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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子《道德经》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她不但包含着宏广深奥
的哲理，而且蕴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人文艺术系统科学等诸方面素材的
玄秘，世人称她为“万经之王”。
她像宝塔之巅的璀璨明珠，照耀着中国古代文明，更启示人类未来的文明。
她无论对于中华民族人格内涵的铸成，还是对于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德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
《道德经》五千言是一部论述宇宙万事万物的百科全书，他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生长消亡
的总规律。
她认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是超越时空界限，永远独自运行，永不改变运行轨道，是
创造和养育天地万物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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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道德经》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她不但包含着宏广
深奥的哲理，而且蕴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人文艺术系统科学等诸方面素
材的玄秘，世人称她为“万经之王”。
她像宝塔之巅的璀璨明珠，照耀着中国古代文明，更启示人类未来的文明。
她无论对于中华民族人格内涵的铸成，还是对于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德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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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妙果，女，汉族，江苏常熟人，1949年出生，教师。
酷爱哲学和《道德经》等，经过刻苦钻研，将《道德经》关于生命科学的论述技术化，创导了“道德
信息技术”，奉献给每一位热爱生命与健康的朋友们，受益者成千上万。
担任中国东方易经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老子道德信息总会会长、泰国道德信息慈善会会长，讲学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航空部，中国军事科学院等，并
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赴新加坡参加国际第十二届易经学术论坛，现在在泰国讲学。
主要著作有《人类自然康复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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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译文】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中的“美”这个概念，当然还有“恶”的存在；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
善中的“善”这个概念，当然还有不善的存在。
因此有与无相互而生成，难与易相互而促成，长与短相互而比较，高与下相互而补充，音与声相互而
和谐，前与后相互而追随，这就是永恒的规律。
所以圣人处事都是遵照自然的规律，用身体力行的不言教育作为榜样力量。
顺应万物自行生长而不加干预，生养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为万物尽力而不思图报，大功告成而不自居
。
正因为有功而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永远在人民心中。
【习用】老子这一章主要阐述万物的对立性与统一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是宣示宇宙的法则，
始终不离循环往复的因果律。
有与无，彼此互为因果，相生互变。
老子的重点，在相生的这个“生”字上，当然也可以说互为相灭，但传统文化只强调生的一面，并不
是否认灭的一面。
难与易本来也是互为成功的原则，它的重点在相“成”字上。
天下没有容易相成的事，但天下事当在成功的那一刻是非常易的。
而且凡事的开头，看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很困难，所以中国古话：“图难于易”这四个字就是成功
的要诀。
高与下本来是相倾而自然归于平等的，它的重点在相倾的这个“盈”字上。
高高在上，低低在下，从表面看来绝对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宇宙天地本是在圆圈旋转，在弧形的回
旋律中，高下本来回归于一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个意思。
前与后本来相随而来，相随而去，没有界限的，无论是时间的或空间的前后，都是人为的界别，它的
重点是在“随”字上。
前去后来，后来又前去，时空人物的脚步，是不断地追随回转，而无休止。
所以老子认为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等都在自然回旋的规律中相互为用，互为因果，没有一
个绝对的善或不善的界限，也没有一个绝对美与不美的界限，体现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他教人要认识“道”的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不执着，不自私，不占有。
一切作为，应如行云流水。
义所当为，理所应为，做应当做的事。
做过了，如雁过长空，风来竹面，不着丝毫的痕迹。
正因为天地不辞劳苦的造作，造作生长成果而不据为己有，所以使人们崇敬自然的伟大，始终不能离
开自然而另谋生存。
上古圣人，悟到此理，便效法自然法则，用来处理人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
智。
“不言之教”是教育的最高原则，也是教育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里的“言”是传，但真正的教还是在于行，领袖之教正是在于他的民心之教。
好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代表了广大民心，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而且证明了其心愿是真理，在
思想上增加了民众向上进取的信心，这个“教”是把大众引上自身解放的大道，是给天下劳动人民代
言，而不是为了其个人利益。
所以这些伟人近乎圣人。
