医的粥疗之法啊。
现在再回头来看老聃妙文，实在心有戚戚焉。
苏东坡②：甘脆肥浓，腐肠之药，而蔬食过于八珍。
我以为，其实李老说的恐怕不只是一个吃什么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心态的问题。
黄元吉：圣人治理天下，与其刻意作为，还不如顺其自然。
教化百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打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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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时代，不是因为教化得当，而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无所求，所以百姓心静。
他们没有过分的追求，百姓自然不会有争斗之心；他们没有无边的欲望，百姓自然祥和安定。
(圣人之治天下也，与其有为，不如无为，尤不知有为而无为。
其化民成俗也，与其能感，不如能化，尤不如相安于无事之为得。
是以尧舜恭己垂裳，而四方悉昭风动，此如何之化理哉?不过上无心而民自静，上无好而民自正，上无
欲而民自定耳。
)布衣甲：搞不懂你们当官的，俺们乡下人没得吃的时候你们温饱解决了，俺们吃蔬菜的时候你们吃肉
，俺们好不容易偶尔能吃一两顿肉了，你们却改吃蔬菜了。
还有二楼的陆游，您老的诗也写得太玄了一点吧，不就是喝碗稀饭嘛，还“致神仙”，那咱乡下人现
在天天都在做神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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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博客》以景王变法、辞官归隐、孔子问礼、老子出关等几个有据可考的事件为线索，以博客自
述形式表达了老子在周朝末年对各种历史事件的看法和形成过程⋯⋯孔孟老庄的思想光辉照耀了数千
年，但是他们原初的想法到底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了解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吗？
我们对圣贤的印象可能和他们真实的思想相距甚远，一方面他们的言论对我们来说的确艰涩难懂，另
外。
不能不说后人前仆后继的演绎解释让我们无所适从了。
可谓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孔孟老庄。
本丛书编者推出的《孔子博客》、《孟子博客》、《老子博客》、《庄子博客》这四本书，正是想在
千万种著作之外探索一条直达圣人心灵的捷径，如同诸子先哲越千年而复活于我们身边，像令人难忘
的网友一样，娓娓道来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宁可说也不爱写，最好就是自自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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