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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奇异的智慧之书。
     众所周知，《道德经》在国内外都具有极大的影响，而我们手中的这本书就是一个西方人对《道德
经》的解说。
本书通过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精辟分析解读，将西方视角与东方智慧融为一体，引导我们简便而愉悦地
了解到老子朴素神秘的哲学思想。
在我们的印象中，老子的思想是深刻和深奥的，但通过本书的解说我们知道，老子的思想并不远离现
实，高而不切。
本书明白地告诉我们：老子的思想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应用，并能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惊奇的
变化。
正如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也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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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恩·W·戴尔，教育咨询学博士，“自我实现”领域的全球著名作家和演讲家。
　　1977年，韦恩的成名作《你的误区，如何摆脱负面思维掌控你的生活》一经推出，便连续64周位
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全球销量达3500万册，被誉为心理自助全球第一品牌书。
之后，他又创作出《灵感》、《展示你的命运》、《时代的智慧》、《成功与内心安宁的十大奥秘》
等30本畅销书，在全球数千个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做过嘉宾访谈。
近年韦恩将注意力转向古老的东方智慧。
其关于《道德经》的讲座在美国掀起收视热潮。
《改变思想，改变生活》是其最新力作，出版后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关于译者：　　王强，1959年生于北京。
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兼任北京市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全国财经院校语文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书法导论》、《中国人的忌讳》、《宋词说略》、《中国古代公文选注》、《老
子道德经新研》、《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道德经通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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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生活中要懂得放弃第56章  安静明智的生活第57章  反对独裁主义第58章  生活中没有悲观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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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神秘生活　　　　在《道德经》的开篇之中，老子就告诉我们“道”兼具“有”和“无
”，这相对于我们西方的思维方式而言有些自相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
“自相矛盾”或者说“相对待”的想法已经融入东方的概念之中，比如说阴和阳，或者说柔弱与刚强
，有时候事物被表述为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相反，在西方，一对矛盾的事物，通常会用不相容的概念来表述其对立性。
这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改变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来看看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
?　　“道”是一个未知的、不可见的领域，而万物的生机皆出于此，同时，“道”也无所不在地隐于
万物之中。
当我们渴望见到这种不可见（神秘）的“道”时，我们也只有求诸于“万物”，因为“道”显于万物
。
老子建议我们在试图了解神秘的“道”时应顺其自然，倒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或者，就像我喜欢这么想：“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有一种方法，就是让我们更多地在看问题时运用相对待的、矛盾的思维，比如“有（欲）”和“无（
化）”，既相同又不同，有时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更像是神秘两端的一个连续体。
如果只是单向地看问题，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整体，就很难体“道”。
?　　“有”是一种创出的物化形态，比较容易让我们感受到，也就是说，是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一种
前提。
对老子而言，想要了解或者看见“道”的神秘，首先是观其在种种的物象之中如何展现出来，而不是
执著于神秘本身。
进而，有了这种“有”的土壤，“道”的神秘之花就渐渐显露。
就像是把“欲”轻松地“化”掉以至于“无”。
“有”，可见物象；“无”，可体神秘。
?　　当我们聆听老子的教诲，就变得易于感知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着丰富的具有矛盾过程的事例。
想想园艺活动，那些迷人的自种的西红柿或是春季的水仙花：让它们自由生长，看看最后会是什么模
样。
现在，想想生命中涉及的有欲和化欲有什么不同：例如，刻意去睡觉的睡觉和自然而然的睡觉是不一
样的；刻意要节食的节食和自然而然的节食是不一样的；刻意去爱的爱和自然而然的爱是不一样的。
在道的教义中，“无”意味着信任、不经意、认可和包容。
有“有”才有“无”的问题，非大“有”则不可能有大“无”。
同样“化欲”也是建立在“有欲”的基础上，也可以说“有欲”是“化欲”的开始和基础。
“有”和“无”固然不同，但是要把它们这对相对待的矛盾体拆开来看，这就有害整体了，这就非自
然了，这就远离“道”了。
?　　当你感觉到在你的体内正经历着强烈的欲望冲动和试图排遣化解这些“有欲”的连续体验时，应
给予关注。