成功的教育必须以“不言之教”为出发点，建立教育体系，确定教育制度，选择教育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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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社会教育，要成为求知者走向人生道路的知识服务体系。
求知者不是被灌输“真理”而是从那里发现真理，为 人生服务。
成功的教育就如同清泉一样，人自饮而可解知识之渴。
许多先进单位虽然情况各异,却存在着一种“无形”之治，“不言”之教。
在这里，努力工作、钻研业务，受到的是大家的尊敬与鼓励。
相反，工作怠慢、妒贤忌能的人却感到了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这里，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受到大家的敬仰与羡慕；相反，做了违背社会公德或破坏集体荣誉的人，
却感到如芒刺背、坐立不安，有一种压力。
先进者来到这里，正恰如“快马加鞭马更快，响鼓重锤鼓更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即使是原来后进者来到这里，也会是“昔日死水起涟漪，投身冲开水底天”，进步之势日益高涨。
这种看似“无形”之治和“不言”之教，其实质就是好的风气。
一个单位的风气是这个单位的所有人思想作风形成的合力和主流。
厂有厂风，校有校风，店有店风，团体有团体的风，公司有公司的风。
所不同的是，先进单位的风气比较好，正气比较强。
所谓风气就是社会环境。
人创造了社会环境，反过来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之中的人又受着社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环境，会给人的思想等各方面以不同的熏染。
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者黎特文等人，致力发展一种“组织气候”管理学说，用以说明社会环
境对于职工行为动机的影响作用。
任何时代、任何单位要形成一个好风气，都不是自发产生的，而需要领导者采取一些“扶正”的措施
。
中国历史上的领导者把老子《道德经》作为治国之道的典范是有名的“文景之治”和大唐帝国盛世。
据史书记载，汉文帝即位时，民风是不够好的。
文帝和后来的景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风转变的措施：劝农桑，嘉孝廉，济孤残，罚相当， 废酷刑
⋯⋯从社会舆论、郡国管理制度、租税诸方面保证了民风的转变，结果正气成风，效果显著。
《汉书》的作者班固赞文帝曰：“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赞景帝曰：“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由此看来，有谁能说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形成与扶正风气无关呢？
”贞观之治”形成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好风气，不仅与其经济发展有关系，而且与唐太
宗及其臣下大力扶植正气有密切关系。
对于个人修养来说，美好、正直的形象也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这种无形的资产，对任何人公平，你积累多少，就会反射到你身上多少，而且人人经过修身磨砺，都
可以使自己“光彩夺目”，成为吸附更多无形财富的“磁铁”。
人的形象虽然无法丈量，没有“标准”。
但正因为这种若隐若明，深如潭底的“东西”具有极大的伸缩性，所以聚集在人身上的无形资产含量
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大有“开发”之宽阔前途。
况且，许多明智的人，都明白这种无形资产的开掘在于对极细小之事的“较劲”。
有例为证：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他在有形资产上的成功与他在无形资产上的维护是相辅相成的
。
为了以身作则，有一年新年前夕，松下曾暗下决心，今后上班绝不迟到。
然而事不凑巧，新年的第一天他便因接他的汽车没按时到达而迟到了10分钟。
他当即向全体职工宣布：“身为董事长，我难以推托对属下监督不严的责任，因此，我将本月份薪水
如数奉还公司，以示谢罪”。
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对形象这一无形资产进行“追加”，是对丑的形象加美。
因此，美好的形象不仅是外表的样子，更重要的还是内心修持的顺应自然的涵养和智慧。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但对什么是美的认识和感受却千差万别。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有人求美反增其丑，求雅却变得 更俗，赶时髦却弄得不堪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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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对美的认识是与他对“道”的理解连在一起的。
老子所描述的“道”的特性就是美的本质。
这就是说，天下所有的美都是以自然无为作为准则。
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却不言说，四季有明显的规律却不议论，万物有生成的道理却不表白。
有德行的人推崇天地的大美而懂得了万物的道理，因而纯任自然而不人为造作，这是取法于天地的缘
故。
天地之间的事物都保持自己天然形态，天地从来不加干预而让万物任其自然。
人如果也懂得这个道理，像“道”那样纯任自然，不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胡作妄为，不为个人利害得失
而苦苦奔波，像天地一样创造了万物大功告成而不居功，还要不断地超越自我。
这就是说一个人立功、立德、立言，只是指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成就，但应该再去立新功，立新功不居
旧功是对旧功的超越，这就是更加伟大了。
当今世界一切成功的变革，都是在不断否定自己建立的旧体制（旧功），而建立更加适合社会发展的
新体制（新功），这是万民拥戴、国家繁荣的根本。
从养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如何塑造人类健康、快乐、幸福的审美心理呢，老子对于什么是丑、什么是
美、美与丑的区别与特征以及用于养生，更耐人寻味。
伟大的自然之“道”含有辩证法思想。
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白昼与黑夜，天气晴朗与阴雨，炎热与寒冷，运
动与静止等等，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
但事物两个对立面的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立之间
可以发生相互转化。
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人类能够进入太空领域，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人们改造世
