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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族、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一种进取的精神，靠的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智慧！
    精神就像是一个人的骨骼，人如没有精神的支撑，就挺不起胸，仰不起头，迈不动步，做不成事，
战胜不了困难，没有骨气和气节，没有原则，被人看不起，不被人尊重。
    智慧就像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
人如果没有智慧润身，就不会丰满，缺少灵性，缺少见识，不会学习，不会变通，不会创新，不会与
人相处，也不被人喜爱。
    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什么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而这种精神和智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宇宙之初，天地混沌，中华民族的先祖盘古，巨斧一挥，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开天辟地，开辟出
一个全新的天地来。
    先祖盘古，这种大气磅礴、开天辟地的开拓创新精神和智慧的力量，指引并鼓舞着中华民族战胜一
个又一个的困难，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这种精神，经过历史的检验，至今仍在感动、激励、指引着我们战胜千难万险，一往无前！
他的后代们，继承和发扬了先祖盘古这种开天辟地的开拓精神，不惧险阻的顽强意志，敢于创新的伟
大智慧。
正是这种精神、意志、智慧的力量，使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延续发展至今。
    天的西边塌了，女娲炼就五彩石把天给补上；洪水泛滥大地，肆虐神州，大禹治水十三年，“掘地
而注入海”，开辟九州；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的家门，年已九旬的老人愚公，率领儿孙把
两座大山挖掉；炎帝之女女娃，游于东海，被水淹死，女娃化作小鸟精卫，衔西山之石木，填于东海
。
    这种开天、辟地、补天、掘地、移山、填海的精神和智慧，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和智慧！
    盘古的开天辟地，是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女娲炼石补天、大禹疏导治水，是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是一种战胜困难的毅力和恒心。
    这种精神，正是《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左传》中“或多难以其固国，启其疆土”，“多难兴邦，多难固国”的精神。
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智慧！
    当我国期盼百年的奥运圣火在欧洲传递的过程中，遭到少数藏独分子的抵制和捣乱，全球华人同仇
敌忾，口诛笔伐，用实际行动捍卫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当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巨大灾难之后，全球华人空前的凝聚力再一次显现，
一方有难，全球支援，“多难兴邦，多难固国”的精神显示得淋漓尽致。
上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拾荒的平民和乞丐，远至数万里之外的华裔，近至震区中心的灾民，
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感天动地，人神共羡。
在大灾面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多少人，把生的希望送给了别人，把死的现实留给了自己，可
歌可泣，可敬可佩，可赞可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1    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在成都一个广场向遇难的同胞举行国丧，三分钟默
哀之后，数万人在悲愤、压抑、痛苦、沉寂的广场同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四川雄起！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国人如此待川，川人绝不负国！
”这吼声是四川人民在天大的灾难面前的一种自信，这吼声是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一种不屈的精神，
这吼声是四川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信任，这吼声是“多难兴邦，多难固国”的真实写照！
这吼声是中华民族向天地寰宇展示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宣誓！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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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天大灾难面前的智慧！
    痛定思痛，大灾面前靠精神，生存发展靠智慧。
我们暂且放下这激越的民族精神，来细说这民族的智慧。
    中华民族的这种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是从苦难中不断总结出来的。
这种智慧，正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伟大智慧！
    智慧一词，《辞海》上解释为：“对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
”简而言之：智慧，就是对于真理的认识。
西方所谓哲学的原义是“爱智”，“爱智”即追求智慧。
而我们东方中华民族古代先哲圣贤们，却志在“闻道”，“道”即真理，亦即最高智慧。
    孔子是以好学自许的，他学习的目的在于“闻道”。
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里所说的“道”，也就是智慧。
闻“道”，就是听到了智慧，了解了智慧，掌握了智慧。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大主流，儒家和道家都是以“闻道”为目的的，只不过他们求道的方法有所
不同。
    儒家认为“道”与“学”是统一的，要通过博学来求道。
道家则把“道”与“学”对立起来。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更宣称“无思无虑始知道”。
道家认为这“无思无虑”的“知”才是最高的智慧。
佛家认为“般若”才是最纯正的智慧。
    我这里所说的“大智慧”就是继承、吸纳、糅合了上述贤哲们的精神和智慧，经过历史的实践和发
展，逐步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精神和智慧。
    这种大智慧，囊括了儒家“仁爱忠恕，义礼智信，中庸”的和谐之美；道家“道法自然，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无为而无不为”的妙道之美；佛家“缘起缘生，一切随缘”的圆融之美；诸子百家“中
彻中悟”和“法、术、势”治国的智慧之美。
儒家的和谐，道家的妙道，佛家的圆融，诸子百家的实用智慧，综合起来，就是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
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智慧。
    大智慧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形成的高峰期是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诸子百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吸纳古代圣贤们的精神和思想精华，并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及经验、
