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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阳明宇读典系列：心通道德经》用独特的视角、全新的观点揭示出中华元典血脉相通的文化真
谛。
《阳明宇读典系列：心通道德经》立足于地球这个整体，关注人类的生存目的，用智慧与趣味鲜活的
案例，阐释道家柔性思维带来的智慧甘泉，提升心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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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阳明宇，1956年8月生于江西彭泽十甲阳村。
恢复高考前，当过兵，务过农，从事过水利测绘工作。
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省重点中学校长、中级法院研究室主任，基层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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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宇宙间万千事物及其运动，无论是抽象的存在还是具象的实在，均是以恒定的概念进入认识范畴。
概念的内涵如果歧义太多，就没有概念的存在。
然而，我们人类社会中，内涵模糊的概念则比比皆是。
譬如工业、农业这两个概念，就其质的规定性而言，所谓工业，一是指分工协作的生产组织形式，二
是指所生产产品的商品属性；所谓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产品只为自给。
没有把握住两个概念以上恒定的内涵，就会将机器、科技等生产要素混同于工业，将农产品的生产等
同于农业。
这样，在认识的范畴内，便无法回答出机器收割、农产品深加工究竟是工业还是农业等简单问题，甚
至在工业时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各类农副产品基本上已成为商品的今天，人们仍会一
如既往地将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国家等同于农业国。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老子对准确界定概念内涵重要性的强调。
没有恒定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真理。
但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历代解读《道德经》的读本，均将其理解成了
“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
这样一来，对《道德经》的认识，刚一抬脚便走进了虚无、不可知的死胡同，一开始便给《道德经》
裹上了一层玄学的外包装。
诚然，假如援佛释道，似乎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出“道不可道，可道非道；
名不可名，可名非名”的解读，揭示出了《道德经》虚静的真谛，似乎解读《道德经》在境界上当追
求“能离文字方为道，尽舍语言始近真”，释迦牟尼讲了数十年的佛法，最后却说没讲一个字。
我本人更主张读书应在悟虚上见功力，只见文字形，不见文字魂，便不可能实现从唯物到唯心的飞跃
，求得真知。
然而，要想体悟出能离文字的道，尽舍语言的真，恰恰须以语言文字为依托。
离开卷帙浩繁的“如是我闻”，便无从理解喋喋不休是如何变得一个字都没有的。
绝对如果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就没有了绝对，而是变成了偏执。
诚然，道是抽象的规律，就道说道，的确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从这层意义上论，讲常道不可道
似乎并不离谱。
然而，抽象毕竟是存在于具象中，有了具象，也就可以看出抽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属同一句式毋庸置疑，“名”为确定的实在亦毋庸置疑。
尽管“佛说名，并非名，是名名”，正是因为有“是名名”的约定俗成，这个“名”也就与确定的实
在彼此对应。
有确定的实在，便有了确定的内涵，只要能把握确定的实在之确定的内涵，常名也就可以名。
既然常名可名，那么，在同一句式中，常道也就同常名可名一样可道。
只是道也好，名也罢，不能偏离“道”与“名”作为概念所具有的确定内涵。
更何况道就是道，佛就是佛，虚静与空寂二者之间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
解读任何一部原创文化的元典著作，像歌手唱歌一样，无论唱任何一首歌，首先得定个调。
基调没定准，难免会荒腔走板。
基调为玄，解读就虚；基调为表，解读就浅；基调为文，解读就酸。
其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道即常道，名即常名”，
“常道、常名”其内涵是恒定的，对恒定的内涵不可能作出仁智互见的解释。
假如内涵模糊不清、游弋不定，怎么理解都似乎言之凿凿，那么，就不是“常道与常名”。
譬如：饿了就要吃东西，渴了就要喝水，这是“常道”。
如果予以扩张解释，吃东西就是往肚子里填东西，喝水是往肚子里填东西，所以，喝水就是吃饭。
作出这样的解释，则不可能称其为“常道”。
拿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言，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一旦对张三的认识变成了从外表看是张三
，依谈吐论是李四，观察其性格特征是王五，这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则不可能成其为“常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通道德经>>

道可“道”的“道”，名可“名”的“名”，均是名词动用且同义，作“说道”、“名状”解，含义
是“仁智互见的解释”。
“道即常道”，指的是抽象、绝对真理，也就是佛教所称的“理谛”。
理谛所说的“理”，是指无形无相、不生不灭、贯穿一切事物、包括一切存在、无时空界限、绝对不
变的永恒真理。
《道德经》（上）三十七章，老子试图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阐释他对“道”的立体认识，对“道”是什
么作出具体明确的回答。
尽管老子对立体的“道”形成了明晰的认识，但受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区分得了实在与存在、抽象与
具象。
因此，对于“道”是什么的回答，便陷进了茶壶煮饺子——肚子里有，嘴中却倒不出的尴尬，未能找
到恰当的语言，对“道”予以明确的表述。
致使我们读《道德经》，读来读去仍未能建立起对“道”的清晰印象，始终处在“恍兮惚兮，惚兮恍
兮”的不确定状态，难以定格成明晰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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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阳明宇读典系列:心通道德经》为阳明宇读典系列之一。
 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发散思维的方式，加上大量的图表，并结合自己的心得加以阐释，力求通俗
化解读中华元典《道德经》，阐释着人类的文明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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