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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子是人类的智慧大师，《道德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具原创精神的宝典之一。
《道德经》对于中国文化的滋润涵养，其功至伟；它又在走向世界，成为现代人类进行文明转型所倚
重的思想源泉。
《道德经》以至简的文字积藏着至富的精思，成为智慧的孵化器，不断孕育出丰富的社会人生哲理，
其妙化之潜力，令人叹为观止。
《道德经》的最大贡献是对“道”的独特解说，建立起以“道”为核心理念的道文化体系，与孔孟儒
学形成二元互补，与儒学、佛教形成三位一体，汇合成东方文化的奔流不息的浩荡长河。
“道”是什么？
“道”是通往和平幸福之路，它给人指示的是方向，并非某种不变的教条。
“道”就在每个人的脚下，只要你从容自然地朝前走去，光明就在前头。
现代的世界，慈爱与仇杀交错，合作与对抗并有，安宁与流血同在，危机与希望共存，人类正处在一
个文明发展的歧路口上。
抛弃偏见，化解纷争，各得其所，相安相因，人类便有美好的前景；执著斗争，泛滥私欲，胁人从己
，弱肉强食，人类就会走向衰亡。
全球化、地球村必须是一个和谐的世界。
老子已经在《道德经》里为我们提示了人类走向和谐的智慧，愿我们能够领略它实践它。
《道德经》讲和谐是有层次的。
它的最高目标是“朴和”，即人们都能从对立、贪恶中摆脱出来，返朴归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十九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八章)，这样的大朴未散的时代和社会不仅不需要礼法，
也无需费力地提倡仁义道德，人们自然地和平友好相处，亲如一家，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社会理想，
我们虽不能至，而要心向往之。
面对现实，老子提出许多解纷致和的理念和方法。
计其大者有以下几项。
第一，慈和。
老子的“三宝”之首便是慈。
慈是爱心，要普施于天下，这是达到和谐的人性基石。
他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四十九章)又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二十七章)又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五十一章)爱利害相关的人、爱情意相通的人，一般人不难做到；但要像老子那样，爱不善者、爱
反对自己的人，做到无弃人无弃物就很难了，而消解仇恨、普度众生又必须有这种博爱的心量。
得道者想天下百姓之所想，为天下百姓之欲为，而且事业有成之时，不居功，不占有，不主宰，始终
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这对于消解当代某些大国政治领袖的贪欲和霸气，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各国政治家果能有慈爱玄德，天下何愁不能和谐？
第二，均和。
社会之不和谐，往往由于贫富不均，甚至贫者更贫富者更富，遂引起社会冲突。
老子指摘人间这种状态是违背天道自然的。
他认为天道是公正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三十二章)雨水普施，不辨贫富。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七十七章)这是人间动乱的重要根源。
人道必须效法天道，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富者多出钱财以救助贫者，这样社会才会安宁。
第三，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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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冲突起于争夺，争权力，争钱财，争地盘，争名望，都想领先称霸，如果不能妥协，便诉诸
武力，结果往往两败俱伤。
老子则大力提倡柔和之性、不争之德，以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八章)他把“不敢为天下先”作为“三宝”之一，主张贵柔守雌，树立谦让和奉献精神，像水那样滋
润万物又总是往低处流。
从争到让，从强到柔，人际关系整个改善了，矛盾便会迎刃而解。
贵柔守雌、与世无争，是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非也。
老子认为柔是指生命有深厚积累，富有弹性和韧性，不争是消解贪欲，积德为人，恰是真正强大长久
之本，故“柔弱胜刚强”(七十八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其道理就在于
得道者多助，无须乎个人去争强好胜。
柔和是老子和谐思想的最大特色。
第四，冲和。
普通人把矛盾的对立双方看成誓不相立，老子不然，他从对立中看到了统一和互补，即所谓“相反相
成”。
“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大道运行总是在矛盾中体现的，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
十二章)，阴阳两气交感而形成均衡状态；“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四十五章)，对立的事物相互依存与转化，故“正言若反”(七十八章)。
人们如能深通此理，则可以化敌为友，把批评当成财富，视异质文化为相助相养之道，使文明的冲突
走向文明的融合，做到双赢、共荣。
第五，兼和。
不和谐常常在于彼此不能包容，独尊自大，强人从己，并非真的不能并立于天下。
老子最能包容，他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十六章)有容乃大，包容千差万别的人和事，是符合天道的，因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少数人
可得而私焉。
得道者不仅反对参与纷争，而且要超脱矛盾、化解矛盾，“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
玄同”(五十六章)。
这是一种积极救世又一体同仁的人生境界，一般人难以达到，但学会尊重他人、包纳众说，还是必需
的。
第六，祥和。
祥和与离乱是对应的概念，它指称民间生活的安宁状态。
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三十五章)以道行于天下，人们都来居住，相助而不相害，生活得平和安泰。
每个社区的男女老幼，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按照自己的传统和爱好，
过着美满幸福的群居生活。
要祥和就要反对和避免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三十一章)，打起仗来就要死人，“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
战乱之祸害，百姓最受其苦，不可能有正常生活，老子是坚决反对的。
第七，慎和。
老子看到，混乱的发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冲突是矛盾激化的结果，所以要及时化解争执，“图难于
