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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人“修身”的两条基本途径，晋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给自己的书斋
命名为“万卷楼”。
此后，历代以“万卷楼”命名的书斋，由宋至清有数十家，宋代有方略、石待旦等；元代有陈杰、汪
惟正等；明代有项笃寿、杨仪、范钦等；清代有孙承泽、黄彭年等。
可见，“读万卷书”的理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当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读“万卷书”不仅是古人的理想，当我们懂得了读书的意义，部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博览群
书”的愿望。
然而，人类历史悠久，书籍多如汪洋大海，时代发展到今天，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更使得人类的精神领
域空前丰富。
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途径不断增加。
“万卷书”早已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如何从这“万卷”之中，找到最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品，已
经成为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爱因斯坦曾说过：“在阅读的书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
”这正是在阐述读书时选择的重要性。
而他所说的把我们“引到深处的”东西无疑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深度阅度的作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
典作品。
    卡尔维诺对经典作出的定义之一是：经典就是我们正在重读的。
的确，在对经典作品反反复复的品味中，人们思想得到了升华，从浅薄走向思考最后走到通达。
我们都曾有这样的感触，面对海量的书籍和信息，一方面人们在向着功利性浅阅读大张其道，另一方
面，我们的精神深处又在不断地呼唤能够滋养自己内心的深度阅读。
因此，经典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为浅阅读时代的到来而有所损失，反而更显示出其珍贵来。
    在惜字如金的中国传统典籍当中，从来不乏这种需要反复品味的经典。
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经史子集。
这些经典为一代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基础。
我们把这种包蕴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
国学的范围非常广泛。
包罗万象的国学经典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教育。
阅读国学经典，也就是在与我们的“先圣先贤”对话和交流，一步步地楔进我们的历史和传统。
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领会先贤的旨趣，把握他们的神髓，形成恢弘的历史意识，可以让我们通晓文义
、熟习经史、学问通彻，让我们成为博学之士。
另一方面．国学经典所代表的传统学问，更是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
阅读国学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增进知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熏陶气质、改善性情、提高涵养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行谊谨厚、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谦谦君子。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学早已不再是人们追求事功的唯一法典。
我们也不赞成对国学的功能无限夸大。
但毫无疑问。
阅读国学经典，必能促进我们对真、善、美的崇敬之心，唤起我们对伟大、深邃、美丽事物的敏感和
惊奇，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先贤们在探寻知识过程中思考的重大课题和运用的基本原则。
这些作品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周易》所阐述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论语》所强
调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诗经》所培养的温柔敦厚的情感，《老子》所闪耀的思辨智慧，等
等，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范式。
品读先贤留下的经典．恰如与他们进行一次次心灵的直接触碰，进而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见贤思
齐，激浊扬清。
    正是基于对国学经典的这种认识，我们精选了这套《万卷楼国学经典》系列丛书，以期引导着步履
匆匆的现代人走近国学经典、了解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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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体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最具代表性。
在选目中，我们注重于最经典、最根源的作品，在有限的时问内，把那些最具影响力，最应该知道的
作品提交给读者。
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唐诗宋词等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作品无疑是最应该为我们所熟知的，因此，
我们首先推出的30种作品都是这些经典中的经典。
    其次，我们希望能够做出好读的经典。
在面对国学作品时，佶屈的文言和生僻的字词常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
所以，我们试图用简洁易懂的形式呈现经典，使普通读者可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时问、自己的速度来进
入阅读。
因此，我们为原著精心添加了大量的注音、注释和译文，使读者能够真正地“无障碍阅读”。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部分作品中做了一些删减，将那些专业研究者更关注的内容略去，让普通读者
能够更快地了解经典概况。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也许你会常常感慨，以前没有花更多的时问去读更多的经典，如今没有机会或能
力来细读，但实际上，读经典什么时间开始部不算晚，“万卷楼”就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重读或是初读这些经典，一样可以塑造我们未来的生活。
    第三．我们希望呈现一套富有美感的读物。
对于经典而言，内容的意义永远排在第一位，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有精彩的形式与内容相匹配，因而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选取了大量的古代优秀版画作为本书的插图，对图片的说明也做了精心设计，此
外，图书的编排、版式等细节设计部凝聚了我们大量的思索。
我们希望这套经典不只是精神的食粮，拥有文本意义上的价值，更能带来无限美感，成为诗意的渊薮
