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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想让自己获得更多成功，可“人生有涯”，漠然生命，是最大的“失败”
。
道家站在“生”的这一端，以超然通达的心态看死亡的另一端，相信智者有能力“根深柢固，长生不
息”，增加精神的厚度，延长生命的长度。
有什么“贵生、养生、乐生”的具体方法吗？
有！
道家如是说：    自然——尊重人的自然天性，放松自己的身体，去掉自以为是的偏见，得失都顺其自
然，充分享受精神生活。
    生死——视死如做梦一样简单，从容地面对它，不透支自己的生命，心态开放健康，活得充实自在
。
    快乐——内心单纯一些，遇事随意一些，不让欲望无限延伸，多留意美好事物，从事物的正反两面
看问题，把负面的情绪消除掉。
    虚静——静是养生的一种方法；做人先让心静下来，做事懂得知雄守雌；静守自己的位置，遇到是
非多想一想，冷静地面对冲突。
    柔弱——性格太刚强不利于生活，有害于生命。
柔弱可以战胜刚强，当自己处于弱小劣势时不必自卑，掌握发展的规律，弱小会变为强大。
    抱朴——“福祸相倚”，保持生命适当的能量，及时放弃更易获得快乐。
当感觉太累时，就回归本心，守住需要的东西，千万不能让心发狂。
    宠辱——知足则不辱，不盈则能成，平常心看待荣与辱，宠辱降临都不惊。
往往位置越高考验越多，因为物极必返，荣辱相伴。
    “道可道，非常道”，道家所说的“道”好像很深奥，实际上是一个个很容易让人明白的人生道理
。
如果有人读了此书还是不懂得“道”，那么真的被老子料到了—一“智者不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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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是最大的道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无自然之浑浑，无君子之乾乾，然欲守而立之，终须君子自悟其道，善其身也。
　　——《老子》　　“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
　　自然之所以是最大的道理，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人而改变。
一个人如果多接触大自然，就会体验到什么叫做“顺其自然”。
　　道家的自然观，是要求人们通过欣赏自然，体验什么是“道”。
道是“究竟的真实”（最后的真实）。
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非常短暂，几十年以前没有我，几十年以后也将没有我，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
出生，每天都有人离开。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生？
道家认为，这全是因为我们与道有所接触。
　　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每一个人要遵循内心的道德，听从自然的声音，而不必有任何外在的
刻意。
自然是个什么东西呢？
什么样的状态才能称为自然呢？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天然——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那种状态。
也就是说自然与人为造作相对。
　　河神曾分不清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一天他跑去问北海神：“请问，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人为？
”　　北海神打一比方说：“牛马本来有四只脚，这就叫自然，用辔头套在马头上，用缰绳穿过牛鼻
孔，又在马脚底上钉上铁蹄，这就叫人为。
不要用人为的事去毁灭自然，不要用矫揉造作去毁灭天性，不要因贪得去求名声，谨慎地守护着自然
之道，这就叫回归到了本来的天性。
”　　落实到人类自身。
“自然”就是指人的天然本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真思想。
所以，自然又与虚伪相对。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
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好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
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
”首领们都推荐鲧。
　　尧对鲧不大信任。
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
”　　尧勉强同意了。
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
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后来，舜接替了尧位子，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发现鲧办事不力，
一气之下就把鲧杀了。
可杀了鲧，水还得洽，由谁去治呢？
舜决定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受命后，他似乎听到大自然中“道”的声音，于是改变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
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带头挖土、挑土。
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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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没进去
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
十分狭窄。
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
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千年后的李冰治水导河，同样分清了“高卑之宜”，懂得“趋自然之势”，他亲到实地考察，来
到岷江上游的湔氐县天彭阙，这是“知地理”。
为了“辟沫水之害”，还得知道四季、气候引起的水量变化，何时为害，为害时江水量与洪涝现象。
这些是“知天文”。
李冰主持修都江堰考虑这些因素，是对自然的极大尊重。
所谓“依高卑之宜，趋自然之势”，就是顺应自然而“因地制宜”，从而恰当地作了工程地址的选点
和采取相适应的工程配套设施，以达到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类之目的。
　　“道法自然”的都江堰工程功能不仅是防水患，而且积极的生利、运输、溉田等。
都江堰使成都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发生了崭新的变化，缔造出“蜀千里沃土”、“水旱从
