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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德经》亦称《老子》，或称《五千言》，是道家学派最具权威的经典著作，它文约意丰，涵
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其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
被后人尊奉为治国、治家、治学、修身的秘籍宝典。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
学派的创始人。
他和孔子是同一时代人，年龄长于孔子。
曾担任过周王室的藏书管理工作。
老子致力于“柔弱”、“无为”的个人道德修养，见当时社会道德衰败，失望至极，便西出函谷关，
后隐居而不知所终。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七章，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人称《道经》；下篇四十四章，起首为“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人称《德经》。
《道经》讲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讲述了阴阳变幻的微妙；《德经》讲述处
世的方略，道出了人事的进退之术，包含了长生久世之道。
　　“道”是人类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一定要顺应宇宙的客观条件，合乎自然规律地生存。
只有爱护宇宙并且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类才能健康地生存下去。
一旦我们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我们一定会遭到残酷的报应和惩罚，甚至会带来
灭顶之灾。
“德”是人类的人生观和社会观，还是要求人类顺其自然地与人共处，合乎社会规律地生存。
只有返璞归真地复归于婴儿般的自然纯真状态，统治者卑谦若谷，民众为而不争，然后社会才能正常
发展。
　　《道德经》一书中的智慧，源于老子对世态人情的深彻洞察和深刻思索。
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人事纷争、生命无常，点点滴滴积淀成老子的关于人性修养、处世哲学、治国
之道、军事哲学、养生之道等的智慧之学。
　　《道德经》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
老子的辩证法综合了阴阳对立和对立统一的观念，并加以发展和创造，形成了辩证的宇宙观。
如他在第四十二章中所言：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里的“二”，即“一气分为阴阳”；这里的“三”，即阴阳对立之和。
这表明了老子的辩证观，就是一切事物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世界万事万物即在这样的关系下发生和发展，并如此循环往复。
　　老子认为，事物之存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
在《道德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是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加以
说明。
他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种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看作是一切事物普遍的、恒常的规律。
老子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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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也】。
　　老子从理论上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观念，并从追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上，回答了“世
界的本原是什么”这样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老子揭示了对立统一的规律，表述了有关对立面的发展与转化的一些可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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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见到的东西，说明大的东西、强的东西、贵的东西，都是从小的、弱的、贱
的东西发展而来，这多少已有一些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认识，也说明了对立着的双方互相转化的可能
性。
例如他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其无正【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
　　老子在认识万物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采取静观、明察、玄览。
　　老子在第十六章中说： 致虚极。
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
　　这里的静观，就是指直接观察事物。
用老子的话说，即是“以物观物” ，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和欲望，顺应客观事物的本来自然状况，并且
抓住它们的特征和要点。
这是老子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
这种观察并不是旁观，更不是消极的观望态度，而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研究和改造客观世界。
老子在同一章中又指出了“明”的概念，他说： 归根日静。
是谓复命。
复命日常。
知常日明。
不知常，妄作，凶。
　　老子明确指出人们在观物之后，还要知其常，即知其条理法则。
如果不明，则无法知常，通俗地讲，就是要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老子所讲的明，表面看来，是要明察秋毫，深一层去看，就是要透过纷杂的表面现象，觉察到极隐秘
、极玄妙的东西，并把握其本质。
　　老子在第十章中这样说：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7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7 这句
话的意思是，除去人们原有的私念和偏见，使头脑纯洁清明，然后去观察自然和社会，能没有瑕疵
吗7所以，要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不能带有任何私心和成见，但这并不等于是遐思冥想，它以
经验为基础，或者说，玄览的方法就是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直接把握整体，理性地思考自然和社会。
　　老子的认识论的确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老子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的经验，从《道德经》中所举的例子中也可证明这一点，说明老子并不轻视社
会实践。
老子极富智慧，他的知识除继承先民的间接经验以外，更多的还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会，即直接经
验。
他的认识论重视经验，也重视理性思考，这正是古典哲学的重要特色。
　　老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剧变的历史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王侯、卿大夫势力日益强大，各国之
间战争频仍，社会秩序正处于“礼崩乐坏”的局面。