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感悟，并经过长时期不断地辩论、争鸣、整理、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华
民族的智慧。
    中华民族，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共有56个兄弟姐妹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几经战乱，几经分合，几经磨难，几经变迁，几度兴衰之后，逐步形成现
在的情景。
    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人民不仅饱受战乱分裂、生死存亡、背乡离井、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国
亡之痛苦，同时也享受和平统一、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平安康的太平盛世的幸福。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有强烈的求生、生存和发展的欲望，也有期盼和平、安康、幸福的欲望。
要满足这些欲望，就需要有生存的智慧和智者的指引。
    而智者，就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智者，就来自于社会实践之中。
智者，是痛苦和磨难的感悟者。
历经大磨难，方有大智慧。
正如司马迁所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茭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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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    古之先哲圣贤，经历了大的磨难，在感受苦难的同时，内心得到一种升华，逐步形成了诸子百家
的大智慧，形成了儒、释、道、法、杂、兵、墨、名、农、阴阳、纵横诸家的大智慧。
    一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智慧的创造、演变、形成、发展史。
智慧，是人在社会实践斗争中的结晶，是人们为了生存、发展，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是对形势
精当的分析和对策，是智者敏锐、聪慧、感悟、睿智的升华。
    一个民族的生存，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家族的兴盛：一个个体的提高，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精神、知识、能力、智慧、才华的支撑。
一个人的智慧从哪里来？
从社会实践中来，从困境中来，从学习中来。
    所以说，学习是吸纳智慧最好的途径。
读史，可以增长知识；读经，可以增长能力；读子，可以增长智慧；读集，可以增长才华。
一个人，要想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并想为时代做点什么，你是否应该多读一点
“经、史、子、集”，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自身素质，这也许会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发展有所帮助。
我愿和朋友们一起，共同学习、切磋、领会诸子百家的智慧，感悟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这是自身的需
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自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至2011年，连续33年平均增长10
％左右；由1978年人均250美元，到2011年人均近5500美元，人均增长22倍。
201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47.1564.万亿人民币，折合7.5万亿美元左右。
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的十五六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一-30万亿
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均近2万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北上广等城市的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古老的中华民族和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走向盛世。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不断加大，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升温，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悄然兴起。
    有人说，现在中国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型，社会出现大辩论，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这
就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社会走向解体，中国向何处去——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回答诞生了许多革
命家、思想家，没有这些先进思想的出现，中国今天的进步不可能这样快。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人口大流动，全国有数亿农民进城，城市人口由1978年的17
％到2011年的51.27％，而且还在快速增加，从大方向上看，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已经并将继续引发
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如果说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而这次的影响绝不会亚于前两次。
这次的特点是中国社会变动最深刻的，而且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世界的互动。
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中国累计出境人数不到28万人，但现在一年就达1.41亿人次，而且在逐年增
加，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人民开始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世界人民也开始走向中国，了解中国；中国文化波及世界，影响
世界；世界文化也在波及中国，影响中国。
    基于这样一个大变动的伟大时代，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将要形成，前两次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国
，这一次则是影响全世界。
欧洲、美国有那么多人赶着学汉语，“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显学”。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在鼓吹中国威胁论，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世界的东方
崛起。
有人说：18世纪是法国人的时代，19世纪是英国人的时代，20世纪是美国人的时代，21世纪是中国人
的时代。
