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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经新解》对老子之道德的起源和基本意义做出了新的诠释，并对《道德经》文本进行了新的解
读。
《道德经新解》书稿对《道德经》每一章文献进行了独特的解析，都加了精炼独到的评论。
其评论有的是结合老子所处历史时代的历史事实而论，有的是以自然科学的规律与世界历史人物和当
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论。
有的是与《诗经》、《周易》等名著内容进行相关印证，有的是与孔子的思想、庄子的思想结合而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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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秀，内科主治医师。
陕西省宝鸡市周易研究会会员，宝鸡市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
已出版《周易新解》、《周易与人体生命方程式解秘》、《诗经新解》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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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通过对老子《道德经》的研究可以明白，天道的实质就是“天”的固有本性，就是“
天”所表现出来的固有善性，是“天”以它固有的光热照耀温暖万物，以补充万物光热的不足，而使
万物得到益处。
正如老子第七十七章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说：“天的道理就是天将自己固有的光热不断减少以照耀温暖万物，以补给没有光热的万物，
使万物得到光明温暖而生长化育。
圣人效法天的固有善性，减少自己的缺点错误，减少自己的私心欲望，而将有余的智慧才能无私地奉
献给天下人民，使人民得到利益，得到安乐。
”而《中庸》又说，遵循天的固有本性去作为是谓“尊天道”，明道遵道修身齐家治国、使道发扬光
大是谓“教化”。
遵道者时刻不可以背离大道，如果可以背离就不是有道者了。
圣人自觉自愿地效仿天的固有善性，去为天下人民谋利益，自觉自愿地秉承天的固有善性去作为，效
仿天道而作为。
而老子将天命又升华概括为道德，因为天的固有善性是天道，天的固有善性使万物得到了益处，圣人
君子效仿天道而作为，使人民得到了利益，得到了安乐，而圣人君子就是有道有德之人。
孔子用尽一生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推行道德仁义礼智。
孔子推行道德仁义礼智的言论见于《论语》、《大学中庸》、《礼记》、《孝经》、《孟子》、《春
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孔子家语》以及《周易》等书的内容之中。
 2.孔子对老子之道德的解译及运用 孔子一生通过用教育推行道德仁义，而且从孔子的言论中，也可以
看出有许多对老子之言的解释阐述之意。
 其一，比如老子在第七章关于天地长久以及圣人无私的论述，“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
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厚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孔子则在《礼记·哀公问》中论道：“贵其‘不已’。
如日月东西相从不已，是天道也。
不闭其久，是天道也。
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孔子论的是为什么重视崇尚天道和什么是天道，老子的论述就使我们明白什么是无为之道，无为之
道就是自然存在的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因为自然存在、自然变化，畅通无阻，所以就能天长地久。
可见，孔子的天道和天道之自然是一致的，与老子的无为之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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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新解》中还大量引用了《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左传》、《论语》、《庄子
》等文献资料，与《道德经》相互印证，以论证老子之论的实际内涵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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