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而且要“慎终如始”(六十四章)，
就可以保持和谐稳定。
老子承认矛盾普遍存在，转化也不可避免，但人可以驾驭矛盾，通过主动解决矛盾，保持统～体的良
性状态，“圣人不病，以其病病”(七十一章)。
或者运用智慧促使矛盾向正面的价值转化，“曲则全，枉则直，窿则盈，敝则新”(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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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好事会变成坏事，如“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
六章)，现实生活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
我们如果能够学好老子的辩证思维，善于发现和解决矛盾，我们就能自觉地去推进和维护社会和谐。
第八，身和。
社会以人为本，有和谐的人才会有和谐的社会，所以老子重视人的自我调适和内在的和谐。
一是形神合一，返朴守真，“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十章)二是清静节欲，化解贪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知足者富”(三十三章)，“
清静为天下正”(四十五章)。
三是自知自制，以和为常，“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三十三章)。
“知和日常，知常日明”(五十五章)。
四是积德利人，成就大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八十一章)，“死而不
亡者寿”(三十三章)。
人自身的和谐不仅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它也是人幸福的要素和健康的尺度。
第九，天和。
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问要和谐。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五章)人道要效法天道，而天道并非另有一物，不过是纯任自然，即万物各按其天生本性发展
，自然会彼此相安互补。
这个过程也同时是“万物并作”，“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十六章)的过程，此乃天地
之常道。
人如果任意加以干预，厚此薄彼，暴殄天物，则会扰乱阴阳之和，世界将面临危险。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是说天地化育万物，而任其自由发展，人也不要把自己的好恶
强加在别人和万物身上，只取一个尊重的态度就够了，这是一体皆爱的大仁。
人类还要节约资源，爱惜器物，老子呼吁过俭朴的生活。
我们今天，人类与自然失和，社会与环境紧张，人类正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破坏本来和谐的生态系统
。
老子“道法自然”的号召，有提醒和警示的作用。
总括“朴和”与上述九和，是为“道和”，大道其实就是通向和谐之路。
天下之人，其迷已久，当学老子《道德经》而觉悟之，进而成为勇于实践的弘道之士。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四十一章)，愿这样的上士日渐增多，则和谐世界将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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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一位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智者；《道德经》，一部深入中国人灵魂的经典。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样的机缘，造就了老子这样一位智者？
老子的思想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其得以传承的密码何在？
　  著名学者牟钟鉴为您全新解读老子，阐释老子，感悟老子的智慧，聆听老子遥远的召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新说>>

作者简介

牟钟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多年，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兼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山东泗
水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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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说[有与无]通行本《老子》皆为“道可道，非常道”，则“非常道”会有歧义发生，一则日“不是
恒常之道”，一则日“不是平常之道”。
据帛书《老子》改为“非恒道”，则歧义自然消除。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无”和“有”这一对哲学范畴，由此创建了哲学的宇宙发生论和本体
论，其意义是伟大的。
以“无”名天地之始，以“有”名万物之母，这其间有一定差别。
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这两
句话同本章无、有之句对照起来，便会知道，“无”是指道的原初状态，即现存宇宙之前的状态，它
是非有，超乎形象，故名为“无”。
万物生于天地，天地生于无。
那么作为万物之母的“有”是什么呢？
“有”是指道由原初状态演化为现存宇宙的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有实体而未分化，呈混一状态，它
就是“道生一”中的“一”。
天地或阴阳是“有”分化后的最初矛盾形态，这便是“一生二”中的“二”。
天地或阴阳交感，形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共同体，由此产生万事万物，便是“三生万物”。
“无”在老子书中一指道的原初状态，二指道的超形象性。
“有”在老子书中一指现存宇宙的早期混然未分状态，二指天地万物。
“无”是形而上的，“有”是形而下的。
人们习惯了有的世界，并且认为它是唯一真实的。
可是老子却发现并揭示了一个无的世界，它比有的世界更根本更有决定意义。
可是这样一个无的世界却无法用正常的感觉和理性去把握，只能在静默中加以体认，所以老子说“常
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是指“无”的细微处，“徼”是指“有”的司感知性
。
“此两者”应指“无”与“有”，“同出而异名”则意味着道是无与有的统一。
从发生论的角度说，道是无中生有；从本体论的角度说，道体为无，道用为有，体即在用之中，无即
在有之中；无与有皆为道的属性和形态，同出于道而有不同的称谓。