笔者说：21世纪既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也是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大批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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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融入中国的时代，2l世纪是一个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的伟大时代，也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时代。
    面对如此伟大的世界变革，世界格局也将要产生巨大的变动。
外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在逐步
加大，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和他们的民众心理能否平衡？
内部，中国东西部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贫富的差距也在增大，人们的内心能否平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比例正在逐步增加，人们在温饱后奔小康到大康的路上，面对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面对物欲心欲的不断膨胀，面对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面对竞争环境的逐步加剧，面对人
们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面对信仰的缺失和迷茫，面对学习生活中的缺憾和不足，面对困境、逆境中的
愤懑、绝望和失望，面对生老病死的无奈、无助和无常，一些人的内心难免失去平衡，产生困惑、痛
苦和迷茫。
    如何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强自己的智慧、扩展自己的才华，使自己在漫漫人生的
征途上提高自己的实力和竞争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能有一个理想的工作和生活？
如何面对当代诸多的诱惑、迷茫和不解？
如何解开心中的疑惑、迷茫，减轻内心的压力和痛苦？
如何能使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自然、充实、自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如何使自己的孩子不落后在起跑线上，考上一个好的学校，有个好的前途？
如何同环境、同事、朋友、家人和谐相处？
面对诸多的迷惑，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似乎想在那里汲取营养和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世界上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亦即阶级社会的四个国家有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
“四大文明古国”。
    人类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但以地域关系、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出现，最早不
过距今5000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最早出现于：古代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
的巴比伦，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继而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和意大利等
地产生。
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无不源于上述地区国家的文明
。
然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因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战乱，除了中国古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
他三大国文化均已不存在了。
这是为什么？
    其实整个世界是不平静的。
人们在面对多变、多极、复杂的大千世界，也在不断寻找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和平相处、互惠互利、
共荣共生、共同发展、共赢天下的世界。
这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思想。
所以早在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
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思想。
而孔子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许多国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关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外国留学生来华逐年增
加，学习汉语的队伍不断扩大，世界在高度关注中国这个东方苏醒雄狮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中国的传
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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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经典与智慧》分上下两篇：上篇阐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
文化、杂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名家文化、阴阳家文化等；下篇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
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等。

《中华经典与智慧》由郭庆祥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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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世界艺术家名人协会副主席，中华国学会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

历任中学老师，生产队长，中型工业企业厂长。
商业、文化、音像公司的总经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部主任。
中国少年儿童音像出版社社长等职。

1986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小说；1993年起出版《世界名人语典》、《生财之道》、《中国名校名师
精讲系列丛书》；与人合编《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全书》，《教育小百科词典》等大型丛书，被国家教
委图工委列为装备用书。
策划责编的作品，五次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八次获部级奖；多次被中宣部等五部委推荐为全
国百种优秀音像、电子读物。

