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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就增加一
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
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
，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
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
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
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
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
，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
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
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
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
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
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
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
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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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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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很多人失去是非善恶的标准，在纷呈繁杂的社会现象面前无所适从；当很多人找不到精神的归
宿，在飞逝流转的生命之旅面前不知何去何从⋯⋯这时，看看《老子》带来的卓绝智慧，我们就会感
到无比的庆幸。
解读老子，用现代人的眼光感受老子[静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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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导读】本章开宗立义，阐明老子写这八十一章五千言的旨归，提出《老
子》最重要的核心概念“道”，并论述了“道”的基本特点。
即万事万物都遵循“变化”的基本法则，而且永远处在变化中。
人们所体察到的“道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用来称呼事物的名称也并不能完全涵盖事物的本质。
这种充满了辩证法智慧的哲学思维，对我们的工作、学习有极大帮助，它要求我们在面对具体的问题
时，切不可墨守成规，要仔细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找到它之所以成为这个问题而不是成为那个问题的
关键，从“有”和“无”两个方面去寻求解决之道，想一想如果这样做会怎样、不这样做又会怎样？
事情发生之前是怎样、发生之后又是怎样？
如此一来，所有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我们也将在永恒变化之道中，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原文】道可道①，非常道②。
名可名③，非常名④。
无名，天地之始⑤；有名，万物之母⑥。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⑦；常有欲，以观其徼⑧。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⑨。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⑩。
【注释】①道可道：第一个“道”是名词，是老子哲学中的核心概念。
它的意思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指“道”是形成万事万物的本源；第二个层面指“道”
是宇宙运动的规律；第三个层面指“道”是人类行为的准则。
此处的“道”是第一个意思，指形成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一种永恒地存在。
第二个“道”是动词，意思是言说、描述、表明。
②非常道：这里的“道”仍然是名词，和上一个“道”意思相同。
非：不是。
常：永恒，不变。
③名可名：第一个“名”是名词，是老子哲学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里与“道”并列，用
来具体指称很玄妙的“道”，勉强可以认为是“名称”的意思，但实际的内涵要大得多。
第二个“名”是动词，是命名，称呼的意思。
④非常名：这里的“名”是名词。
⑤无名，天地之始：这里的“名”是动词，命名。
⑥有名，万物之母：母，根源。
⑦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所以在永恒的“无”中，可以体会出“道”的奥妙之所在。
⑧常有欲，以观其徼：“徼”(jiao教)，边界，端倪的意思。
⑨玄：是老子哲学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变化莫测，难以把握的意思。
⑩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生生灭灭，其玄妙根本无法窥测，而这种变化是了解一
切奥妙的总门径。
【经典原意】能说出来的“道”，并不是那个永恒不变、代表宇宙起源和运转规律的“道”；能命名
的“名”，也不是那个永恒不变、代表万事万物的实质的“名”。
在宇宙天地、万事万物生成之前，就有“道”存在，我们用“无”来命名它；当宇宙天地、万事万物
生成后，“道”就表现为事物的不断发展演化，我们用“有”来命名它。
通过这个永恒的“无”，我们可以观察到宇宙万物的奥妙和规律；通过这个永恒的“有”，我们可以
发现事物变化的端倪和界限。
“有”和“无”都来源于“道”，只不过各自代表了“道”的不同存在方式，它们是变化莫测、幽深
玄远的，很难加以把握，都可称之为“玄妙”。
通过体察“有”、“无”背后的“玄妙”，我们就可以进入“道”，也就是进入所有“玄妙”存在的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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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阐释】把握永恒变化之道在现代汉语中，“道”的意思是指道路，我们可以把它作一个通俗化
的理解，《老子》是我们明晓宇宙万物诞生、存在、演变、运动规律的道路。
实际上，本章内容为我们认识真理提供了一个观念上的启发，就是宇宙万物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刻刻
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用旧观念、老方法去解决新问题，应该让自己经常保持一颗鲜活的心灵，去体察
这个世界发生的细微变化，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事物背后令人神往的玄妙规律。
这和我们学习数学有很多共同之处，当你掌握了基本的四则运算法则，无论数字大小，怎么变化，你
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
对我们来说，生活中的事情千变万化、头绪繁杂，但如果我们掌握了生活中的运算法则，如勇敢、宽
厚、坚韧、缜密、豁达，那么生活中就没有什么我们不能解决的难题了。
辩证法认为除了永恒运动的物质，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变的，“人的一生不可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每一阶段只有相对正确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不断变化和
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绝不能固步自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回收可怜与贫穷。
西方哲学有一种虚无主义，他们认为，人是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既然这样，那又何必去苦苦追求呢？
不如及时享乐，早早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实际上，这种消极的观点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虽然世界上没有绝对永远不变的知识，人们也
不可能倾尽所有真理，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是无限的，人智慧的价值就在于此，这也是人类之所以是
“万物的灵长”的根本原因。
【文化常识】“道家”与“道教”“道家”与“道教”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从本质说，二者
并不是一回事。
道家是哲学思想流派，道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具体又分为神仙道教和民间道教。
道家在先秦时期老子、庄子学说出现后基本上就确立了哲学体系，真正出现“道家”这个名称是在司
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
道教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宗教的巫史之学，正式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名称首见于《老子想尔注》。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杨朱、关尹子、列子等人；道教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张陵、葛
洪、陶弘景等人。
老子、庄子在道家中是哲学思想的原创者，而在道教中则成了神仙。
道家的思想崇尚“无为”、“自然”，道教是注重炼形养神，追求永生不死的神仙之术。
当然，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和联系：从时间上说，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思想资
源，若从道教的发展脉络上追溯，道教是道家发展的一个分支，从源头思想上考察，二者在对宇宙人
生的看法上是相互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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