无与有的辩证关系是很微妙的，故称为玄。
道的本质和作用不仅不是表层的，也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深刻，而永远是深藏的潜移默化的，所以说它
“玄之又玄”，宇宙间一切微妙的玄奥的道理皆源之于道，故道为众妙之门。
有人说，老子既然说“道可道，非恒道”，就是认为恒久的大道不可言说，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写下五
千言呢？
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然不矛盾。
大道不可言说是指大道的内涵不能用普通的叙述性语言正面加以宣示，但不等于不能用启示性的语言
加以指点。
例如说：“什么是母爱？
当你有了孩子，便会知道了。
”这句话并没有直接告诉你母爱的内涵，但告诉了你懂得母爱的途径，这便是亲身体验。
世界上许多事情都不是语言能够正面充分表述的，善于运用语言的人，总是用语言启发人，同时指出
语言的局限性，让听的人超越语言，去更好地把握对象的本质。
大道更是如此。
在老子眼里，大道是原初世界，是终极真理，它存在于语言之外，又非语言能完全表达，只能“强字
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见二十五章），勉强加以形容而已。
在这里老子提出真理与语言的关系，其本意是说明真理需要语言，但不能执著于语言，不能拘泥于语
言，因为语言本身不过是表意的工具，它不是真理本身，而且运用不当还会掩盖和歪曲真理，所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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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见八十一章），孔子也反对“巧言令色”。
中国历史上有“言意之辩”，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到魏晋时期，
言意关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王弼在解释《周易》时指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进而指出：“得象而忘言”，“得意
而忘象”；又进而指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象是卦象，言是卦爻辞，推而广之，象言可泛指一切表述工具。
意是思想内涵，它与客观真理相一致。
王弼承认语言表达思维的功能，但认为人们在运用语言接通真理之后，必须忘掉语言，才能获得纯粹
的真理，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念念不忘语言，就会受到语言的干扰，无法使自己与真理一体化。
我们平常讲“过河拆桥”，这必须是到达彼岸而义无反顾的人才如此做，还思念此岸并想折返的人是
不会拆桥的。
王弼曾用“言意之辩”发动了一场绎学革命，一扫汉儒的象数之学，突显了《周易》的精神实质，有
其理论合理性与历史功绩，若从源头上讲，皆受启于老子“道可道，非恒道”这句话。
那么，老子所谓的大道究竟应顺着什么样的思路去把握呢？
大道又如何成为众妙之门呢？
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下文慢慢道来。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新说>>

后记

《老子新说》一稿是我根据自己多年来讲解《老子》八十一章积累的心得加工整理而成。
不久前岑孝清博士帮我把手稿打印出来，韩松、柯湘二位好友看了，认为内容新鲜，能够联系社会生
活解说《老子》，文字流畅，有出版价值。
我在他俩鼓励下，对该稿作了一次修订。
又将自己撰写的《老子的学说》（当时纳入集体创作的《道教通论》一书之中）找出来，进行了部分
的修改补充，增加了两章，命名为《老子评说》。
两部稿子合起来，便成为现在的《老子新说》，一为正篇，一为辅篇。
《老子的学说》写作时，老子热刚刚兴起，郭店楚简老子还没有出土，所以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综合和
考古资料的运用都是不够的。
我本打算作补充研究，可是十多年来老子研究的成果实在太丰富了，楚简老子研究又是一门很专的学
问，从时间和精力上我都无法在短期内加以吸纳并写出有份量的文字，只好放弃这一想法。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我对《老子》的解读，在基本观点上自认为并没有过时，而且包含着自己大半生
的生命实践的体验，它是不完美的，却是真实的。
老子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老子的智慧早已在滋润着我的文化生命，它使我生活得更加清醒，更为从
容。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解读，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喜欢老子，品读老子，从中获取生活的大智慧
，使社会和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老子的魅力是历久弥新的，它将陪伴读者走完充实而潇洒的一生。
还有一点要说明，我所使用的《老子》文本，是以王弼本为基础，参考了河上公本、傅奕本和陈鼓应
《老子译注及评介》对《老子》文本的考订，又据《帛书老子》在重要语词上加以改正。
本书重点在内容解读，不作细琐的版本考证。
郭店楚简老子在文字上与通行本颇多出入，对研究早期老子版本很有价值。
但两千多年来，它埋在地下，无人传承，而通行本老子却在中国社会生活里时刻发生作用，因此解读
通行本老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楚简老子是残本，一些古字奇特难辨，需要专门家去研究。
而生活中人们还是要读通行本老子，从中吸取营养。
我的解读只是一得之见，错误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我要向金城出版社致以谢意，向本书责任编辑柯湘女士表示衷心感谢，她在本书编辑工作中倾
注了大量心血，添加了很多插图和相关知识，使本书大为增色。
最后，也向帮助我扫描文稿、支持我顺利完成文稿修订的妻子王月华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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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子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老子的智慧早已在滋润着我的文化生命，它使我生活得更加清醒，更
为从容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解读，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喜欢老子，品读老子，从中获取生活
的大智慧，使社会和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牟钟鉴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新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