著有“郭庆祥国学经典系列”《中华经典与智慧》、《人生大学问》、《人生大智慧》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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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一、引  论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及载体
    (三)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周易》
二、儒家文化
    (一)儒家经典的确立及“四书五经”的形成
    (二)孔子的思想和《论语》
    (三)孟子的思想和《孟子》
    (四)荀子的思想和《荀子》
    (五)晏子的思想和《晏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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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老学与道教
    (五)《老子》的思想体系
    (六)《庄子》的思想体系
    (七)老庄的思想学说
四、佛家文化
    (一)佛家始祖释迦牟尼
    1.佛与佛教
    2.中国佛教源流
    3.佛教宗派与义理
五、杂家文化
    (一)中国最早、最大、最成功的杂家——管仲及《管子》
    (二)先秦杂家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六、墨家文化
    (一)《墨子》的内容、思想和学说
    (二)《墨子》的基本内容
    (三)墨子的社会伦理思想
    (四)墨子的逻辑学思想
    (五)墨子的自然科学思想
    (六)墨子的军事学思想
    (七)综述墨子的思想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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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家文化
    (一)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慎子
    (二)最早的改革家商鞅与《商君书》
    (三)最大的法家韩非与《韩非子》
    (四)最早的法学家慎到与《慎子》
八、兵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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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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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孙武与《孙子兵法》
    (五)吴起与《吴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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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家之祖邓析
    (二)庄子的好友名家惠施(惠子)
    (三)公孙龙与“白马非马论”
    (四)尹文与《尹文子》
十、阴阳家文化
    (一)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
    (二)纵横家、农家、小说家
    1.纵横家
    2.农家
    3.小说家
    下篇  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
一、引  论
    (一)明代的《永乐大典》
    (二)清代的《四库全书》
    (三)当代的《传世藏书》
    (四)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经典
二、读《大学》
    (一)封建科举制的教科书
    (二)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絮矩之道
三、读《中庸》
    (一)中国最早最精密的哲学名著
    (二)知行合一
    (三)中庸之道
四、读《论语》
    (一)影响中华民族最大的一本书
    (二)学而时习之
    (三)人生经验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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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仁”
    (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七)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不怨天，不尤人
    (八)无欲则刚
    (九)处友之道
    (十)益者三友与损者三友
    (十一)以直报怨
    (十二)享受生活
    (十三)富贵如浮云
    (十四)找到自我，相信自我
五、读《孟子》
    (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典
    (二)安身立命
    (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1.大禹治水成功为夏王朝始祖
    2.八年囚徒的周文王与“文王八卦”
    3.穷困潦倒的吕尚与齐国开国鼻祖姜太公
    4.“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与《论语》
    5.宫刑后的司马迁与《史记》
    6.乞丐皇帝朱元璋
    7.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开国领袖们
    (四)大丈夫
    (五)君子三乐
    (六)正确选择人生目标
六、读《老子》
    (一)老子其人
    (二)道的含义
    (三)道法自然
    (四)修身治国
    (五)贵时主变
    (六)无为不为
    (七)养生之道
    (八)修身之道
    (九)处世之道
七、读《庄子》
    (一)庄子其人
    (二)甘于贫困
    (三)笑对生死
    (四)笑对荣辱
    (五)鲲鹏展翅
    (六)黄雀在后
    (七)内圣外王
    (八)处世之道
    (九)无用之用
八、读“蒙学”
    (一)解读《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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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读《百家姓》
    (三)解读《千字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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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儒、墨成为天下“显学”的时候，道家的学说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参加了争鸣的行列。
除老子和庄子外，还有接近道家的思想家杨朱、列御寇等人，他们当时都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员出
现的，没有像儒家、墨家那样形成一个大的学派系统。
大致上说来，杨朱、老聃、关尹、庄子、列子的思想可以定为道家。
杨朱生活的时代约晚于孔子，早于墨子。
他的思想，孟子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又日：“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由此可知，杨朱学派在当时一定极为昌盛。
杨朱学派正如当时孟子所说，是道家养生派的一个极端。
杨朱学派的核心就是“为我”。
这个“为我”，实质上说是把天下大事都丢开不管，避世隐居，保全自己的天性，不为他人他事牵累
自己，并不认为是自私自利，这也是道家思想的先驱者之一。
