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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手边的这本《老子》，又名《道德经》。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它的作者时，是列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然而.以上简单的两句话，就可能引起不少误解。
首先，《老子》又名《道德经》，但是内容与世人所谓的“仁义道德”完全无关，亦即所论并非伦理
学的题材。
以王弼（公元226-249年）所注的版本为例，《老子》分为上下两篇.先论“道，可道，非常道”，后论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遂有《道经》（一至三十七章）与《德经》（三十八至八十一章）二篇，
合称《道德经》。
其次，《史记》卷六十三以“老子、韩非”并列为传，其实所述还包括庄子与申不害。
韩非是法家代表，著作中有《解老》与《喻老》二篇，“解喻”了老子的部分思想。
司马迁认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最后又总结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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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佩荣文集:我读 》内容简介：《老子》又名《道德经》，但是内容与世人所谓的“仁义道德”完
全无关，亦即所论并非伦理学的题材。
《老子》向来是一本难解的书，而其关键即在于“道”字。

《老子》似乎是一面镜子，人们总能借它照见自己的长相，而未必说得清楚它原来的用意是什么。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所谓的“道”，是指“真实”（更好的说法是“究竟真实”）而言，亦即要
将人生依托在永恒不变的基础上，再由此观照人间，安排适当的言行方式。
他在儒家之外（也是儒家之前），另外开辟了一条路，并且是更为宽广的路。
奈何天下人却难以体认他的美意。
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我们不妨欣然接受此邀请与挑战，一起认真研读《老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傅佩荣文集>>

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佩荣在教学、学术研究、写作、演讲等方面皆卓有成就，著作甚丰。
其作品深入浅出，擅长说理，范围涵盖哲学研究与入门、人生哲理、心理励志等。
此次结集的著作，体现了傅佩荣对人生的深入思考，能使读者吸取古今中外的智慧结晶，丰富自我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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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白话】天下的人都知道怎么样算是美，这样就有了丑；都知道怎么样算是善，这样就有了不善。
所以，有与无互相产生，难与易互相形成，长与短互相衬托，高与低互相依存，音与声互相配合，前
与后互相跟随。
因此之故，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事，以不言的方法来教导。
任由万物成长而不加以干涉，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养育万物而不仗恃己力，成就万物而不自居有
功。
正是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开他。
【解读】人间的价值判断是相对的。
一方面，没有美就没有丑；另一方面，美之上还有更美，丑之下还有更丑，永远比不完。
圣人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无所作为，缄默不语，让一切自行发展。
“圣人”是指领悟了“道”的统治者，可以体现“道”的作为。
“万物”则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所以才有居功不居功的问题。
如果不居功，则功绩“无从”离开他，并且不必担心“有功就有过”这种相对价值观的干扰。
“有无相生”可以理解为：首先，在概念上，说“有”时，知道它不是“无”；说“无”时，知道它
不是“有”；两者若是分立，则两者都将不知所云。
其次，万物常在变化之中，所以现在“有”的，以前是“无”；现在“无”的，曾经是“有”；由将
来看现在，亦复如此。
换言之，有与无，在此并非西方哲学所谓的“存有”（Being）与“虚无”（Nothingness）。
《庄子·应帝王》：“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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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佩荣文集:我读&lt;老子&gt;》：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大师、身心灵整合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主讲人凤凰卫视《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向圣贤借智慧发现以智取胜的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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