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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可以说是写给执政者的一部著作，即使在政治文明空前发展的今天，老子的执政思想仍然是
一个领导者很有必要了解的政治智慧。
　　《图解老子详解》便是一本从执政学角度解读《老子》的开拓性著作。
作者在书中深入挖掘了老子的执政治国思想，并指出了老子对执政者的要求，特别论证了老子自然秩
序思想对现实政治的积极意义。
《图解老子详解》还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本书坚持用老子注解老子、以中国历史注解老子、以贯穿
全书的与儒家思想的对比来注解老子；二，本书解说的正文，极少堆砌专业性的论证资料，文笔流畅
，具有极佳的可读性；三，创新的编辑手法和大量珍贵的图片，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以图释意，从而
更有利于读者理解和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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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鹏，出生年月：1963年10月22日，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工作简介
    1988～1990，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1990～1991，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九龙乡政府副乡长。

    1991～1996，云南共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云南爱迪尔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6—2000，云南省政府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办公室主任助理。

  　2000—2002，云南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

　  2003—2004，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

    2004—2007，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7至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

    目前研究领域：中国古典哲学，公共政策。
发表作品
    1995年发表哲理散文《成为上帝》，15万字，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7年发表经济文化类专著《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35万字，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2005年，于《中国青年报&#8226;冰点周刊》刊载的“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被《
南方周末》评为“2005致敬年度时评”。

    近年来在国内已出版约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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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老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感谢   说明�一章　道，可道，非恒道��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三章　不上贤
，使民不争��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    �七
章　天长地久���八章　上善若水���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十章　载营魄抱一��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十三章　宠辱若惊���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之曰微�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十九章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二十章　绝学无忧���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二十二章　曲则全���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二十四章　
吹者不立���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二十七章　善行者无辙迹��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
雌��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三十二章　道恒无
名���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三十四章　道汜呵，其可左右也�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三十六章　将欲翕
之，必固张之�三十七章　道恒无为���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四十章　反
也者，道之动也��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能行之�四十二章　道生一���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四十七章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四十八章　为学
者日益��四十九章　圣人恒无心��五十章　出生入死���五十一章　道生之而德畜之��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
为天下母�五十三章　使我挈有知，行于大道�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者��五十六章　
智者不言���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
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也��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注也��六十三章　为无
为，事无事��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六十五章　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六十六章　江海���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大��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七十一章　知不
知，尚矣��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七十五章　民之饥���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七十七章　天之道，犹张弓也��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
怨��八十章　小邦寡民��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附录　《老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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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可道，非恒道　　道，可道，非恒道。
名．可名，非恒名。
无名，万物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妙。
恒有欲，以观其徼。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道，可道，非恒道。
名，可名，非恒名。
“道”，可以说出来的，不是那永恒之“道”。
“名”，可以定义出来的，不是那永恒之“名”。
宇宙万物纷纭复杂，它们靠什么力量生成出来？
支配宇宙万物运行秩序的根本法则是什么？
老子认为，这个根本力量就是“道”，宇宙的秩序就建立在“道”的运行法则之上。
宇宙万物都由“道”所生，都是“道”的表现形式，都包含着“道”的力量和规律，都按“道”的法
则运行。
“道，可道”中的第一个“道”字，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或实体。
第二个“道”字，指言说。
“道，可道，非恒道”，指用言说表达出来的“道”，不是那个永叵的“道”。
这是说，宇宙的本原，不是人类的言说所能完全表达的。
人类的言语，有缺陷，不完美，人类不可能用言语这种工具，对“道”这个对象进行精确描述。
这也等于是说，人类的言语之中，并不包含有终极的真理。
“名，可名”中的第一个“名”，指“道”这个文字名称。
第二个“名”，指对“道”这个文字名称给予定义。
“名，可名，非恒名”，指“道”这个名称，无法用文字语言来描述清楚。
凡文字语言对“道”的描述，都不能完全说明“道”这个对象全部的内涵。
这也等于是说，所有的文字中，都不包含有终极的真理。
本句所谈的，是人类语言这种表达工具与“道”的关系。
老子认为，人类的语言工具充满缺陷，所有的言说和文字，其表达能力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将“道
”这个对象定义和表达清楚。
因此，所有的言语和文字中，都不包含有终极真理。
语言文字，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老子认为，这个基础是残缺的、狭隘的。
人类的文明，有内在缺陷。
“道，可道，非恒道。
名，可名，非恒名。
”这句简洁的话，具有很大的颠覆性和超越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传统的文化，主要是通过文字记录和人的讲述来传播的。
如果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是有缺陷的，语言本身无法揭示出终极的真理，那么历史上所有圣贤通过讲述
和文字留下来的教诲，岂不是残缺的，与终极真理无缘了？
君王发出的种种旨令，朝廷下发的种种文件，岂不是与终极真理无关？
这句话，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否定。
同时，这也是一种超越。
老子感到过去的语言文化系统中，没有能将他发现的“道”包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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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典籍中，他找不到“道”的影子。
他发现了新的宇宙秩序，所以感到了传统语言所包含的内容的缺陷。
当他试图再以语言这种工具来表达这个“道”时，他感到了语言表达能力本身的局限性。
语言文字这种工具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准确无误地将“道”的真相表达出来。
老子并没有用其他的诸如数学、图画这些表达工具，他所用的，仍然是文字工具，老子感到了这种工
具表达能力的局限性。
面对这个新发现的宇宙秩序，面对这个全新的对象，老子给出了一个名称，称之为“道”。
《老子》五千言，就围绕着“道”展开，从方方面面进行描述，试图将无形的“道”的法则揭示出来
。
老子所用的描述方法，仍然是文字。
这并不是对自己的否定，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为什么老子对语言如此怀疑，为什么他会认为语言包含不了终极真理呢？
他自己在下面有清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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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杨鹏的思想脉络从最基层破土而出，最终直指两千多年前的经典《老子》。
在经历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民间力量开始悄然生长，自发秩序开始无形生成。
改革越往深处去，就越能体会出先暂老子的智慧。
 　　　　　　　　　　——《中国青年报》 　　西方先有了《圣经》，后来有了自由主义基督教政
治哲学。
中国先有《道德经》，后来也应该有天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老子详解》无疑是这一尝试的勇敢拓荒者。
杨鹏根据权威的文本，用现代的语言，重塑了《道德经》中所隐含的价值中枢，复活了蕴含其中的精
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不仅有三千多年前的源头，而且契合人类的自由大传统和普世价值，呼应今
天的社会现实。
 　　　　　　　　　　　　——《南方周末》 　杨鹏有一双自由主义的眼睛，为人清明而畅达，随
他读老解老，深刻细致而明白晓畅，真有经典常读常新之感。
 　　　　　　　——《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 　　在今天研究和传播中国古代的经典，其
根本的使命，就是在老子等古代先知所奠定的精神家园之上，重新确立价值中枢，重建现时代的精神
家园。
老子是“天道”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本土传统的一项宝贵遗产，为春秋以降百家思想所共享。
《老子详解》的作者杨鹏先行担起这一使命。
他根据权威的文本，用准确的语言，再现了老子思想中的价值中枢和精神家园，复活了蕴含老子奠定
的中国本土的自由传统。
 　　从伟大的经典中寻求永恒的精神价值，将老子所创立的天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扩展为政治秩序，
落实为政治制度，这正是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的使命，也是该书的指向所在。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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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老子详解:成就盛世的执政治国之道》(图解经典45)结合王朝兴替的历史，为你讲述老执政学的
成功之处。
利用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还原老子智慧的本来面目。
300多幅精美图片，以生动的事例展示成功的执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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