界的手段与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伴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精神文 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人在自然领域能解决无数尖端课题，却在生命课题中无法有效控制人自身的疾病和痛苦。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人类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要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必须从
人本身开始。
我们人类生活在宇宙统一场中，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生活和家庭，健康
的伦理和文化。
人类的整个文化是我们每一个成员被浸泡其中的海洋。
文化中的各种不健康的因素是引起我们心理、生理混乱，是造成疾病的最大原因之一。
我们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任何不健康的因素会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状况。
我们所处的人际关系、工作关系中的不健康的方面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心理与生理上的
疾病。
因此人类的70％疾病是心因性疾病。
而且人类的许多疑难杂症都是和人本身的思维混乱、语言混乱有关。
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一样，不同的语言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人的一生是使用语言的一生。
所以加强语言修养，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人始终处在有序和无序的循环往复之中，人在健康时处于有序状态，人不健康时处在无序状态。
由于思维混乱或语言选用不当而造成自身生物秩序混乱，导致人类生病。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往往机械地求助于外界的药物、医疗，却不知人本身还有自己调节自己免疫
的功能。
我们的道德信息技术就是通过合理的思维、合理的语言信息，运用自然之道的运动规律来调整病人的
思维和语言，调整患者自身的思维和语言，使思维和语言条理化、有序化、科学化，符合道德准则和
万物发展的规律，这样人们就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万物作而不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老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
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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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自己从社会中收获了什么，而在于自己向社会奉献了什么。
如果在社会间，人人都能够多作些奉献，那么所有的人都能多得一份收获， 并使整个社会都多一份和
谐。
如果社会间人人都只要收获而不做贡献，那么所有的人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个人的名利，且你争我夺，
社会将会是一个混乱的大漩涡。
许多人都被旋入深渊而永远沉沦，今天沉沦的是你，明天沉沦就轮到了我。
其实形成这漩涡的成份有你也有我，是你、我、他共同促成了这可怕的漩涡。
好身体都是靠自己锻炼修炼而来的。
帮助了别人不希望得到回报，施不图报，博爱众生是一种人类身心健康高层次解放的修炼。
我们强调修炼道德，而道德的基础是智慧、慈俭、自然、和谐。
道德是智慧和慈俭的化身，道德是自然和和谐的象征。
有位复旦大学毕业而在北京健民制药厂工作的工程师参加了为期七天的学用道德信息技术的学习班后
，血压正常了，心脏不痛了，脚跟不痛了，高兴之余他冷静地想：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过去对
一些健身的方法没有什么认识，通过这次学用道德信息技术，不仅在自己的身上得到有益的尝试，更
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学到了我们道德思想的博大精深，从自己思想深处感受到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仅仅是
个开始，事实上还有很多科学规律的东西需要我们用虚无的心态去学习、探索，也有待我们去认识、
提高。
无为之治、不言之教的道德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熏染我们的身心，陶冶我们的情操，同时还净化了社会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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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推广“学用道德信息技术。
开发人体软件功能”的过程中，受朋友们的鼓励和敦促而匆忙成书的。
《道德经》的译注解释本陆续出版，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这些解释译注本，或从学术研究角度，或从宗教角度，或从治国角度，或从管理角度，或从教育角度
，或从养生角度，对老子《道德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老子哲学走向社会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所据版本不同，以及文字障碍，使理解呈现不少差异，这是不足为奇的。
本书试图跟踪老子的“道”思想，从宇宙观推及道德观、人生观、政治观和养生观，体悟《道德经》
的精髓，同时吸收了有关著作的某些研究成果。
蓝凤祥先生，魏建新先生为此书倾注了心血。
相品兰先生为《道德经》研究出版，作出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伟公先生为本书的校对修正，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与鼎力的相助。
北京、上海的许多老师也为本书校对、修正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如果有缘，你的朋友们可与你共同探讨、学习，并给予帮助，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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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五千言是一部论述宇宙万事万物的百科全书，他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生长消亡
的总规律。
她认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是超越时空界限，永远独自运行，永不改变运行轨道，是
创造和养育天地万物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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