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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前言

你健康吗？你没病吗？你真的不需要看医生吗？两千多年前，老子发现世人生下来就有病，同时出现
各种的症候。他因此对症下药，开了各种的处方，提供了各种可以让我们自疗自愈的机会。虽然老子
不是专业医生，但他深谙医理—此“理”由病理而生理，由生理而心理，再由心理而道理，以至于自
然之理。原来，老子把的是生命的脉，而“理”在“道”中，“道便是他那敏感的心、灵巧的手，以
及他“望、闻、问、切”的本事。老子其实从来不悬壶，也从来不卖药，他写了五千多字，仿佛就是
一份生命的诊疗报告，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病，自己把自己的脉，自己开自己的药，自己去轻
叩自己生命的门扉，自己去寻找自身健康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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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内容概要

◎风靡台湾的心灵励志读本，圣哲“老子”竟有如此强悍的一颗心！
◎台湾哲学大家、哈佛大学博士后，叶海烟讲授老子的心灵智慧，为你开出50个强大内心、疗养心病
的处方。
◎50堂人生课，读懂老子，破除人生的困局、险居、迷局。
◎真正强大而富有能量的心法，一旦掌握，你的心将不再害 怕，不再生病。
◎近年来解读老子的心灵智慧不可多得的佳作，每个人都能读懂的书。
◎老子研究权威专家陈鼓应、北京大学教授、《沉思录》译者何怀宏先生、CCTV百家讲坛名家、蒙
曼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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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作者简介

叶海烟1951——
◎台湾著名作家，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任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
◎师从于一代大家方东美先生，历任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台湾哲学学会
理事长、钱穆故居执行长、兼任台湾宗教学会秘书长等学术职务。
◎叶海烟先生是精通道家哲学、新入学的当代大家、华人世界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东西方文、史、
哲、宗教学界与散文界有着广泛的学术声誉与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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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书籍目录

自序—老子：中国文化里的心灵神医
前言
一、生病是怎么回事？
二、懒病：病是闲出来的
三、急病：安心才能安身
四、你到底有病没病？
五、私心病：守中之道是妙法
六、原来我们根本没有病
七、如何能活到天长地久
八、什么都要争，是该歇歇了
九、富贵病：人生难得是简单
十、什么都知道，不一定是好事
十一、文明病：给身心来点阳光浴
十二、怎样才能活出味道？
十三、狂热症：淡定也是一种活法
十四、人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十五、面对得失，守住你的心
十六、忘掉烦恼，但不要忘记生活
十七、眩晕症：看清楚自己是谁
十八、谁在不明不白地过日子？
十九、气急性急：做人做事要稳住
二十、头重脚轻：找到目标才能安身
二十一、大头病：假仁假义最无聊
二十二、自作聪明：太聪明的人往往会失败
二十三、稳住你的心，人生更自如
二十四、学会掌握火候，让自己变得强大
二十五、猜疑症：是你想得太多了
二十六、迷失了，才想起来归真返璞
二十七、轻浮之疾：怎样稳稳当当过日子？
二十八、做人不求功德，自有福田
二十九、双重人格症：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三十、放下偏执，人就多一分自在
三十一、畏光症：不要拒绝天地间的奥秘
三十二、关节硬化症：唯能屈能伸者乃大丈夫
三十三、做人，繁华落尽见真章
三十四、贪病：懂得取舍就是爱惜自己
三十五、搞不懂究竟是什么在作怪
三十六、燥热症：冷静，可别热昏了头！
三十七、过动症：这样拼命是为了啥？
三十八、天真的孩子那里去了？
三十九、不怕死，也不要找死
四十、人算不如天算
四十一、人生不是只有战斗，还要疗伤
四十二、有农夫的身手才是福
四十三、聪明地生活，巧妙地过日子
四十四、大胃王症候群：食不知味
四十五、争做赢家，但也不怕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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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四十六、不需要的，统统放下
四十七、心病：自知是最好的心药
四十八、身心障碍症：怎样才是真正的勇者？
四十九、真正安稳的生活来自简单
五十、语言障碍：越说越明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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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章节摘录