想要弹钢琴、开车或骑脚踏车是不同于真正的弹钢琴、开车或骑脚踏车的。
一旦那些外界的活动被强烈地渴望和欲求，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是否应该降降温了。
这里强调的所谓“无”，不是把“有欲”变成“无欲”，而是把那种强烈的欲望降降温，排遣一下，
化解一点，不要充得那么满，不要绷得那么紧，应该是在一种轻松自如的心理体验之中。
这种心理体验将带来对于不可见之神秘的“道”与万物（即我们世界中的可见的物象）的更多和更深
的觉醒。
?　　老子所说的万物就是地球上人类可见的、经科学命名的一切物质实体。
有了这些命名的实体，我们才能谈论和思考这个世界。
但是，这些物质实体，比如眼睛、肝脏甚至小麦，即使是技术专家也无法创造。
这些已知的或者命名的万物的本源是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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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只是已经被命名的物质的那一部分。
人固然是由皮肤、骨骼和血液这些可见的生理上的物质所构成，而我们体“道”往往运用一些不可见
的机能，比如用舌头言谈，用耳朵聆听，用眼睛观察，都是在体验着物象和神秘。
去欲存真地体验这种无可名状的神秘是体悟“道”的最佳路径。
?　　在一般人看来，体道之人好像即便置身于伤害之中也在所不辞；当然不是。
又好像他们即便上当受骗或者被不公平地对待时也无怨无悔，其实也不是。
他们绝不是黏滞于一隅地不尝试任何改变，体道意味着在神秘体验中培养一种存在的实践，去欲存真
，无碍地超越。
它意味着对矛盾事物的包容，体验一种整体的接纳，道性在你的周围弥漫。
你所见的宇宙万物是自然完整的宇宙万物，而不是被某种思想、学说肢解、诠释的世界，更不是被流
俗豆剖瓜分的土地。
?　　行道，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向着神秘境界的探寻，在神秘境界的探寻中，你会寻找到你自
己的体道方式。
就像老子在第一章中所言：“道”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体“道”也在一个“玄”字，用
的是顿悟的方式，而不是推理的方式。
?　　下面是我在21世纪的当下，对如何领悟这一章的内容所给予的一点个人的建议：?　　首先，享
受神秘　　面对世界的飞速发展与变化，不要总是试图把所有的事物都弄得清清楚楚。
让各种新的旧的关系自然而然，因为，诸事物之发展变化，无论月之阴晴圆缺，人之悲欢离合，大抵
都是依赖于神的旨意，是上天的安排，是大道的法则。
不要费尽心力刻意地使事物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只要静静地观察、静静地接纳就可以了。
具体地说，不要总是辛苦地试图去了解你的爱人、孩子、父母、老板，以及任何人，因为“道”一直
在发生作用。
当某种期望破灭的时候，我劝你尝试用“去欲无为”的心态去面对。
放轻松，顺自然，去有欲，从而体认到：一些你的“有”是你所认为的你的世界的“有”，而不是那
一刻的它的本来面目。
做一个敏锐的旁观者⋯⋯少些判断，多些聆听。
花一些时间打开你的心胸，去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的那些迷人的神秘和不确定性。
　　自然而然地对待命名和分类　　大多数人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学会了对事物的分类。
我们刻苦学习如何能够正确地定义事物，以便于我们能够得到所谓的“高分”。
大多数的教育机构坚持条块分明，用一些专业的标签，把我们这些毕业生按专业性质隔裂开来。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然而我们知道，其实没有任何的头衔、学位或者是某种类别可以真正地定义我
们。
与此相同，水也不是单词?water?——它可以是Agua、Wasser,或者H?2O——而不是这个宇宙中所命名的
那样。
尽管我们无休止地进行分类，但是每一种动物、花、矿物质以及人类都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地被描述清
楚的。
我们必须在我们所看到和感知到的表象中感到乐趣，而不是总依赖着已有的现成的分类去认识世界。
　　现在行道?　　在今天的某些时候——当你对其他人或者某种环境感到烦躁的时候，就可以行道（
或者实践大道）了。
在有欲和去欲的循环往复中形成内在的警觉。
我们听任“急于去掉烦躁”和“无为地顺其自然”这种矛盾的并存。
在你的思想深处探究这种包容，让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感觉到它是如何在你体内发生作用的
。
?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转向于敞开心胸，让自己对“神秘”有着友好的认可。
要注意这种感觉自身是如何彰显的——好像是在你胃中做的某种运动,让你的骨骼坚硬，使你的心往下
沉，使你的喉咙发紧。
无论这感觉在哪儿，让它像是你的一个带着活力的信使，给它一种非判断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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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有欲”的感觉的消失，让它被你充满激情地监管着。
无论它以何种状态而来都要选择接受。
面对神秘不再是分类、阐释或者是防卫。
你必须分清什么是你所承担的责任，尽管它们在开始的时候差别并不大。
你可以独自以自我为考量，准备神秘生活的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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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丝毫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写了一本关于《道德经》的书，即《改变思想，改变生活——老子智
慧的现代启迪》。
继书出版之后，该书作者韦恩?W?戴尔博士在美国颇受欢迎的公共广播电视台（PBS）推出了同名系列
节目，备受欢迎。
该书的最大看点是将中国传统经典所蕴涵的智慧和美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道德经》演绎
为一部可运用于日常生活、追求平和幸福生活的宝典，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道德经》旋风
。
　　《改变思想，改变生活》堪称是一部东学西渐、兼收并蓄的巅峰之作。
它犹如一股拂面春风，将人文主义思想带给读者大众，引人思考，让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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