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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蕴儒学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思想脉络，内
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将华夏文明的精华充分予以展示。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
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
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此套“国学经典藏书”系
列丛书。
此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以儒家典籍为核心，将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行汇编，配以华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力求多角度展现古典文化的博大精
深，展现国学的精萃，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热爱国学。
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文化别样的风情，在书山瀚海中获得充实的阅读快乐，从而以史为鉴；在聆
听圣贤教诲的同时，为您的生活注入一缕阳光，给您的事业带来裨益，让您在辉煌的艺术文化中获得
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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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选取了《老子》的精华部分，配以精美的图片，力求从道学这一角度展现中国古典文化
的博大精深，展现国学的精萃，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热爱国学。
　　阅读《老子》，让您领略传统文化别样的风情，在书山瀚海中获得充实的阅读快乐，让您在辉煌
的艺术文化中获得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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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可以用语言讲清楚的“道”，它就不是哲学意义上真正的永恒的“道”；同理，可以用言辞
说出来的“名”，它就不是哲学意义上永恒的“名”。
“无”，是天地的初始；“有”，是万物的根源。
所以，经常从“无”中去认识“道”的奥妙；经常从“有”中去观察“道”的边际。
“无”和“有”这两者，来源相同却具有不同的名称，它们都可以说是极其幽深的。
极远极深，是一切变化的总源头。
【章旨】老子第一次提出“道”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核心。
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微妙玄虚。
它的含义博大精深，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也可从文学的方面去理解，还可从美学原理去探求，更
应从哲学体系的辩证法去思考。
它不具有任何质的形式，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
因此说这一章是全书的总纲。
人们的探索是循序渐进的，对于“道”的解释是有局限性的，要想全面地掌握“道”的内涵，还需要
长期地探索和研究，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
既然“道”本来没有名字，那么人们命名时根据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特征、情态，所以说，“名可名，
非常名”。
【译文】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这就预示丑的观念同时存在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的
观念也就同时产生了。
有和无相互依存，难和易相反相成，长和短相互比较，高和低相互依靠，音和声相互和谐，前和后相
互随顺，这是永恒不变的对立统一。
因此，圣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世，实行“不言”的教化；任凭万物自然地生长变化而不去强为主
宰，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培育万物而不自恃自己的能力，功成业就而不居功。
正是由于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才不会被淹没。
【章旨】本章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集中鲜明地体现了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通过日常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阐述了世间万物的存在及相互作用的关系，论述了对立统一的规
律，确认了对立统一是永恒的、普遍的法则。
在前一层意思的基础上，后一部分提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主张一切顺应自然的发展，不
掺杂个人的意志和欲望。
只有“不为始”、“弗有”、“弗恃”、“弗居”，才能获得“不去”的结果。
这种“功成而弗居”的不争思想，有利于统治者治国。
【译文】在上者不推崇贤能之人，使百姓不争功名利禄；不看重金银珠宝，使百姓不去偷盗；不炫耀
那些能诱发人贪欲的东西，使百姓的思想不被搅乱。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就要使百姓的心灵空虚，填饱百姓的肚子，削弱百姓的意志，增强百姓的筋骨
。
永远使百姓没有奸诈的心智，没有贪婪的欲望，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
以“无为”的方式去处理世间之事，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
【章旨】这一章里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无知无欲”，他要人们回到一种“无为”的境界。
历来认为，老子在这里极力鼓吹愚民政策，他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是消极的。
其实，老子看到了古代社会动乱不安、矛盾突出的根源在于差别的存在，意图用减少差别、恢复淳朴
民风来减轻或避免社会矛盾，这是他进步的主张。
他认为，现实社会中统治者任用贤能，看重贵重稀有的珠宝财富，这是扰乱人心，是造成社会动乱的
根源，因此，必须坚决杜绝。
【译文】“道”是空虚的，但是它的作用却无穷无尽。
它是那样深邃啊，好像是万物的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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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露锋芒，脱离纠纷，蕴蓄着光明，混合着尘埃。
它是那样幽隐啊，似无而实存。
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似乎在有天帝之前它就存在了。
【章旨】这一章是对“道”的描述和赞颂。
承接第一章的内容“无形”，老子称颂“道”虽然虚不见形，但不是空无所有。
从“横”的角度谈，“道”是无限博大，用之不尽；再从“纵”的角度谈，“道”又是无限深远，无
以追溯其来历，好像是自然万物的祖宗，又好像是天帝的祖先。
由此说来，不是天帝造物，而是“道”生天帝，继生万物。
“道”空虚无形，却比创造万物的天帝更根本，“道”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
【译文】天地无所偏爱，把万物当刍狗一样对待，任凭万物自生自灭；圣人无所偏爱，把百姓当刍狗
一样对待，听任百姓自己成长。
天地之间，不正像风箱一样吗？
虽空虚却不会穷竭，越动。
它的风就越大。
政令繁多而屡次失败，不如持守虚静。
【章旨】这里由“天道”论“人道”，由“自然”推论“社会”，在逻辑上是从特殊性中推出普遍性
，核心思想是阐述清静无为的好处。
天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不分春夏秋冬，没有爱憎恩怨，公平对待万物。
圣人也依循天道的规律治国，公平对待百姓。
本章用具体比喻说明如何认识自然和正确对待自然，论述天地本属自然，社会要顺乎自然，保持虚静
，比喻鲜明生动。
而现实社会中的统治者却习惯发号施令，穷兵黩武，看起来实现了雄才大略，实际上却违背了天道规
律，是错误的行为。
【译文】生养天地万物的“道”，是永恒存在而不会停息的，这是微妙的母体。
微妙深奥的母性之门，就是天地的根源。
它绵绵不绝好像永存于世，运行不停而不知倦怠。
【章旨】本章继续描述和颂扬“道”的意义和功能。
“道”永恒存在，它是支配万物发展变化的主宰，空虚幽深，作用无穷，孕育万物，生生不息。
从时间而言，它历久不衰，天长地久；从空间而言，它无处不在，无穷无尽。
论述了“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
P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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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经典之一，与《庄子》如双峰并峙，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五千言》，内容包罗了宇宙观、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为
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方方面面。
所以，鲁迅说，不读《老子》，不知中国文化；胡适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老子》其辩证的思维方法，精到的处世策略，今天读来仍然十分鲜明。
本书先列“原文”，随后附“注释”，逐字逐句试解的“译文”，以及“章旨”，领你进入这一古老
文化宝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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