富贵病：人生难得是简单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
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九章〔译〕自恃自满，不如适可而止；显露锋芒
，锐势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守藏；富贵而骄，必然自取祸患。功成身退，才是合乎自然
的道理。（一）诊断书：富贵病本来，“有钱人”是不必在脸上打印记的。而那些大腹便便，靠四肢
行动已觉不便的人，他们坐惯了权力的宝座，也享受惯了别人的服侍，于是言行之间有了自矜自满的
样态；但说这是一种病，却仍有待斟酌。“金玉满堂”是富贵的现形，如今，富者往往不贵（这“贵
”可是“高贵”的意思），他们有时一脸仓皇，只为了赶一场酒会应酬；有时则手忙脚乱，只因生活
的档期经常撞车。因此，富贵如果酿致病痛，应不是口袋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有了点钱，便误以为
自己可使鬼推磨，哦！不对，这样说似乎夸张了些，但是一旦有了钱财使唤别人代自己的劳，只会让
自己的身心更具惰性。不愿劳动，不愿自己使生活的力气，这正是许多病痛的近因。当然，人有“贵
”气，本不是坏事，但若“贵”只是“昂贵”或“值钱”的意思，那么一身铜臭便不等于一身贵气，
而所有铜臭其身者如果来个大集合，形成了一种新阶级，这对现代社会标榜的平等与正义则将大大有
害。此外，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几乎所有有钱人都希望自己一辈子都有钱，并且自己的子孙千秋万
世都有钱。这想法是否就是所谓“病”态的念头？恐怕心理医生和精神医生都难以诊治。不过，每个
人其实都有机会做自我检查，检查自己是否已经和钱结了不解之缘：．有钱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有
了钱，我最该做的是什么？．我有钱，别人也有钱，这是件好事吧？．我有钱，别人没钱，别人又是
什么（或又值什么）？．而当我万一没钱（缺钱），日子究竟该怎么过？．这世界是否能够只是个大
金库？．或者，周遭的事物难道都可以任由我贴上各种价码的标签？在以上的自问自答之间，富而不
贵者是不能不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脑筋，而那些自以为有了“富”的体态（富而有态）便一定也会有“
贵”的气色（贵而有气）的新中产阶级，更是不能不随时诊断自己的病。原来“富贵”真的能致病呀
！至少，自以为“富贵”的想法是一种精神性传染的病媒呀！（二）处方单早晚喝地瓜粥各一碗，但
得趁热喝，而且不能喝得太慢，因为喝完之后还得立刻下田去——当然，所谓“下田”正是“劳动”
的代名词。（三）治愈率本来几乎无救，因此治愈率得从零往上提，至于能提到多高，就看我们自己
能否能真正善待自己，同时善待周遭所有的人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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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师从于方东美、罗光与严灵峰诸学术大师治哲学史，并出版《庄子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概论》《人文与哲学的对话》《道德、理性与人文的向度》等学术、文学专著数十部，
在东西方文、史、哲、宗教学界与散文界有着广泛的学术声誉与文化影响。——《叶海烟：中国文化
的传道者》叶海烟，不但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更是享誉华语文坛的散文作家。——《中
华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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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编辑推荐

台湾金石堂、博客来、诚品书店经典畅销图书！近年来解读老子的心灵智慧不可多得的佳作，每个人
都能读懂的书。老子研究权威专家陈鼓应、北京大学教授、《沉思录》译者何怀宏先生、CCTV百家
讲坛名家、蒙曼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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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精彩短评

1、很有味。读起来轻松。讲的很有意思
2、给爸爸买的，，，希望他喜欢
3、很好的一本心灵读物，老子太牛逼啦。
4、读老子的话，这个书不错，冲着陈鼓应推荐来的。讲老子的书，注释的比较多，但能展开好好讲
的，有能力讲得好的就那么几个人。
叶海烟这个还不错，本来还担心讲的枯燥了，呵呵。读了一些样稿，觉得还是很到位的。
5、从心理学解读《老子》，以现代社会的病态结构来切入，学理之外，不忘接着地气，把对先贤圣
哲的警句箴言纳入日常生活的范畴，变成柴米油盐的一部分，是在难能可贵。而与内容相得益彰的是
作者的语言，轻松、简洁而透彻。在浮躁的现代化社会中，让我们静下心来，回味老祖宗的智慧，这
是一个很好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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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精彩书评

