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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从根本上解救春秋末期人的生存危机，重整社会秩序和人生价值，老子以哲学的方式探究了人的
生存问题，从人之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身修养方面，对人之生存的本原、根据、价值、意义、智慧、
境界、修养、方式等提出了自己的洞见卓识，形成了独特的生存哲学思想架构。
    老子把“道”作为人和万物生存的本原，人和万物都从“道”那里获得生命，并把“道”蓄积于自
身而为“德”，以作为生存的自然本性和内在根据。
人和万物皆仰仗着“道”、依据着“德”而存、生、长、成，因此也自然地尊道贵德。
人和万物皆是存、生、长、成的存在者，而道和德是存在者之所以存、生、长、成的根源和根据。
道化生万物的过程，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形质到有形质的落实过程，也是道朴之散而为形器的过程
。
万物具形，分有于道，随之也就有了执形忘本而背道离德的可能。
    既然道和德是万物的生存之根，那么，万物的生存就应当循道依德，得其生命的自然。
在老子看来，“道法自然”，它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且道有“玄德”，它化生长成了万物而不占
有主宰它们，因此万物也尽得其自然。
老子认为，人的生存亦应当依循着大道，抱守着常德；因为人只有这样的循道依德，他的生存状态才
是自然的，他的生命才是如其本真的。
为此，老子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能为人的自然的生存提供一个自由、安足、和谐的社会环境；希冀
一个理想的人生，能在效法天地的无私无为中达成生命的真朴、平和与自然。
当然，这一理想社会和理想人生的实现，皆须以“道”、“德”为根本原则，以“自然”为最高价值
。
“圣人”即是从道顺德、自然无为的理想治者和人格典范。
    老子认为，当时社会的人之生命的不自然，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统治的“有为”多事，对人们自然
本性的扰乱祸害，其深层的根源是人们精神价值的迷失，徇于形名而不体道原，逐于货利而不知返本
。
因此，老子主张圣人的“无为”之治，顺应百姓自然的生活而不搅扰，使人们有得遂其生的自由宽松
的社会环境；主张人生的返本归根，明道同玄，重新找回自然真朴的生命，使人们有自觉地合乎大道
玄德的生存智慧、心灵修养和精神境界。
因此，老子的生存哲学具有“反”的思维特征，通过反俗而返道，以批判反思当时的社会政治模式和
精神价值观念来警醒世人，重新发现道原本性，返朴归真。
    人之生命的自然地展开或者说入自然地生存于世，就要求他的精神观念、价值取向、行为心态等必
须自觉地合乎大道的原则，老子称之为“守柔”，这表现为在处理人与外物、他人和自身的关系上的
“不有”、“不争”、“无身”、“退身”、“无私”、“不盈”、“谦下”、“守雌”等柔性的德
行。
在老子看来，居守柔弱是达成生命之自然的最佳生存方式，同时他也希望以此守柔之方来改变世人的
生活态度，消解社会的纷争，从根本上解救时弊。
因为在老子看来，居守柔弱体现着大道的精神原则，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能收到“善胜”、“全归
”的最好效果。
老子的“守柔”，反对世人的逞强，但也不是主张怯懦，而是教人减弱自己的意志私欲，顺守大道的
自然。
    入要自然地生存，不可不明道知德；明达道体，知守本性，才能自觉地循道依德，使生命得其自然
。
然而大道无形无名，不可感知，所以老子所说对道的“明达”，是人的精神生命与大道的直觉同一。
世俗之知，或囿于闻见，或强于名辨，皆不可明达大道。
世人限于俗知妄见，惑于智巧诈伪，以名求知，据名立己，徇名而忘本，执己而逞私，不体大道，不
知本性，在老子看来，这是人之“大迷”。
因此，老子教人“知常”、“自知”，复归于“无名之朴”，重返大道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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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道”并不外在于人，它即是人的“常德”，即是人内在的、自足的自然本性。
人可以通过心灵的直觉而见性明德，与大道合同一体。
因此，直觉大道的认知过程，也即是人的心灵修养过程。
真知大道的“明白四达”，也即是心灵状态的虚静澄明。
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名”，对人的贪欲行为、智巧心机、名分观念等进行了深刻的批
判反思，警诫世人不要向外追逐声色货利，不要玩弄智巧伪诈的心机，不要执于外在的形名分有，而
是教人“守中”，返守内在心灵的虚静、和柔、纯真和自然。
通过心灵的修养，人之生存的精神境界可与大道同一，老子把这种精神境界叫作“玄同”。
人的精神境界同玄达道，即意味着他的生命状态是如其本真的，他的生存状态是自然的。
     明达大道，同于道玄，这既是人的真知明觉，又是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
老子认为，这种真知的获得、精神境界的达成，并非是依赖向外的逐求，而是要求人作反身的内观，
经常地作“归根”、“复命”的修养工夫，使人的生存不离道原，返本复始，返朴归真，保有生命的
虚静、真朴和自然。
老子的理想人生状态，是复归于“婴儿”，人的精神生命处于自然的境界之中；老子的理想社会状态
，是重返“小国寡民”，社会的治理处于自然的秩序之中。
自然的人生状态，即是人的生命合乎大道玄德；自然的社会秩序，即是社会的治理合乎大道玄德。
老子唯愿以“常道”、“玄德”引导人类及其社会走向自然的正道；人类重返正道，在老子看来，须
以反而返、以反求正，通过批判反思当时世俗的背道离德而重返大道的自然。