人，不知饥馑”、“春水绕蜀城，江村事事幽”的“天府”、“陆海”的农业文明，物阜民丰，文化
昌明。
这是“道法自然”的千秋佳作，是接受自然大道理的智慧体现。
　　道家的“自然观”来自哪里？
老子、庄子，道家的先哲们在别人忙于事功，各家各派游说天下之时，他们从《周易》中得到启示，
观察起身边的事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
他们的目光不停留，向更远的方向延伸，然后返回，然后又延伸，于是发现了自然的奥秘，闻见冥冥
中一种声音，它说出了整个字庙间的大道理——谁听得懂这个道理，谁就可以按照自然的规律更好地
生存。
　　尊重人的自然属性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　　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是统一的。
　　人虽然是有思维智慧的动物，但不能因为社会化的作用。
把人的自然属性完全剥夺。
如果人类的生存活动，把人变成工具，互相操纵械斗，那么无疑人在消失自然属性的同时，一个个成
为“聪明”的“非人”。
　　道家之所以反对儒家的“仁义”，是因为儒家过于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或抹杀了人的自然
属性和精神属性。
历史上凡是有自然意识与个性需要的人在感到身心疲倦与痛苦失意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回归自然。
与其说这是受道家思想影响，不如说道家思想迎合了人们精神上的一种祈求。
　　曹植一生自恃才华，却受到猜忌，不被信任，因此常有明珠暗投、无人赏识的悲哀；这种感觉，
再加上不断迁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孤寂感。
因此。
强烈的自我呈现意识和对知音的渴望，使他从大自然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他写了一篇《洛神赋》，着意刻画了河神宓妃的艳丽、美好，描摹了女神对自己的柔情相约，以及离
别时的深情留恋。
在这个两情相悦的过程中，曹植不但感受到喜获知音的欢娱，他也能从女神的眷恋中充分地体现了自
我价值。
　　曹植不仅仅是进行精神安慰，更是对道家文化的一种心理归属。
是谁“煮豆燃豆萁”，导致了“豆在釜中泣”？
还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体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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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植通过赞美自然神女来反抗现实世界，实在是一种无奈。
他也感到了这种无奈，因为他不精通“游戏规则”而又不能真正地回归自我——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
存在是对曹丕的一种威胁。
所以“入神道殊”的悲惨结局，实际上是曹植悲剧命运的投影。
　　陶渊明比曹植快乐，他真正享有了道家思想为他准备的一种自在的“活法”。
他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宁静、自然，充满了幸福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国家君臣，没有赋税徭役，没有战乱纷争，人们过着淳朴、自得其乐的自然生活
。
这其实就是老庄所谓的甘食美服、乐俗安居、“邻里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
理想社会。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它的意义，首先就在于作者借之表现对充满了动乱、欺诈、掠夺的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它否
定了现存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作者对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的向往。
桃花源人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存状态，显示了陶渊明追求自然，反对矫饰的人和理想
，这和他的行为是一致的。
　　陶渊明29岁那年，做过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
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后迫于生计，又一度出门任职。
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他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然后又辞官归隐了。
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他的事迹可以看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
正如他《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
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现实中，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让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
属性协调发展，这才是人们所向往的生活。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以人为本首先应该是以人为根本，用通俗话来说就是要“拿人当人”，这是尊重
人的自然属性，也是基本属性。
人作为自然人，有自私的一面，表现在本能上的自我保护，生理需求上的自私，因此，在好的文化理
念中，要以人为根本，按人的基本属性规律对待，满足人的属性需求，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强调尊重
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
　　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或者团队，就要坚持“人的价值永远高于物的价值”的原则，保持人格上的对
等，追求以人为根本的平等；要重视人们的需要，包括人们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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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一服镇痛剂，抚慰了创作的中国人之灵魂。
　　——作家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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