1、老子，看原本的话，话虽不多，但不容易看懂，叶海烟这样讲老子，看起来很有趣。不用再纠结
注释了，摊开了讲，自然就读懂了。这老头儿居然也有幽默的一面。哈哈，这本书有那么点意思。老
子确实是牛人啊，怪不得在神话故事里他总是骑着一头牛。
2、老子的哲学我读来很有启发的.捧读几天后忽然觉得这是处方哦,原来如此,心灵平静之余,会感慨好
久没有遇到这样的处方了,经常上上处方,我也变成淡定哥了. 要说老子那真是史上最淡定哥了,他对一
切&quot;无为而治&quot;,生善也就生了恶,相生性决定了一切应该缘,不要过于目的性和功利性,把自己
忘记,把善恶看淡，自然身心轻松，飘然于世了。想起老子当年，西出阳关，写出道德经。传世圣人的
智慧我们不能完全继承，但真的应该多读多解啊。所以感谢这本书作的者，如果我去看老子的道德经
，真的看不懂，估计很多时候会弄错意，而他这样解读并开出处方，觉得真是一种得心应手的应用了
，读者很受用，说明作者是真的很用心。台湾的著名漫画家朱先生提倡&quot;慢时尚“的现代生活理
念，想必也是出自老子的哲学了。世人都知道争抢，知道要上赶着才能抓住更多，于是我们努力的奔
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而心灵荒废。我们这们快节奏的活着，活得如此不淡定，如此不洒
脱，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慢自己的脚步，感受另一种生活气息，感受&quot;
慢时尚&quot;的情怀.我们每个人都有病,病根不同,所以要各自体会了.
3、最近暑热难当，身体虽没有什么病痛，心情却格外不爽，读《老子的心灵处方》正好为我消暑去
躁。我是怀着这样的期待阅读这本书的，虽然固执的我一直对心灵处方一类的心灵读本持怀疑和抵触
态度，但是就像无法拒绝任何圣哲智慧一样，我无法拒绝老子这位提供自疗自愈的机会以及能力给普
天下混沌之人的良医带给我的人生诊断。《老子的心灵处方》是这样一本书：那些仅仅期待从中迅速
获得生命智慧从而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人一定不会喜欢，但是，对于有可能或正准备放下我执和我慢
，期待着能顺风顺水地换一种思考生命以及直面生命的方式的人一定会为之赞叹。台湾哲学大家、哈
佛大学博士后，叶海烟极尽一位哲学大家的学术研究和学识，用尽了从老子智慧“引据大义,正之经典
”的选取、解析，到老子心经对于常困扰现代人的人生困局、险局和迷局之望闻问切的种种学知、学
养⋯⋯如此让他的50堂人生课更遵循老子的思想，却也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作为读者，我们仅需要
照本宣科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就一切OK了，于是结合了老子的智慧、哲学家的解读以及它们在现实
世界中的活学活用便一知百知了；于是关于身体病痛如懒病、急病、富贵病、眩晕症、大胃王症，关
于心结心病如私心病、文明病、狂热症、大头病、猜疑病、身心障碍症的诊治方案也就应运而生了⋯
⋯《老子的心灵处方》即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疗愈之方啊。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些诊治方
案最终还真的就都归结为帮助病者自行挖掘出自疗自治本能上来。这也是这本书任何一次阅读都能给
人以新鲜阅读感受的主要原因，什么“有农夫的手才是福”、“安心才能安身”、“守中之道是妙法
”，什么“看清楚自己是谁”，“做人不求功德自有福田”⋯⋯真荣幸啊，那么多经典的人生哲理、
那么多熠熠生辉的生命智慧、那么多古老的心经、那么多开启心智的清净配方都归我一人独享了。虽
然短暂的理解和开悟并不能带给我长久的生命智慧，虽然暂时放下了并不代表身心关系已成一体，但
是我知道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4、如果你喜欢阅读于丹，你应该也会喜欢这本书，两个人的风格极其相似，都试图用散文化的语言
来阐释经典。但是成效嘛，只能说见仁见智，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书名带有“处方”，暗含
治病之意。全书虽然上天入地，但也确实是在谈病，基本布局严格遵守“病症-处方-治愈率”模式。
道家所定义的病，就是不自然。现代社会给心灵带来的冲击，后果之一就是心灵日益空虚浮躁，离自
然越来越远。所以，从道家视角挑出些心灵毛病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将书名定义为
《老子的心灵处方》，则多少有些贬低老子广博与深邃，因为这只是叶海烟阅读老子之后再审视现代
社会心病的读后感，还是叫做“叶海烟的心灵处方”比较合适。叶海烟带上道家（当然不可避免要掺
杂儒家与佛家）的眼镜，发现这个社会到处是病。而且现代人患的大都是文明病、社会病、环境病、
“有病是病、没病也是病”的灵性之病，以及无以名之的各种心病。这些病症千奇百怪，折磨着忙忙
碌碌似乎无药可救的现代人。于是他决定请出老子——请不请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来为世人诊断。
并且一下子列出了富贵病、文明病、大头病等等50种病种，似乎还不足以涵盖全部。之后，他又试图
通过道家的视角，来给出处方。很显然，用老子的思想来审视、诊断现代社会的病症并试图给出处方
，是一件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聪明行为。叶海烟对于社会病症的分析与概括，总会或多或少打动你，而
他用借用老子智慧给出的处方，也是颇有益处。比如分析“血拼症候群”，看到百货商场的打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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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心灵处方》