。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
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卡尔唯诺经典的评论让人击节叹赏，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彰显经典的价值，使读者在细细品读
中真正融化经典，真正做到“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
”同时，经典，又是可以被享受的。
当我们走进经典之时，不能只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也可用个人自我的方式进人经典，作精神的逍遥之
游，对经典作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和阅读，在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同，获取一
种诗意盎然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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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人“修身”的两条基本途径．晋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给自己的
书斋命名为“万卷楼”。
此后，历代以“万卷楼”命名的书斋，由宋至清有数十家，宋代有方略、石待旦等；元代有陈杰、汪
惟正等；明代有项笃寿、杨仪、范钦等；清代有孙承泽、黄彭年等。
可见，“读万卷书”的理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当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读“万卷书”不仅是古人的理想，当我们懂得了读书的意义，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博览
群书”的愿望。
然而，人类历史悠久，书籍多如汪洋大海，时代发展到今天，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更使得人类的精神领
域空前丰富，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途径不断增加。

“万卷书”早已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如何从这“万卷”之中，找到最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品，已
经成为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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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道可以说，但不是通常所说的道；名可以起，但不是通常所起的名。
可以说它是无，因为它在天地创始之前；也可以说它是有，因为它是万物的母亲。
所以，从虚无的角度，可以揣摩它的奥妙。
从实有的角度，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实有与虚无只是说法不同，两者实际上同出一源。
这种同一，就叫做玄秘。
玄秘而又玄秘啊！
宇宙间万般奥妙的源头。
 读解必得 与《道德经》相同，黑格尔也是从“无”开始。
进而进入“实有”的。
紧接着老子触及了一个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即“名”。
与“名”相对立的概念是“实”，“名”“实”之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认为，名正则言顺。
（子路日：“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日：“必也正名乎！
”）。
“名⋯实”之争甚至产生出一个哲学流派——名家，也是百家中的一家，名家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
就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内容。
名家的“白马非马”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白马非马论”论的内容是这样：相传战国时期有个公孙龙，他想牵着马过关。
根据当时国家的规定，马是不允许带出关去的，于是，守关的人跟他说：“先生，马是不允许出关的
，请把马留下。
”公孙龙说：“我牵的是白马，不是马，白马不是马，规定只是说马不能出关，并没有说白马不准出
关啊！
”经过一番舌战，公孙龙牵着白马出关去了。
 无独有偶，在当代中国又出现了“白马非马论”的翻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曾经报道了一家空调厂
在给安装中央空调客户的回答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央空调不是空调。
并拒绝修理。
消费者一怒之下找到有关部门，后经过工商等部门的调解，该空调厂家承认了错误，上门道歉并给予
修理，在媒体上收回了“中央空调不是空调”的言论，改为“中央空调是空调”。
 老子认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有”与“无”实际上是一回事，这个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其
意蕴深邃超远，不是西方的“否定之否定”哲学原理能简单涵盖的。
只能说玄之又玄，仿佛曹雪芹彻悟般的感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只可意会，难以
言表，的确是“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提出了“道”，又提出了“道”同时包含了“无”和“有”。
可是我们怎样来认识“道”呢？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就是老子讲到的两种认知“道”的方法，“观”就是认知的意思，“其”就是指“道”。
 “常无，欲以观其妙”是说明了一种从上至下的认知方法，你从“道”的本体“无？
人手认知世界，就可以得到“道”的“妙”。
“妙”的意思是精微奥妙。
具体说，就是哲学、数学的方法。
哲学一般并无实验基础，所有的哲学都是起源于哲学家对事物、对真理的感悟，而直接建立一套理论
去认知世界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万卷楼国学经典>>

数学这点上有点像哲学。
用哲学、数学的方法去认知世界，会得到这个世界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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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是知人生真谛。
    ——鲁迅    除《老子》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老子》中寻得智慧的妙要⋯⋯    —
—威尔·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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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卷楼国学经典:道德经(图文版)》为了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老子思想的精髓。
全文设置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读解，也得以及经典事例。
并辅以精美的古版画插图和生僻字注音，使全书更便于阅读和具有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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