     古代的老子生存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重新反思现代的科技文明、社
会治理的行为观念以及人的生命自由等问题，以重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重
塑现代社会的新的生存理念及生存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借鉴意义和启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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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七十五章）民众的苦难，是统治者的贪欲所造成的。
所以，老子“无欲”的主张，主要是针对着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贪奢纵欲而言，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不过，老子所说的“知足”、“知止”，“少私寡欲”，对一般的世人而言，也是很有教训意义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心灵修养上的“无欲”，其面对的对象是不分社会阶层的；“为道”者首先要去除的
障碍就是私欲贪欲，不过这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老子教人“知足”，以最低限度的满足为满足。
那么，何为最低限度的满足呢？
老子提出了一个“足”的新定义，以个人的具体的满足为“足”的普遍标准。
那么，个人的具体的满足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李景林在阐发老子思想的文章中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概念——“自然的分际”①，我们可以用这个“
自然的分际”来作为“足”的普遍标准。
自然的分际，不是以欲望的多寡为标尺，也不是以实际争得的数量为尺度，而是以道所赋予每一生命
个体的自然的本性为标准。
超过了自身本性的“自然”，即是多欲贪得；不足于自身本性的“自然”，即是生存状态受到了压抑
，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过于“自然”的贪得和不及“自然”的不足，都会对生命自身造成损害，都不是老子所想说的“知足
”。
老子的“知足”，既是反对贪欲，也不主张制欲，而是让人止于道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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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老子》是很“哲学”的一本书。
老子哲学的思想旨趣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试着从人之生存的视角来诠解老子思想，于是就有了老子的“生存哲学”。
这里的“生存哲学”，是一个“大写”的生存哲学概念，指的就是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哲学反思。
因此，“生存哲学”这个概念虽然在西方哲学中有专指，但我们也无妨拿来这个名词，以考察老子关
于人的生存问题的哲学论说。
西方的生存哲学是西方思想家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哲学思考，老子的生存哲学是老子对人的生存问题的
哲学思考，二者肯定会各具特色，必不尽同；虽不尽同，却是围绕着同一主题——人的生存——而展
开的，因而也不全异。
同异之间，正是彼此比较借鉴的前提，凸显各自特色的胜处。
因此，也无妨用西方生存哲学的这面镜子来反照老子的生存哲学，这样会更显出老子对人的生存问题
所作解答的独特魅力。
我们终究不能用西方生存哲学的概念来剪裁老子思想，而是要从《老子》文本意含中开掘出老子特色
的生存哲学，让老子的生存哲学从文本中“自己走出来”。
本书把老子的生存哲学说成是“自然之道”，其实“自然之道”是不可说的。
老子的“道”，是不可说的；合同于道的“自然”，也是不可说的。
然而，本书说的正是老子的“自然之道”，且说了以上这么多。
人最大的乐，莫过于对不可说的东西说了点什么；最苦的事，也莫过于对不可说的东西要说出点什么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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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进行认真反思的第一人，他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负影响和负作用，
极力地抨击文明的异化现象，是我国历史上反对文明异化的第一人。
　　——许抗生在《老子》原文中渗透着对人类社会之秩序、状态的忧虑，体现着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
　　——刘笑敢老子是将文化层面的人文思考带进哲学领域的第一人。
以宇宙规模来把握人的存在意义，是老庄理论思维的一大特色。
　　——陈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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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之道:老子生存哲学研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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