，血拼族会不惜一切代价血拼，抢购打折商品，而不管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这就犯了“贪”的毛病，
与老子的法宝之一“俭”也是相悖的。叶海烟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团购网站还没有出现。自从团购
出现后，各种打折更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铺天盖地而来，加之血拼的“传染性”，血拼
客不兴奋死，也几乎累死。平心而论，如果我们没有在圣诞夜抢购的话，有几个没有被团购网站刺激
消费呢？叶海烟认为，我们要治愈血拼冲动，就是要记住来自所说的“三宝”。再如对于“健忘症”
，建议我们“由眼入心，回归本性”；对于“燥热症”，则开出“清心寡欲”的药方⋯⋯总之，读毕
林海燕在《老子的心灵处方》中所列的50种病症，会想到那句著名的广告词“总有一款适合你”。所
以，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读读这本散文化的老子注本，虽不能说可以完全解决内心的不自然，但是总
归会有启示。如果因为这本小书而有机缘结识老子，更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智慧，就是更大的收
获了。
5、能看懂，看得下去。这就可以了。。活泼的老子，有爱的老子，幽默的老子，道家的智慧现学现
用。平常觉得这老先生比较深奥，呵呵，老子成为心灵导师，真教人大吃一惊。大陆和台湾讲解老子
的读物不少，这本书呢，还算不错，角度新鲜。老子的智慧我们应该重视，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心灵
医生 。
6、很轻松的读下来，这本书有幽默，但绝不贫嘴，有思想，但绝不掉书袋。读讲读经典的，其实就
怕上面这两种。老子很有智慧，智慧在哪呢。就是他的五千言。这五千，读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叶
海烟的这部作品，讲得则很通透。这样的读，比单纯的读注释经典，白话文要有效，也明白的多。能
够读通一本，也就够了。
7、叶海烟所著《老子的心灵处方》是我见过不多的好书。我为啥称他为不多的好书呢？就是因为快
餐文化满天飞的时代，它还能通过解读道家圣人老子”无为“的大思想而针对现实社会进行针砭时弊
。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让这本书有了新的定位。其指出了现在社会存在的多种隐藏的心理疾病，旨在
让人们心中都有自己的先祖”大自然“，目的在于让人们回归自然规律，实现朴实无华，真正安居乐
业，心无顾虑的大和谐时代。本书其名为处方实则深挖如今时代隐藏的阴暗予以警醒人们回到自己的
本位——人类先祖从自然中孕育，而如今的人类却抛弃了自然，在拥有一切的时候不是衣锦还乡光宗
耀祖而是丢宗忘祖。因此自然存在的规律必将惩罚人类从而让人类知道它的存在，回归它的怀抱。按
照设定的自然规律一路前行。这是上天赋予自然的神圣使命，人类诞生于此必然要听命于它。所有实
例证明人类至今无法真正超越自然而独立的存在。但是善恶美丑之矛盾却能与世长存，而这时，人们
便会开始不知所措从而一步错步步皆输。于是需要一方良药使人们清醒其大脑将那十字路口抛之脑后
按正确的方向大步向前，走向新的起点。回归自然中“无为的方向”。所谓的“无为”便是遵循最基
本的道德人伦，如自然中花草树木一般与世无争；如闲云野鹤一般却暗含着着勃勃生机。当社会成为
一片繁荣如天堂一般也就成了最终的“无为。”可这“乌托邦”一样的社会真能实现吗？本书的作者
也开始质疑。老子却给出了折中的答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有
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
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段话的大意
便是这个世界有善的地方就有恶，有长的地方就有短。我们社会里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平衡。只是我
们要在心中有一个称。必然能够安居乐业，无为永远伴随左右。本人有很多时候身心都非常的疲惫，
作为社会底层挣扎的打工一族，只能过着弃卒保身的日子，不过闲暇之余想想老子的“无为”，也开
始有了十足的精神。不禁感叹老子的确是个看透了世间百态的圣人。他懂得用出世的眼光看待入世的
