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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董子竹先生对《老子》的重新解读与阐释，他围绕近千年来学者尤其
是南怀瑾在对《老子》的讲析中所出现的漏洞与谬误，提出自己独有的观点与理论。
中国文化原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且听董子竹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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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子竹，1961年因反对三面红旗拥护彭德怀入狱，1980年彻底平反。
曾任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95年任九江江矶市住持，江西佛学院客座教授。
全副身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2000年还俗。
已出版《论语真智慧》、《金刚经到底说什么》、《论语正裁》、《老子我说》等七本著作，对东西
方文化原典进行了全面重解，提出了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见，在读者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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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人类文化的大困境
第二十一章
靠生命本身的力量救世治国
第二十二章
这不是世间的权术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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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顺，恒顺，还是恒顺
第二十五章
谁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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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不失其所”
第三十四章
道可合不可学
第三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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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此与辩证法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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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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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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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第七十一章
“知”，东方文化的逻辑起点
第七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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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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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本主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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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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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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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结语
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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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样，物质界、精神界都相对稳定，人们就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回溯生命运动的本来面目。
自然科学的意义正在于此，今天我们不是已查出基因对生命的决定性作用吗？
这个回溯调查还会继续下去，也许永无终结，但一直查下去便好。
今天的人类在解释古代流传下来的各大宗教的经典时，之所以歧义纷呈，连南怀瑾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也会错误百出，就是因为不知自己是在用‘名非”的思维方式解经，而经文本身恰不是这种思维方式
的产物。
经文最少也应是我们称之为“名可”的原始思维方式的产物，甚至是“常名”思维方式的产物。
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抛弃现有的思维模式，是很难理解这些经典的。
关于科学的定义，人们也可以看到，其“科学”结论，往往寿命极为短暂，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推翻、
修正、改造。
十四世纪至今的人类文明史，就是这样一个科学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历史。
即便如此，人类还要将此称为人类“进步”的历史。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很简单，这是一部“名非”的历史，只有达于“常名”之后，或者人类自觉通过“名非”接近“常名
”之后，这种现象才可能缓解。
现在真正对这种“名非”思维的历史进行挑战的，不是巫术，不是宗教，而是“名非”的思维方式自
己的成果，尤其是“信息科学”与“基因科学”。
这里必须提到爱因斯坦、海森堡、波尔这样一些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是人类史上第一批为“名非”思维敲起丧钟的人。
我们坚信人类自会轻松地迈过‘名非”这样一个思维阶段，逐渐接近“常名”。
“名非”思维不是什么可怕的现象，而是历史“无量寿”的必然阶段。
可怕的是“概念崇拜”的“强化迷信”，一旦真的在人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那麻烦就来了。
所谓“概念崇拜”，是科学思维极容易走人的死胡同。
崇信科学的人，在名相中转惯了，以为他们用名相建筑的宇宙模式是真的宇宙模式，那问题就太大了
。
但我们不必杞人忧天，这种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宇宙一生命”系统不会把“科学”当成目的，科学也不过是人们体认自己本来面目的一个必经
的“过程”而已，一个非常“暂时”的过程而已。
 东方文化的伟大在于，东方文化的二三大家，尤其是佛道两家，他们一方面坚决抛弃“名可”思维阶
段的咒语迷信的肓目性，另一方面又尽量不使人们掉到“名非”思维的温柔陷阱中。
在这里我们要突出谈到道教。
人们如果仔细巡查一下道教及其他宗教的历史，他们几乎是一直在作着这样的努力，希望人类能早日
进入“常名”境界。
道教将老子尊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以及数不清的天尊名号的出现，就是一种希望接近“
常名”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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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我说:与南怀瑾商榷》驳斥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谬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文化必须全面重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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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大文读了数遍，算基本读懂了，先前也有一篇博文讲过老子的第一章，当时看了就很激动，这一篇写
得更详细，对我来说堪称难得之美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经典之门。
 ——网友 baoguihua 所谓人生的存在不是拿来让你拥有的，只是让你欣赏或感受的。
这是我看董老的文章一年后最大的感悟。
 ——网友 钱德洪 每次看董老的文章，都能解我心中的一个疑惑。
我也非常赞同董老最后的结论。
至少在我目前的了解，许多国家的科学研究者都读老子，也有类似道本管理的主张、大家都在关注“
道”，我对我们的国学很有信心！
 ——网友 kiki在世界 我是两年前看过《〈老子〉我说》，到现在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每次看完后，有种心胸开阔、像居身于山谷之中的感觉。
 ——网友 天乐 拜读大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董老的阐述很有见地，对中国革
命及历次运动见解独到。
据此，并预见中华民族遥远的未来，颇受鼓舞。
欣赏了。
 ——网友 一见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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