扬朱学派亦当如孟子所说，此一派，以保全自我、完成性情为要，以“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为理想状态。
后世称道家的祖师是老子。
现流行的《道德经》五千言，注明老子所作，但书中反映了许多战国时才能出现的语言，因此《道德
经》不可能为老子所写。
据学者研究，《道德经》当为战国中后期的道家人物根据老聃的遗说，加以补充、发挥、推衍而成的
。
我们现在讲老子的学说，一般都以《道德经》为依据。
庄子和道家其他各派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他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中心人物，传世的有他写的《庄子》
一书。
现在都把老子和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主张“无为而治”崇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的“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那样最低的生活水平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老子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已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消极、悲观、厌世的心理状态。
在哲学思想上，老子提出了一个“道”。
“道”就是世界上万物的本体、总根源。
“道”就是“无”，它是“先天地生”的，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形无踪，无声无息，看不见
摸不着的东西，可以勉强给它加个名字，叫“大”。
他说，这个“道”，人们的感觉器官是不能认识的，“道”即“无”，“无”生出了“有”，“有”
又生出天下的万物。
“道”在万物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东西，就是“德”，因此，老子的“道”是一个虚幻抽象、恍恍惚
惚、似是而非、人类无法认识和觉察的精神实体。
正是这个精神实体，被老子说成是产生世界上万物的始祖。
至于老子所说的“德”是个概念，更为精神的东西。
先有精神实体，后有物质世界，精神产生了物质，老子正是这样来认识世界的。
因此，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体系。
他提出的“道”不是存在于人的心中，而是开天辟地以前就有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是主宰和决
定世界万物的精神体。
这种哲学体系，就是客观唯心主义。
老子的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包含了很多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
他观察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和互相转化的情况，认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
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道德经》中列举了很多事物的双方对立的名词，如有无、多少、轻重、长短、高下、美丑、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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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祸福、巧拙、难易、善恶、强弱、得失、予夺、贵贱等等，这说明他对世界上事物的矛盾对立
认识得非常广泛和深刻。
他认为事物的双方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缺了一方，对方就不存在。
所以他认为：有和无是互相产生的，长和短是在比较中得到的，高是以下为基础的，难和易是相辅相
成的。
事物双方矛盾发展的规律是：总由柔弱的、卑下的、虚无的、静止的一方最后取得胜利，而且循环不
已。
柔弱的会变成强，变成刚强后又会转化为柔弱；祸之后往往接着来的就是福，有了福也往往埋着大祸
。
    老子正是这样来认识事物转化的规律的。
这说明他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仅仅表现在事物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一面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
却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论。
他思想中的辩证因素是不彻底的。
这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希望恢复失去的天堂，又无力恢复这个天堂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在哲学思想上
的反映。
老子思想中出现一些辩证因素是有原因的。
他是一个没落贵族，是一个史官。
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学者，他看到历代统治者的盛、衰、弱、亡的变化过程；看到原来的贵族下降为
士甚至变成劳动者的事实；看到下层人物变成了新的统治者现实。
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上一些事物相对立的地位的相互转化，反映到老子思想上来，使他产生一些朴
素的辩证观点，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然而，老子是站在落后的、出于没落地位的贵族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变化的。
《道德经》一书充满了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的恐惧、怀疑、敌视的情绪。
他不希望社会进步，他要求在辩证的世界中找到一个不辩证的东西。
所以老子的辩证观点是和他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是极不彻底的。
战国中期道家的著名代表是庄子，即庄周。
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同于孟子，或稍后一点，他的著作收集在《庄子》一书中。
由于老子没有留下著述，《道德经》成书较晚，所以到庄子时，道家才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派别。
庄子是宋国人，做过小官。
他把老子的某些消极思想作了改造和发挥，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来为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服
务。
由于他的文笔动人，文辞优美，在一定时期内，庄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大的宣传
和欺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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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经典与智慧》编辑推荐：中华传统文化以法、道、儒、释，分别形成中思想文化的四个维度：
法家治世的“严谨”，儒家用世的“和谐”，道家出世的“妙道”，佛家避世的“圆融”等，形成“
诸子百家”精妙绝伦的思想精华，凝聚为中华民族历史经典的灵魂，铸就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伟大智
慧。
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智慧有儒家的和谐，道家的妙道，佛家的圆融，诸子百家的实用智慧等。
郭庆祥编写的这本《中华经典与智慧》将全面系统地阐述它们，并分别介绍了它们的经典代表作品。
《中华经典与智慧》内容丰富，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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