老子看到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他在第五十三章这样写道： 朝甚除【涂】。
田甚芜。
仓甚虚。
服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竽】，非道也哉! 一方面统治者“服文■，带利剑
”，竭力追求“生生之厚”，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另一方面，下层百姓“田甚芜，仓甚虚”，贫困
潦倒，几乎到了“不畏威”、“不畏死”的地步。
　　对于这种社会的混乱和无序，老子在第六十七章中说： 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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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舍慈且勇。
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老子提出“慈”，要求统治者爱护百姓；提出“俭”，要求他们节俭寡欲；提出“不敢为天下先
”，要求做到谦让不争。
　　老子极力推崇实行“无为”之治的“圣人”，他在第十三章中这样说道：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
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在老子看来，圣人一方面爱惜自我、看重生命，不多欲妄作：另一方面，圣人对功名利禄视若尘
土，对百姓一视同仁，淳朴虚静，循道而治，因此可以治理好天下。
老子认为这种“无为”乃是最上等的“玄德”。
老子将“ 玄德”的源泉归结为万物之本原“道”，认为“道”具有“常无”、“常有 ”两大特征，
它充塞天地，永恒存在。
老子主张统治者循“道”而治天下，就是实行“无为之治”，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这也是《道德经》全书一以贯之的主张。
　　老子还以原始氏族社会为蓝图，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他在第八十章中对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
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的这一理想虽然未能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认可接纳，而且带有浓厚的消极思想，但却反映出
老子高尚的人道主义思想及他那深邃而富智慧的哲理思辨，这是我们民族可贵的文化财富。
　　老子主张柔弱、不争的人生态度。
他在第三十六章中说： 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
　　又在第七十六章中说：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老子认为，柔弱是生命的标志，是活泼、发展和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柔弱是生的法则。
他提出的柔弱主张针对逞强的行为，逞强者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人世间的纷争烦恼，大都由此而生
，因而老子认为应当不争、柔弱。
　　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都在为私自的利益而争吵不休，老子对此深有感触，为了消除这种争端
，老子提出了不争的人生态度。
不争并不是遁入山村，不是逃避社会，而应顺乎自然规律，为他人服务，不与人争名夺利。
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修养。
　　老子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一致的，即“天人合一”。
他认为，人应顺平自然以行，便犹入圣域；如反乎自然以行，便招致祸端。
老子主张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众人服务，亳不推辞；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生产而不占为己有；尽以
施人，而不求报酬：尽以予人，而不为恩；埋头工作而不矜能，有所成就亦不居功。
他们不辞辛劳，不自私自利，克己以奉他人。
　　老子认为，面对世事的纷争搅扰，人生应当致虚守静。
他认为，道体是虚状的，是万物的根源，它发挥出来的作用永不穷竭。
所以老子说的“虚” 并不是空虚无物。
我们常说虚怀若谷，形容一个人心胸开阔，此话来源于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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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谷象征虚，把虚用到人生观上，便会含有深藏的意义。
虚的反面是盈，盈是自满的意思，自满可以产生许多弊病，他在第二十四章中这样说道： 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
　　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千言，但它义奥玄深，堪称哲理第一书，两千多年来，为历
代学者所苦心潜研，然而直到今天，人类对《道德经》的深奥义理，对老子透悟宇宙的神智，仍然未
能深层探知和领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人类的一大遗憾。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潜力同样是无止境的，对《道德经》的深刻透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毋庸
置疑的，鉴于此，我们要研究《道德经》，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继承和发扬我们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是每个人的责任。
更现实的意义还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快感时，同时不得不忍受快感
背后的负面痛苦。
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失衡，气候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日渐激发严重；精神空虚，缺乏信仰
，道德沦丧，恶习流行⋯⋯人与社会的矛盾与日俱增。
《道德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解决面临的各种难题，克服人类的身心痼疾。
　　日下，人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老子的热潮，老子的《道德经》也因此而风靡全球。
据调查：在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常备有一本德文版《道德经》；在日本，《道德经》成为企业管理
者的案头藏书，用以指导自己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在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竟花13万美元的天价购得仅
有 5000字的《道德经》的英文版权；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蒲克明声称：“ 《道德经》肯定会成为
未来社会家喻户晓的一部书”。
由此可见《道德经》已跨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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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所以人称《道经》，共三十七章；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无德”，所以人称《德经》，共四十四章全书共计八十一章，约五千字。
