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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道德经》全文五千余字，文辞简短，深富人生哲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之一，也是全世界
最早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更是全球被翻译和阅读最广的书之一。
这部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典，留给我们的就是“无”的形而上智慧。

《老子道德经的现代解读》的作者王邦雄教授以讲授儒家、道家享誉甚久，对老子的体悟与研究功力
无出其右。
老子学说的精髓经过他透彻、独到而精辟的解析，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引领读者认识、理解老子的思
想内涵，更进一步洞悉生命的真谛。

《老子道德经的现代解读》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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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的现代解读》的作者王邦雄教授以讲授儒家、道家享誉甚久，对老子的体悟与研究功力
无出其右。
老子学说的精髓经过他透彻、独到而精辟的解析，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引领读者认识、理解老子的思
想内涵，更进一步洞悉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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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话说老子
第一章有无玄妙的天道思想
第二章功成弗居的实现原理
第三章虚心弱志的无为智慧
第四章和光同尘的冲虚道宗
第五章圣人不仁的放开自得
第六章谷神不死的生养本根
第七章天长地久的无我成全
第八章上善若水的处下不争
第九章功遂身退的天道自然
第十章生而不有的天门玄德
第十一章有利无用的人间妙道
第十二章五色目盲的人为造作
第十三章宠辱若惊的贵身大患
第十四章执古御今的古始道纪
第十五章微妙玄通的保道新成
第十六章虚静观照的归根复命
第十七章百姓自然的太上治道
第十八章道废智出的不和昏乱
第十九章绝仁弃义的见索抱朴
第二十章昏昏闷闷的绝学无忧
第二十一章惟道是从的大德生命
第二十二章少得多惑的不争曲全
第二十三章飘风骤雨的难期长久
第二十四章企者跨者的不立不行
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的独立周行
第二十六章重根静君的圣人荣观
第二十七章善闭善结的不开不解
第二十八章知雄守雌的复归婴儿
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的不执不为
第三十章兵强天下的其事好还
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的胜而不美
第三十二章始制有名的知止不殆
第三十三章自知自胜的知足久寿
第三十四章大道名小的自成其大
第三十五章道淡无味的用之不尽
第三十六章将弱固强的微明洞见
第三十七章无名不欲的自化自定
第三十八章不德有德的虚用玄理
第三十九章天清地宁的得一本基
第四十章有生于无的虚灵妙用
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的善贷且成
第四十二章负阴抱阳的冲气和合
第四十三章不言无为的至柔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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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爱名藏货的大费厚亡
第四十五章若屈若拙的大直大巧
第四十六章可欲欲得的罪咎无道
第四十七章不为而成的圣人道行
第四十八章为道日损的无为无事
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心的德善德信
第五十章不遇无所的超脱生死
第五十一章不有不宰的天道玄德
第五十二章知子守母的复归不离
第五十三章行走大道的唯施是畏
第五十四章建德抱道的不拔不脱
第五十五章赤子天真的精至和至
第五十六章挫锐解纷的玄同高贵
第五十七章正道奇变的忌讳纷扰
第五十八章祸福倚伏的迷离困惑
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的服道积德
第六十章圣人鬼神的两不相伤
第六十一章大国宜下的兼容并蓄
第六十二章不善何弃的奥藏万物
第六十三章无为无事的报怨以德
第六十四章为之未有的辅物自然
第六十五章与物反矣的玄德大顺
第六十六章言下身后的百谷之王
第六十七章道大不肖的我有三宝
第六十八章不武不怒的不争之德
第六十九章所执无兵的哀者之胜
第七十章易知易行的言宗事君
第七十一章知止不知的圣人不病
第七十二章无狎所居的圣人自知
第七十三章勇于不敢的天网不失
第七十四章代司杀者的自伤其身
第七十五章食税有为的难治轻死
第七十六章木强则兵的柔弱处上
第七十七章余补不足的天道律动
第七十八章受国不祥的天下人主
第七十九章不责于人的契合符信
第八十章甘食美服的小国寡民
第八十一章利而不害的天道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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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道体”生成万物，所以说“道”是万物的宗主；宗主是生命之所从来。
问题在于，“道”凭什么可以生万物？
此生成原理何在？
老子给出的究竟解答，在道体冲虚。
　　就因为“道体”是冲虚的“无”，它“无”了自己，而“有”了万物。
“用之或不盈”，就是“无”所显发的生成妙用；“妙”用在它的又“无”又“有”的“玄”，“不
盈”是不会盈满。
《庄子·齐物论》说“道体”是“天府”，冲虚无限，而奥藏万物。
一者“注焉而不满”，二者“酌焉而不竭”。
水不断地注入，它不会满溢；水不断地流出，它也不会枯竭。
此两面说，较为完整。
因为只说“不盈”，而没说“不竭”，透显不出“道体”冲虚的玄妙。
以《庄子》解《老子》，似乎更为贴切。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这四个“其”字承上文而来，均指谓“道体”。
“道体”的虚无妙用落在人间的体会来说，“道体”要挫损自己的锋锐，同时也解开自己的纷扰；因
为纷扰从锋锐来，锋锐有杀伤力，会逼出反感与对抗，引发人间的争端与纷扰。
　　此外，“道体”也要消融自己的光芒；同时，混同自己于尘土。
因为，光环在身，自家神采飞扬，会让别人相对失色，而黯然神伤。
且“光”从“锐”来，“尘”从“纷”来，锋锐展露光芒，纷扰带来尘土。
　　人世间的情意爱恋与理想担负，皆有如尘土；问题在，人生路上的尘嚣俗染，再不堪也得承受，
总要通过；“同其尘”是人生处境的最佳写照。
问何以能够？
一者要“解其纷”，自己才受得了，二者要“和其光”，别人才愿意；不然的话，纷扰会打垮自己，
光芒会逼走别人。
人生路上同在同行，也就不可能了；而“解其纷”与“和其光”的源头，就在“挫其锐”。
“挫其锐”是“道冲”的“无”，“解其纷”与“挫其锐”是“用之或不盈”的“有”，此又“有”
又“无”的“玄”，就可以生发“同其尘”的生成妙用。
说“道体”是“万物之宗”的理由在此。
　　人生在世，总要有一番体悟，所有在自己身上的光彩亮丽，都是得罪人的，要心存歉意，而内敛
涵藏，可别卖弄炫耀+随意挥洒。
因为，耽溺风华，独享荣耀，想“同其尘”，也回归无路了。
　　中国人吃茶，就在“茶艺”的美感品味间体现“茶道”。
而体“道”功夫，不离“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心灵涵养。
“挫其锐”要喝乌龙茶，忘掉我是一条龙，不说飞龙在天，而说人间哪里有龙；“解其纷”要喝武夷
茶，解消武功，放下不平，就不会引来莫须有的纷扰；“和其光”要喝铁观音茶，因为观音会放光，
迫使别人睁不开眼睛，所以用铁皮遮住自己的光芒，就不会刺伤别人的眼了；“同其尘”要喝普洱茶
，普洱茶汤深浓如药汤，且体性温厚，而韵味深藏，人人可以喝，时时可以喝，不会伤胃，也不会睡
不着，永远跟众生同在。
人生路上，在品茗中修行，从喝乌龙到喝普洱，从没有自己到与众生同在，不就体现天道的生成原理
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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