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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大多数普通读者心中，《道德经》就像老子谈的道一样，是中华文明最根本、最抽象、最深刻的哲
学基础，同时又兼具自然神秘的美感。
事实也是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道德经》成为诸子百家中最艰涩难懂的一本书。
自《道德经》流传以来，从古至今《道德经》的译注很多，却都各言其说，认同和共识少，差异和指
责多，大道不能明晰，反而变得更加叵测，“恍兮惚兮”，并且名家注解的白话译本很少，难以满足
读者的期望。
    鉴于这种状况，本书在校译《道德经》的同时，又将王弼和苏辙的经典注解置于其后，加以意译，
希望能使读者一观《道德经》于不同时代透散出的光芒，让读者对“玄之又玄”的大道有所体认。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三国时代曹魏山阳郡(今山东济宁、鱼台、金乡一带)人，魏晋玄学的
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王弼去世时年仅24岁，但他为《道德经》及《易经》做的注解千古流传。
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道德经》的唯一留传版本，直到1973年
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帛书为止。
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
王晓毅先生曾评价说：“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
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苏轼齐名，
合称“三苏”。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
苏辙的《老子解》综合儒释道三家理论，虽然深刻抽象不及王弼，但文字畅达，也常有特殊的角度，
给人指引。
    本书采用的《道德经》原文是现代通行的权威版本，原文的注释和译文也大量借鉴《道德经》的现
代研究成果，力图达到准确、易读。
对于王弼和苏辙的注释，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意译，以求文字和表意的流畅，和原注释存在部分出入，
还请谅解。
另外王弼和苏辙的注释中有一些公认的误解与曲解，在本书中都予以保留，以求反映原作风貌，保全
其思想的完整性。
    对于大多数的现代人来说，《道德经》概念上的意义，要大过它的本质与内在。
很多人在深奥、晦涩的印象前望而却步，只片面地记下“上善若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法网恢恢，疏而不失”之类的句子，仿佛《道德经》是一本可以窥探宇宙奥秘却难以
翻开的神书。
那么我们要怎样读《道德经》，又要收获些什么呢？
老子的一句“不敢为天下先”好像—下子就把现代人推远了，我们生活中面对的是激烈的竞争，争得
先机也只能维持一时的生存，老子的话我们怎样理解呢？
老子说的是顺应潮流，符合规律。
当“争先”成为潮流、成为常态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顺从的。
我们要做的是持守内心宁静，不被外界的瞬息变化所扰，因为道是不变的。
在消费时代，道依然是“万物之宗”。
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来源于消费者的需要，面对市场没有“雌柔”、“卑下”的态度，仅有严谨和技术
是无法占据市场的；另一方面，当你尊重消费者的消费意图，为消费者提供满意服务之后，消费者也
会尊重、理解、信赖你产品的调整与创新，达到“万物自归”的境界。
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要读《道德经》，我觉得首先要放下自我的偏执，放下现代人拥有和妄图拥有的一切，回到老子那
个简衣粗食、风餐露宿的时代，再看看那个时代与我们现在有何相同，有何不同，这是个综合的思维
过程，是在庞大繁杂的物象中寻找重叠的过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透道德经>>

因为老子的高度，无论你想在《道德经》中获得事业成功或者心灵修养的指引，还是家庭美满或子女
成才的启迪，都会有所收获。
这里还要提孔子的一句话：“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透道德经>>

内容概要

　　一杯清茶，慢慢品味；一本好书，静静回味。
　　在如今浮躁不安的社会，《道德经》带给你祥和、宁静、力量！
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陈鼓应先生曾借用尼采的比喻说，老子的思想就像永不枯竭的水井或清
泉，只要我们把桶放下去，就一定能满载而归。
　　关于《道德经》的版本很多，不管是注释本，还是解说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你想读到原汁原味的《道德经》，最好是看王弼的《道德经注》，因为历代注释无出其右，
就连任继愈《老子绎读》也是由之参考借鉴而来。
　　如果你要读最精辟入里的解读，那么首推苏辙的《老子解》，就连“厚黑教主”李宗吾，也说苏
辙所注《老子解》。
推古今杰作。
　　《吃透道德经》这本书把这两个版本的《道德经》融于一体，再加上国学青年李蒙洲的白话译文
，定能让你吃透《道德经》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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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春秋）老子 （北宋）苏辙 （魏）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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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
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
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
 可以言说、可以区分、可以命名的道与名，是针对于具体事物、具有具体形态的，不是抽象、永恒、
普遍的。
所以真正的大道是不可言说、不可命名的。
所有的事物都来源于无，所以没有形象存在也就无法给任何东西命名的时候，是万物的初始阶段。
等到事物有了形象、有了名称，就生长、发育、自立、成熟，所以说名称是万物之母。
道以无形无名的状态开始分化出万物。
万物自出现到完成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说道是极黑的黑，深远而不可见。
 妙者，微之极也。
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
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徽，归终也。
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
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妙，就是事物最微小的单位。
万物都是由这些极微小的东西构成的，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所以没有欲望、没有杂念就能观察到构成物体的微小物质。
徼，是事物的归属和终点。
凡是存在物具备了被使用的物质基础的，必须由一种非存在物使它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从而产生作用
。
欲望只有适于道才能得到满足，或者可以说欲就是道实现自我的一种形式、趋势。
所以常有欲望，可以以它来观察事物发展终末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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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宗吾：    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苏辙)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
老子解》，推古今杰作。
    李  贽：    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苏辙)独高。
    晁  说：    王弼之于老子，完然成一家之学，后世虽有作者，未易加也。
    任继愈《老子绎读》：    研究老子的文献资料，全国解放后，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帛书《老子》甲、
乙本，湖北荆门发现了战国楚墓竹简《老子》，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可以解决过去某些争论的问
题，如《老子》成书年代等。
但影响中国文化的并不是帛书和竹简本《老子》，而是长期广泛流行的河上公本和王弼本。
因此，本书的译文依据还是王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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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吃透道德经(苏辙和王弼的首个白话全译本)》中在如今浮躁不安的社会，道德经带给你祥和、宁静
、力量！
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陈鼓应先生曾借用尼采的比喻说，老子的思想就像永不枯竭的水井或清
泉，只要我们把桶放下去，就一定能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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