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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人对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做《老子》解读这种事呢？
《老子》的研究不知道有多少；《老子》的翻译，在大陆、台湾随便一找就是十几种以上，为什么还
要再做一种呢？
”我从十八岁开始读哲学，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来，我先是研究西方哲学，再回到中国哲学，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这些问题。
因此，我看别人翻译的《老子》、《庄子》及《论语》，就觉得很难过。
一般的古文翻译是由中文系的教授们负责，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把古文当作古代的材料加以解释。
一个字有几个意思，古代怎么用，都研究得很透彻，但这样却变成一门与生活脱节的学问了。
结果，解析的时候往往只是强调字的意思，若总共有三种意思，哪一个才对呢？
也没有把握。
有时候说某一句的某个字是这个意思，换一句之后同样的字又有不同的解释，至于为何如此却讲不出
所以然来。
孑L子到底有什么连贯的哲学思想，很少有中文系教授好好研究。
确实，对中文系这个领域来说，基本上只要研究清楚文字、词章就过关了，不需要了解孔子的哲学思
想。
然而哲学是要讲义理的，因此我们就要问：儒家、道家是哲学，还是文学？
这些作品摊开来看，当然是哲学！
以文学标准来看，有些部分或语焉不详或故作神秘，甚至有很多部分在文章的表达上根本就不够水平
。
但是哲学上就不一样了，“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它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每思及此，我的责任感就油然而生，所以这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重新解读这些经典。
解读经典，其实有两项主要工作。
第一项，就是很简单的翻译。
千万不要小看翻译，译者本身必须具备相当的功力，才能将古文译成通顺的白话文。
我为了翻译《老子》，至少看了五六种市面上找得到的版本。
虽然这些版本都是很有权威的学者翻译的，我看了之后还是觉得实在应该重译。
从译文便看得出来，他们多半认为翻译好像是附带的，不需要太严谨。
结果导致译文既不通顺，用词也不够精确，更遑论典雅与否。
因此，我要求自己翻译时，尽量做到不随便改字，即使我翻译出来的是白话文，也不能随便改动，不
能说用这个字替换那个字，意思也一样。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原文的掌握就会有偏差。
第二项则是解读，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我接受三十几年的中西哲学训练，加上自己做的研究，方才具备解读的能力，也就是掌握古文经典的
哲学含义，不可能每个字都重要，因此必须懂得掌握关键词，了解每句话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所谓“哲学”，就是要设法说出背后的道理。
有些《老子》的注解会说这个字有几个意思，但到底什么意思正确，也没什么把握，对于为何选定其
中一个意思，也说不出个理由来。
很多学者注解时喜欢说“王弼这样说”、“河上公这样说”、“王安石这样说”、“苏辙这样说”、
“朱熹这样说”⋯⋯他们可以举出很多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古人的看法就一定对吗？
如果都对的话，就互相矛盾了，因为他们之间立场不同。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勇敢地把古人说的话先搁在一边。
如此，才有可能依据老子的原文，做合宜的理解与诠释。
我在2003年9月，于台湾出版《傅佩荣解读老子》(立绪文化出版)。
随后由好好好家庭教育文教基金会主办“老子”课程，对七十多位学员讲述老子思想，内容录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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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CD，以广为流传。
2005年初，北京爱知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崔正山先生听了这一套CD，认为内容明白晓畅，更适合大众
阅读的需求，于是动用人力物力将其整理为文字稿，再经我修订一遍而成本书，经由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出版。
崔先生并且已经安排继续整理我讲述的《论语》CD、《孟子》CD、《庄子》CD、《易经》CD，将
来全部出版之后，将成为我的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大套书，真是个人的一大幸事。
翻阅本书，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白话译文一再重复”。
在本书中，《老子》八十一章的各章原文之后，立即附上全章的白话译文；然后在讲解每一句原文时
，再重复一次这句原文的白话。
如此可以增强印象，多用白话文想一想老子的意思，接着再读我的解说，就更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
进而也可以对应于自己的生活，看看能否加以实践了。
另外，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在本书的编排及校对上也大力支持。
因此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许多朋友的护持。
当然，内容若有任何争议，则全属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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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发源，研究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它所强调的是“道”，即究竟真实，宇宙万物跟人合起来看就是真实，这也是道家所要强调的。
那么一切的背后是充满变化的，人生的各种遭遇也是充满变化，只有“真实”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这一切来之于“道”，又回归于“道”。
傅佩荣在《细说老子》中指出，《老子》以智慧取胜，智慧是一道门坎，无所谓高低，只看能不能跨
过去。
并强调智慧的重要性，重视人的自然性，以“无为”、“不争”的态度来为人处事才是正道。
这些道理在今天一样适合我们的发展。
如果还不懂《老子》，显然是在门坎的这一边，尚未跨越。
阅读《老子》时会很辛苦，容易产生误解；如果懂得《老子》，代表已跨过智慧的门坎了，从此豁然
开朗。
傅佩荣特别提出，《老子》并非完全都在谈论抽象、玄妙的观念，它也谈体验“道”之后能产生很好
的效果，以便作为今人的向往。
　　《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发源，研究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它所强调的是“道”，即究竟真实，宇宙万物跟人合起来看就是真实，这也是道家所要强调的。
那么一切的背后是充满变化的，人生的各种遭遇也是充满变化，只有“真实”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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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
 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
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
出版作品逾百种，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应邀前
往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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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上篇绪论第一章 道，可道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第四章 道，冲而用
