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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我们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把老子思想看作是人本思想，从以人
为本的观念出发构建了本书的逻辑体系并对老子的人本思想进行了语言释义；第二，把老子的人本思
想同另先秦时期其他思想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老子人本思想的比较特点；第三，采
用辩证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提示了老子人本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第四，对老子人本思想的现
代价值进行揭示，从管管理哲学和法哲学的高度上阐述了老子人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
尤其是对依法治国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由于老子思想具有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在探讨老子人本思想的现代价值时，结合当今时代的特
征和要求对其进行了合理改造，说明了它的现代企业管理、国家行政管理和依法治国中发挥作用的可
能性、现实性及其启示意义。
就些意义上来说，本书是一本管理哲学和法哲学著作，其中也涉及了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
、军事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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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老子思想的产生及对后世的影响  二、老子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   三、老子人本思
想的逻辑体系  四、研究老子人本思想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 老子关于人的地位的思想  一、老子关于人
的地位思想综述  二、老子关于人的地位思想的比较特点  三、老子关于人的地位思想的现代价值第二
章 老子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  一、老子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综述  二、老子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的比较
特点  三、老子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的现代价值第三章 老子关于人的组织的思想  一、老子关于人的组
织的思想综述  二、老子关于人的组织的思想的比较特点  三、老子关于人的组织的思想的现代价值第
四章 老子关于人的使用的思想  一、老子关于人的使用的思想综述  二、老子关于人的使用的思想的比
较特点  三、老子关于人的使用的思想的现代价值第五章 老子关于人的规制的思想  一、老子关于人的
规制的思想综述  二、老子关于人的规制的思想的比较特点  三、老子关于人的规制的思想的现代价值
第六章 老子关于人的培育的思想  一、老子关于人的培育的思想综述  二、老子关于人的培育的思想的
比较特点  三、老子关于人的培育的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书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人本思想研究>>

章节摘录

　　三　老子人本思想的逻辑体系　　对于老子思想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传统上一般是从哲学的角
度，按照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观、政治观和社会理想来对老子思想进行解读的。
然而这种解读方式难以直接体现老子思想的人本特性，很难说明老子是把人作为根本出发点来提出其
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
按照以人为本的观念来看，老子《道德经》的五千言中，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内容：　　1．关
于人的地位的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第25章中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这里，老子把人和道、天、地共同作为宇宙中的四大，这就阐明了人的地位，强调了对人的尊重
问题。
在这四大之中，老子认为人不是至尊至上的，而“道”是至上的，人应当遵循“道”，即自然法则。
老子把人分为圣人和民众，他认为圣人要服务于民众。
他在《道德经》第49章中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还认为鬼神对人不发挥作用。
他在《道德经》第60章中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这些是老子对于人的地位问题所作出的基本回答。
　　2．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　　老子认为人性有善恶之分，他在《道德经》第20章中讲到：“唯之与
阿，相去几何?美（亦作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性之善主要表现为无私、无欲和纯朴。
在《道德经》第19章中，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
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这段话中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思是说保持纯朴的本性，减少私心杂念。
他在《道德经》第52章中说：“见小日明，守柔日强。
”这就是说，人要保持柔性。
这些是老子对于人性问题所作出的基本回答。
　　3．关于人的组织的思想　　老子所揭示的社会组织是“国”和“天下”。
他所说的“天下”是包括各个诸侯国在内的统一的国家，他在《道德经》第22章中说：“圣人抱一为
天下式。
”他理想中的诸侯国是人口少的小国，也就是他在《道德经》第80章中所说的“小国寡民”。
他认为在国和国之间，以及在国内的人和人之间是不争的，遵循“合和”与“玄同”的原则进行交往
。
他在《道德经》第22章中指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在《道德经》第56章中，他又指出：“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这两段话和起来的意思是说，要运用合和方式，而非相争的方式去组织人，去化解矛盾冲突。
这些是老子对于人的组织问题所作出的基本回答。
　　4．关于人的使用的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第57章指出：“我无为，而民白化。
”这就是说，领导者要以无为的方式管好人和用好人。
在《道德经》第68章中，他又提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
，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即要以谦下的方式用人。
在《道德经》第74章中老子又曾提出：“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
夫代大匠斫者，稀有不伤其手者矣。
”其意思是说，代专管杀人的人杀人终必伤及自身，意即以不越权的方式用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人本思想研究>>

这些是老子对于人的使用问题所作出的基本回答。
　　5．关于人的激励的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第3章中讲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
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即采用不推重职权激励和物质激励的方式激励人。
他在《道德经》第2章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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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即采用不据天下为己有的激励方式。
这些是老子对人的激励问题所作出的基本回答。
　　6．关于人的规制的思想　　老子崇尚自然法，认为自然法高于一切。
他在《道德经》第25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也反对政令繁琐而崇尚简政。
他在《道德经》第57章中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意即国家的禁忌越多，人民越陷于贫困，法令越繁苛彰明，盗贼就越多。
他在《道德经》第28章中讲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即认为好的制度是道的展开形式，是不损害人的积极性发挥的管理制度。
他在《道德经》第73章中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即自然法则的作用范围无比广大，虽然宽疏但却不会有一点遗漏。
这些是老子对于人的规制问题所作出的基本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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