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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
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
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
娱乐方式的各种学问。
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
上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土而兴起
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
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
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
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
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近代以来，西风劲吹。
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
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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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全书从“道经”到“德经”共八十一章，每一章的开头都设有题解。
主要表达此篇主要内容、思想意旨等，让读者在阅读之前对此章内容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总体把握，做
到胸有成竹，充满自信和期待投入到《道德经》的阅读当中，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收放自如。
    其次，把各位名家的注述附在原文中相应的内容后面，帮助读者读之就能明了原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从历代人对《道德经》的研究和探寻中，感受《道德经》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并从中博
采众长。
    再次，我们在每一章末尾都附有与本章内容相对应的经典事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生动的故事
，阐释精辟的道理，使今日之我们更容易理解两千多年前老子思想的精髓。
    最后，本书配有百余幅珍贵的古代版画。
这些古版画都是从中国古代珍贵的刊刻资料中精选出来的，并且恰当地配合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内
涵。
    《道德经》浓缩了人生的华彩，并将之简化为那些短短的如诗一般的句子，其中蕴含的人生的感悟
，生活的哲理，就如一股山间的清泉，清澈而甘醇。
夜阑人静的时候，捧起这本《名家批注道德经》，读上几章，就有如三月里微风拂面，心灵会重新拾
回宁静恬适。
也许，这就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吧，心灵如明镜，拭去蒙尘，自然就会空灵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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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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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题解】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 中，就提出了“道”这一概念。
“道”作为老子哲学的专有名词和核心概念，在《道德经》全书中频频出现。
本章的第一个“道”，指的是宇宙间万物存在的本源与实质，任何事物的发展，无不依靠“道”这一
原动力。
老子指出，这种“道”是不能用任何语言完美地表述出来的，故“道可道，非常道”。
从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来看，这恰恰反映了语言、思维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
老子进而认为世界本生于无，“道”从“无”中创造并主宰世界，这与古代西方哲学认为上帝是世界
创造者的观点相比，更具有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辉，这也正是老子哲学的精妙之处。
原文道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可道，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道者，虚极之妙用。
名者，物得之所称。
用可于物，故云可道。
非常道。
名司马光《道德真经论》：所谓名者，苛察缴绕。
可名，非常名。
王夫之《老子衍》：常道无道，常名无名。
“可”者不“常”，“常”者无“可”。
然据“常”，则“常”一“可”也，是故不废“常”，而无所“可”。
不废“常”，则人机通；无所“可”，则天和一。
无名河上公《河上公章句》：无名者谓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
天地之始，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于无，故名天地之始日无。
有名万物之母。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故有名为万物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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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子的隽语，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装饰便可自闪光耀。
然而，人们心灵渴求的却是更深一层的理解。
于是，老子这谜般的智慧宝石，便传到变化繁杂的注释者手中。
　　——林语堂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
手可得。
　　——尼采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
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做是最高的学术。
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历史哲学》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在国外被人广泛翻译和阅读的
一本书就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写成的《道德经》。
在西方社会，《道德经》比儒家经典更受欢迎，至今少说也有40种译本。
除《圣经》以外，任何书籍在数量上都无法与《道德经》相提并论：　　——美国作家麦克．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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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批注道德经(插图本)》：●百余幅珍贵古代版画，与文章内容相得益彰。
●题解、注述、译文、插图、图说、读解心得、经典事例全方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道德经》的智
慧。
●生僻字、多音字、古今异音字标示注音，方便读者诵读。
中央电视台重磅推荐，国学经典再品读，易读易懂新体验。
累计销量突破300万。
“百家讲坛”知名主讲人毛佩琦教授作序并特别推荐低廉的价位，让《名家批注道德经(插图本)》成
为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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