之或不盈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第七章 天长地久第八章 上善若
水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第十
三章 宏辱若惊，贵大患若身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第十
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二十章 绝学无忧第二
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第二十五
章 有物混成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第二
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第三十
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下篇绪论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第四十
三章 天下之至柔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
，知天下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第四十九章 圣人常无心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第五十二
章 天下有始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
言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
一章 大国者下流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第六十五章 古之
善为道者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第六十
九章 用兵有言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第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第七
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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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译文：五种颜色让人眼花撩乱；五种音调让人听觉失灵；五种滋味让人口不辨味；纵情于狩猎作乐，
让人内心发狂；稀有的货品，让人行为不轨。
因此圣人只求饱腹而不求目眩，所以摒弃物欲的诱惑，重视内在的满足。
过度耽溺感官则求乐反苦“五色令人目盲”，意即五种颜色让人眼花撩乱。
所以我们的眼睛是需要保养的。
“五音令人耳聋”，意即五种音调让人听觉失灵。
立体声电影院制造出来的电影音效，有时真叫人头疼。
五音令人耳聋，当然不是指耳朵真的聋掉，而是说如果经常在噪音影响之下，到最后就无法听清楚，
产生听觉失灵的现象。
“五味令人口爽”，意即五种滋味让人口不辨味。
“爽”是指差失麻木，就是口味已经麻木了。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意即纵情于狩猎作乐，让人内心发狂。
“畋猎”是指打猎、狩猎；“驰骋”是指纵情于此。
虽说原野可以让人的生命尽量奔放，着实令人羡慕，但是纵情于狩猎作乐，则会让人内心狂乱。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即稀有的货品让人行为不轨。
“行妨”是指行为不正直。
我们经过珠宝店都会多看两眼，心想这么贵重的东西实在不安全。
珠宝店容易遭到抢劫，因为“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盗贼的非分之想，在商业社会里是无法避免的。
五色是指：青、红、黄、白、黑。
五音是指：宫、商、角、征、羽，这是古代的五种音，就像我们现在讲的A调、B调、C调、D调等。
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
感官欲望如果超过限度，求乐反苦，确实如此。
至于“心发狂”与“行妨”，更使人陷入困境，甚至受到伦理的约束与法律的惩罚。
去与取之间的平衡“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即因此圣人只求饱腹而不求目眩，所以
摒弃物欲的诱惑，重视内在的满足。
这句话最关键的是“圣人为腹不为目”，可与《老子》第三章并观：“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
弱其志，强其骨。
”圣人只照顾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吃饱喝足，而不要有太多念头。
换言之，圣人明白此道理之后，就能以适当的策略来治理百姓。
老子说“去彼取此”，此消则彼长，彼长则此消；但是社会发展却显然背道而驰，让人眼花撩乱，产
生各种欲望。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欲望，没有消费，商业社会怎么办？
经济不流通也不行。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去”与“取”之间，是否要以简单的二分法来互相排斥呢？
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人们懂得节制，是否可行呢？
我们都希望通过教育让人知道自己节制，譬如说“五色令人目盲”，那四色呢？
“五音令人耳聋”，那四音呢？
五音不全，反而好了吗？
我们学会所有现代化的东西，用的时候可以自己做主，不要先把它的可能性排除，而是要学会自我控
制。
举个例子来说，小孩子如果让他自由发展，就可能犯错，但是他犯错之后才会学到教训。
譬如火很烫不能碰，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烫，不如让他去碰触，碰了以后知道痛，他就了解火是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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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随便碰。
大人说再多他也不见得听，让他尝试一下，可以省却许多烦恼。
所以，人生很多问题防不胜防，只有对自己约束，经常提高警觉。
由此可知，老子很厉害，“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用出门就知道天下事。
“其出愈远，其知愈少”，出外离家愈远，知道得愈少，在家里不出门反而知道得更多。
《老子》真是我们的朋友，这就是学习的好处。
《老子》对人生的启发，年纪愈大就愈发现这些话有其道理。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如果
真能避开这五方面的话，就少了许多无谓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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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傅佩荣先生对于国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做简捷清晰的表达。
我很欣赏傅先生的眼界和心胸的开阔，他在本书中做到了两个打通：其一，打通各个领域；其二，打
通中西哲学。
　　——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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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说老子》是一部现代人超越相对价值安顿心灵的智慧伟构。
人生在世，智慧是一道门槛，只有跨过去和跨不过去两种。
不懂《老子》的人，显然还在门槛的一边，还没跨过去。
 翻阅《细说老子》，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白话译文一再重复”。
在《细说老子》中，《老子》八十一章的各章原文之后，立即附上全章的白话译文；然后在讲解每一
句原文时，再重复一次这句原文的白话。
如此可以增强印象，多用白话文想一想老子的意思，接着再读作者的解说，就更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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