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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德经》五千言，其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即“道”。
一个“道”字，舒者涵盖六合，卷者退藏于密。
它不是上帝，却演化三千大千世界；它不是仙佛，却推动万物变化发展；它不是神灵，却通天达地博
古知今。
它飘逸于星空之际，漫游于心灵之间，又隐身于微尘之内。
古来多少圣贤，悟道、求道、修道，皆欲揭开其神秘面纱，然见道、证道、了道后，每每有所成，却
又总三缄其口。
　何为道？
众人皆说“道”，此“道”非彼“道”，各走各的“道”，“道”“道”自有妙。
　　“道”之一字，如同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可以映照万千的事物。
它其实就是宇宙的-个全息缩影，是一个全息信息元。
　　总的来说，“道”有五层含义：宋代大儒、理学家朱熹说：“道犹路也，人之所共由也。
”可见，“道”的原始意义，就是路。
《说文》中注释：“道者，径路也”。
元人马致远在《秋思曲》中所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
在天涯”中的“道”，就是道路的道。
此其第一层含义。
诉说、语言、描绘、叙述以及认识等为“道”的第二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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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经》所阐述的“道”，是最根本的“道”。
本书，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思想家、哲学家，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
学，一切宗教和学问都试图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时间演化上说，宇宙万有究竟有没有一个共
同的本源？
从空间结构上说，宇宙万物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体？
从运动发展上说，宇宙万相有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律？
⋯⋯ 宇宙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真理”？
如果有的话，人类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去探求这个终极的“真理”？
　　这个宇宙本源性问题，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更是将来整个人类需要面对、探讨、回答的根本
课题，是所有学问、理论乃至宗教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道德经》的研究也是如此，明了此，一切难题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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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波，1970年出生于湖北十堰，1986年应届高中毕业进入长沙某军事学府学习。
军旅匆匆廿年有余，现为驻川某部政治部副主任。

　　作者兴趣广泛，爱读杂书，喜欢思考。
常怀好奇之心，常发奇想之念，常有奇异之梦。
儿时曾戏作诗句“愿将七尺躯，化作万丈虹。
神光耀宇宙，清气满苍穹”，童言稚语实不知所云。
年渐长，偶涉中华传统哲学文化后，心如全针向磁，葵花朝日，身若山探奇，秘境觅胜。
念兹在兹，似觉醒醐灌顶；勿忘勿助，始见心花如莲。
尝试以现代科学眼光审视反思，始悟中华绝学内圣外王，其源头，在于一个“道”字；其核心，在于
一个“心”字；其关键，在于一个“悟”字；其入手，在于一个“德”字；其基础，在于一个“仁”
字；⋯⋯曲径通幽处，实是以运用内求法对宇宙万有终极真理进行之探寻。

　　“路漫漫其修远”，愿与天志之士共同“上下主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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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怎么看待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
从“无善无恶心之体”和“知善知恶是良知”上来看，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皆为大道所化，故其本
体皆为大道之体，其妙用皆为大道之用。
所以，处圣不增，在凡在减，与生俱来，人人皆有。
从“有善有恶意之动”和“为善为恶是格物”上看，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各有不同：百姓之所以是百
姓，在于视万物为万物，其意念活动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我欲”为目的，不断地从事有善有
恶、为善为恶的造作。
而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视万物为一体，其意念活动总能进入“空空洞洞，了了灵灵”的状态，总
能保持“无物不容，无物不照”的境界，其体，如明镜止水，精光四射；其用，因物付物，略无成心
；其容，大无不载，小无不包；其量，妍媸美恶，毫无遗漏。
百姓之所以是百姓，还在于其认识事物总是通过外求之法，外在信息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内心情绪的变
化，或喜或悲或泣或歌。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也在于其认识事物正是通过内求之法，在我排除外在信息的干扰，在内消除内在
情欲的产生，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身临何种遭遇，都能制心一处如如不动。
　　由于圣人能够透视天地的玄机，明了万物的变化，所以在人格修为上，自然与众不同。
《庄子·大宗师》上说，古之真人是什么样的呢？
古代的真人，欺微不凌寡，待人平等；不求盛不称雄，貌似无能；不谋事不作官，消极退隐；这样的
奇人，得失不系心，错了不悔恨，对了不欢欣，好歹随缘分。
这样的异人，危立崖畔，泰然不惊。
如此和谐静止的内心，如此超越常态的本领，皆因为直知合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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