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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发现并重塑了作为中国文化太极的老子和孔子，著者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哲诗交
融、雅俗共赏的痴心，殚精竭虑十数年而推出这一力作。
本书着重做了三件事：一是在广博汲取古今中外学者、哲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最新的《老子》
、《论语》今译；二是解构、重构，呈现了《老子》、《论语》在当代观照下的崭新结构体系，更利
于新而且深地全面理解其真谛要妙；三是倡导道儒老孔的和合会通，对天人合一、动静有常、阴阳和
合、天道圆圆、仁者爱人、知行合一、因有用无、中庸之道、顺其自然、内圣外王等作为中国哲学核
心的十大理念，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与翔实有力的论证，进而提出我们炎黄子孙应是龙凤传人，我们
共同的天命是龙凤呈祥。
行文凝炼流畅，融原创性、会通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备供大众哲理文化之营养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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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迪，1932年生，评论家、诗人。
著有诗集《雨后新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诗美学理论专著《现代诗美的创造》(百花文艺出版
社2000年)、《大诗歌理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随笔《天马嘶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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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老子　　第一章　圆玄妙道　　二　宇宙本根：老子的原子论　　无，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章·“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源。
所以常从“无”中，去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中，去观照“道”的端倪。
“无”和“有”这两者，同一来源而不同名称，也可共同称作很幽深的“玄”。
幽深又幽深，是一切深微变化的总门。
）　　这里提出了道的三个别名：无，有，玄。
历来的注家几乎都不曾将玄视作道的别名。
倒是扬雄《太玄·太玄搞》说得好：　　玄者，幽搞万类而不见形者也。
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搞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
范望注云：“搞，张也。
”“资，取也。
陶，养也。
”“规，圜也。
玄取象天地，空虚无形之气，推积为一，以九数得万物数以为玄形，故日生规。
天规圜也。
”“*，关也。
”“摹，数也。
”“判，谓纯阴、纯阳也。
合，谓阴阳交错。
开阴阳交错以生万物。
备，满天地之间也。
”经范望一解释，扬雄这段话有四点比较明确：一是“玄”用作名词，指客观物质存在，乃“空虚无
形之气”；二是“玄”系“取象天地”的极微小的粒子，张舒于万物；三是玄取养于虚空，与虚空相
依存，共同作为宇宙的本根；四是玄为阴阳和合体。
阴阳的一分一合，化生天地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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