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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儒、释、道的三本书，《道家二十讲》最难选。
中国近代，传统儒学受到批判，而佛学却得到振兴。
后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向世界宣告。
儒学也备受关注。
唯有道教自明清以来，一直衰败得很。
道家与道教有何异同？
道家与神仙家有何异同？
方术又和道家有何关联？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搞不清楚的。
　　道乃宇宙万物所共有，法乃人类智慧所发明。
道只有一个道，各家则讲各自的法。
而术乃依法证道或护法行道之种种手段。
法有上中下三等之差别，术更有古今邪正巧拙利害之不同。
诚如张广保先生所言，“道教的所谓‘衰落’，其实仅仅限于它的形迹，即它的教相，衰落的只是它
的‘教’这一部分。
”“教”有兴衰存亡，“道”则恒常不灭。
　　倒是西方对中国人的道家思想有足够重视，英国人李约瑟阐述道家的世界意义，日本人汤川秀树
论证道家的现代性，美国人卡普拉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
李约瑟甚至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掉了根的大树。
”董光璧先生更是将这几位西方科学家都归人新道家。
　　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语)，故本书所选文章也面目多样：欲了解道家思想之
流变，可读钱穆、张荫麟、潘雨廷、胡孚琛、张广保；欲掌握道家的艺术精神，可读林语堂、徐复观
；欲辨析道家义理，可读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和唐君毅；当然，更多的还是从“人生观”入手。
“无为而无不为”，道家扫荡现实人生，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
　　另书中行述与现代汉语规范相抵牾之文字，完全尊重原有版本。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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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知不可而为”到“无为无不为”、庄子的入世方法、道家与道教、道家的自觉、道家是个幽
默派、历史上的庄子、新道家与玄学、“真而又真之真实”、道家及其对自然的探索、道与艺术精神
、道家学说的全盛期、道家玄理之性格、老子言道这六义、说“仙”与“道”、道家的社会关怀、自
然：禅宗的道家之源、为道学正名、老子的智慧、道家的生死观、“人无道则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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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
、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汉族，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
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
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
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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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从“知不可而为”到“无为无不为”二 庄子的入世方法三 道家与道教四 道家的自觉五 道家是个幽
默派六 历史上的庄子七 新道家与玄学八 “真而又真之真实”九 道家及其对自然的探索十 道与艺术精
神十一 道家学说的全盛期十二 道家玄理之性格十三 老子言道这六义十四 说“仙”与“道”十五 道家
的社会关怀十六 自然——禅宗的道家之源十七 为道学正名十八 老子的智慧十九 道家的生死观二十 “
人无道则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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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的讲题是两句很旧的话：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是“为而不有”。
现在按照八股的做法，把他分作两股讲。
　　诸君读我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
兴味”。
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
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
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它来安身立命。
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丰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发展的结果常常得到意外的调和。
“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很少。
　　“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
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它们调和起来。
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另一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
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
我的见解便是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老子的“为而不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
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
胡适《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
“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
”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
有效果。
”　　今天讲的并不是诋毁功利主义。
其实凡是一种主义皆有它的特点，不能以此非彼。
从一方面看来，“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
于不经济的地方。
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中国物质文明进步之障碍也未可知，但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却有绝大的价值，我们应
该发明它享用它。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它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
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
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
　　这个主义如何能成立呢？
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
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
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
也可说是失败。
比方乡下人没见过电话，你让他去打电话，他一定以为对墙讲话，是没效果的：其实其他方面已经得
到电话，生出效果了。
再如乡下人看见电报局的人在那里乒乒乓乓地打电报，一定以为很奇怪，没效果的；其实我们从他的
手里已经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得到了。
照这样看来，成败既无定形，这“可”与“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
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他这句话似乎很滑头，其实他是看出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
别人心目中有“不可”这两个字，孔子却完全没有。
“知不可而为”本来是晨门批评孔子的话，映在晨门眼帘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为”，实际上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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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可无不可而为”罢了。
这是我的第一层的解释。
　　进一步讲，可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
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
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是连生活都休止了。
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指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
比方我今天讲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们听完了，就算是你们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圆满之期没有，到底进化有终止的一天没有，这仍是人类生活的大悬案，这场官司从
来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这类的裁判官。
据孔子的眼光看来，这是六合以外的事，应该“存而不论”。
此种问题和“上帝之有无”是一样不容易解决的。
我们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决超人的问题。
人不能自举其身，我们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
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讲超人的人生，只从小段片里讲人生。
　　人类在这条无穷无尽的进化长途中，正在发脚蹒跚而行。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比到宇宙圆满时候，还不知差几万万年哩！
现在我们走的只是像体操教员刚叫了一声“开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万万年后的成功，岂非梦想？
所以谈成功的人不是骗别人，简直是骗自己！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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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家二十讲》多层面、多角度地向我们展示了道家思想的“综罗百代，广博精微”，阐释了道
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精髓，梳理了道家思想之流变承传。
钱穆、张荫麟、潘雨廷、胡孚琛、张广保、林语堂、徐复观、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
引领读者探寻道家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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