一切。知道善待自己，也知道如何善待别人。如今的社会充满斗争，谁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谁
也不愿碌碌无为终了此生，人类心中存储的野性逐渐释放了出来，明争暗斗永远无法停止。在《老子
的心灵处方》这本书中，作者站在古代巨人的肩膀上看见了人类野性释放的后遗症——人们在外显露
强大却在家中郁郁寡欢，甚至无法停止对一切事物的恐惧。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欲望的作用。欲望
古已有之。通过这本书的解读可以发现老子洞察秋毫，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无法容忍人们毫无止
境的需求，他需要社会的极度稳定，没有尊卑没有贵贱。就如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人间社会并不是不
食烟火的天堂。都是需要生活的平凡之人，必然拥有矛盾。也必然有调解矛盾的方法。只要人人都有
爱，社会也将安居乐业，我们一直都在向乌托邦世界看齐。只要努力的学习无为便也就达到了目的！
人生难得糊涂，一些事情不妨让自己装一回糊涂，让自己有一个闲暇的时候，让自己懂得生活，懂得
生活中的乐趣。泡一杯茶，细细品味着，然后闭上眼睛回想着世间美好的一切，在脸上显露真诚的笑
意，这也就是人真正生活的意义所在！老子无为并不是让我们真正的完全无所作为，成为一个中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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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一个正确的欲望也是极好的事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是我们要知道见好就收
。重新回归于平淡之中。而不是一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如今的贪官和权贵是尊而不贵，活而不
快。他们何尝不想好好的睡一觉，可是上了贼船也就下不来了，他们必须坐到底直到遇到风浪被淹没
。老子作为大自然的化身，它认为自然永远没有需求，只是让有需求的人利用而成为了另一种姿态。
人们都是自然中的产物，终归有一天要回到自然的怀抱中。我们何不让自己的人生成为“无为”的载
体，在我们的脑海中只要想到了“无为”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茫茫宇宙，住满人类的地球也就是一
粒尘埃，它的存在也受控于宇宙的自然规律，需要自转与周转并且沿着上天设定好的轨道运行着。这
也就是“道”。无论古今，人们只要遵循了自然的“道”也就没有了病痛，没有了焦虑，《老子的心
灵处方》也只能是一张平凡的处方，真正的抓药与治疗也只有人们自己!大和谐的时代时刻准备着到来
！
8、读老子的话，这个书不错，冲着陈鼓应推荐来的。讲老子的书，注释的比较多，但能展开好好讲
的，有能力讲得好的就那么几个人。叶海烟这个还不错，本来还担心讲的枯燥了，呵呵。读了一些样
稿，觉得还是很到位的。
9、不错，能把老子讲得幽默、自然，有保证意思不错，这就很好。把很复杂的东西，很玄的，讲得
明白，好使，这就ok.这个书适合学生、上班族读，当然要想熟悉一下老子，这个书也可以读。要是搞
研究，那肯定是去读中华书局的了。
10、在我这今年度过的，从心灵智慧角度讲老子，台湾作家、学人，叶海烟的这部最得我心。老子是
一位心灵医生，老子的《道德经》是疗愈我们身心的智慧书。我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觉得老子是可以
读懂的。可以读透的。老子的智慧对中国禅宗影响非常大，他的人生、心灵智慧却是我们很少触及的
。这部作品，就是从这里讲起，老子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对治烦恼、调理身心的“处方”。
11、从心理学解读《老子》，以现代社会的病态结构来切入，学理之外，不忘接着地气，把对先贤圣
哲的警句箴言纳入日常生活的范畴，变成柴米油盐的一部分，是在难能可贵。而与内容相得益彰的是
作者的语言，轻松、简洁而透彻。在浮躁的现代化社会中，让我们静下心来，回味老祖宗的智慧，这
是一个很好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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