    《道经》讲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
《德经》说的是处世方略《道德经》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而且它的文字简洁、辙韵强劲，因此，还
被称作是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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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
学派的创始人。
他和孔子是同一时代人，年龄长于孔子。
曾担任过周王室的藏书管理工作。
老子致力于“柔弱”、“无为”的个人道德修养，见当时社会道德衰败，失望至极，便西出函谷关，
后隐居而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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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道经 第一章 天地之始 第二章 美之为美 第三章 圣人之治 第四章 象帝之先 第五章 天地不全 第六
章 玄牝之门 第七章  天长地久 第八章 不争天尤 第九章 功遂身退 第十章 长而不宰 第十一章 无之为用 
第十二章 圣人为腹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 第十四章 天状之状 第十五章 善为士者 第十六章 没身之殆 第十
七章 功成事遂 第十八章 大忠大义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 第二十章 而贵食母 第二十一章 惟道是从 第二十
二章 圣人抱一 第二十三章 道亦乐得 第二十四章 自是不彰 第二十五章 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静为躁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 第二十八章 复归于朴 第二十九章 为者败之 第三十章 以道佐主 第三十一章 有道
不处 第三十二章 知止不殆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第三十四章 其不为磊 第三十五章 不可既也 第三十六
章 欲翕固张 第三十七章 道恒无为下篇 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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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我们可以将“道”理解为一种“无”的状态，一种“有”的能力，它的本源是“无”，却可
以生出天地万物。
正是如此，我们可以采取“无”的态度去体认大道的玄妙，大道的原始是空无，我们要想体认大道，
就必须抛却所有的杂念，将自己恢复到毫无思想意识的孩童时期，达到一种完全虚无的境界，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大道的奥妙和玄机。
“无”和“　　有”是两个我们必须把握的概念，它们是打开“众妙之门”的钥匙，只有通过它们，
我们才能领悟大道的实质。
　　所谓“恒有”，就是一种永恒的有，也叫“大有”，与此相对应，“常无”就是一种永恒的无，
或叫“大无”。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忘却自我一切的“大无”，体悟到天地初生时的“妙”；通过这种包容万物的“大
有”，观察到万物未生前的“徼”。
“妙”，按汉字的组字法，可以拆分为“少”和“女”，少女不但处于妙龄，而且是纯真、纯洁的象
征，这里用在“大道”中可以理解为天地的本始。
“徼”音“交”，取交际、交媾意。
交媾生万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里，不论是“妙”还是“徼”都只是对宇宙大道中的某一状态的描述，还停留在概念这一层面上
，都是“名”。
“妙”在前而“徼”在后，所以概念的“相名”也就不同了，但它们都是由大道生出来的，都是对大
道的发展和变化，同称为“玄”。
“玄”意为转变。
变化来变化去，就构成了天地万物的“众妙”，这里的“妙”和“观其妙”的“妙”本质意义不同，
“观其妙”的“妙”表现的是万物中的生机，而“众妙”的“妙”表现的是天地未生前的生机。
　　回过头来看原文，我们不难发现，文中着重讲了这样几个概念：道的概念、名的概念、有和无的
概念、妙和徼的概念、玄的概念。
这些概念统称为“名”，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名可名，非常名”来说，这些概念并没有真正地揭示出
道的真正内涵，这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言语和文字都无法揭示出“道”的真义。
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些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它们可以作为理解“道”的桥梁。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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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道德经》是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
两千多年来，《道德经》中的闪光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道德经》中的格言警句已经
成为脍炙人口的行动格言。
　　老子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
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
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种
新的译本问世。
　　《道德经》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修养，开启我们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处理好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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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是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
两千多年来，《道德经》中的闪光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道德经》中的格言警句已经成
为脍炙人口的行动格言。
　　老了了是西方人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
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
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种
的译本问世。
　　《道德经》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修养，开启我们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处理好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典藏本书的四大理由：　　重要历史地位：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诗化的语言阐述哲学思想的巨著
。
　　独特文字魅力：字字珠玑，句句玄妙，无一不是真机妙诀。
　　人生必备经典：开启智慧，提高修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世界瞩目之作：除《圣经》之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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