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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泱泱华夏，几千年来一直以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精神主导，直到列强踏人、西学东渐
，传统文化领域受到了冲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被西方文化边缘化。当然，文化是
不分国界的。不可否认，西学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根植于黄土地的华
夏儿女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滋养，炎黄子孙始终需要的是适合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只有以本土文化
为根基、为主流，中华民族文化才符合中国的人文环境，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符合中国人的精神需
要。在这种根本需求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再一次回归，再一次复兴，古圣先贤的思想再一次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这些传统的、民族的、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经典、文化精髓，我们亲切地称之为&ldquo;国
学&rdquo;。国学文化经历了辉煌、暗淡、再度复兴的曲折过程。这说明，中华国学的根基是牢固的，
影响是深远的，价值是永恒的。　　那么，如何来定义国学？一提到国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
是&ldquo;孔孟老庄&rdquo;这些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们的学术思想。的确，诸子百家的文化理论
经典都在我们的国学范畴之内，但国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国学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指中华各民族共
同创造的传统学术经典，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生活的、军事的、技艺的等等物质
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共同体，应该是&ldquo;大国学&rdquo;的范围。&ldquo;大国学&rdquo;之意，只是希
望人们能放宽视野，从更广的角度认识国学。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
应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学的内涵会不断丰富，不断变化。　　今天，国学的热
潮再一次席卷中华大地，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深深地为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动、而骄傲。但需要
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提倡学国学、用国学，并不是让人们去墨守祖先留下的一套固有观念和思想，也
不是狭隘地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能够贯通古今、融汇中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以此来引领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事业，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新时代，
国学文化的推广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加快速。现代人不仅越来越接受和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的
人开始以弘扬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国学的普及和覆盖面之广令人惊叹，
无论是在学术界、教育界，还是在工商界、娱乐界，包括我们的政治领域，国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更
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而是影响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中华国学产生兴趣，
并且很多学术思想也开始渗透到西方人的观念中。　　如今，中华文明正在影响着世界，中国智慧正
在涌人世界的大潮中。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时刻看到这样一套诠释国学精义的丛书，编者们怀着一颗敬
畏之心，重拾一度被冷落的文明，结合当下的需求，给传统国学赋予新的生命，使优秀的中华文化得
以充分展现。作为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发现一套优秀的作品自然兴奋异常，特此作序推荐。若此
套丛书能为中华国学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产生些许的推动作用，我便不胜欣慰了。　　弓克  于悟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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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是《道德经》的总纲，老子开门见山给出了&ldquo;道&rdquo;的定义，并首章开宗明义，确
立了&ldquo;道&rdquo;的哲学概念。&ldquo;道&rdquo;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老子认为，&ldquo;
道&rdquo;是天地万物的原始。道即是无，无产生有，衍化而为天地万物。老子的&ldquo;道&rdquo;具
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独到的悟解和深刻的体察，这是源于他对自然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强烈的神秘主
义直觉。这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着意关注，是构成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石。　　从老子对&ldquo;
道&rdquo;的种种构想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他对&ldquo;道&rdquo;的那种近乎虔诚的膜拜和敬畏的
由来。老子对&ldquo;道&rdquo;的尊崇，完全源于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诚信，这完全有别于那个时代
视&ldquo;天&rdquo;和&ldquo;上帝&rdquo;为绝对权威的思想观念。　　同时，老子的&ldquo;
道&rdquo;构筑了&ldquo;阴阳&rdquo;学说的界定，老子的&ldquo;道&rdquo;具有阴阳的两重性。它
以&ldquo;无、有&rdquo;为依托，也架构了阴阳学说的基础本源，定。义了&ldquo;一阴一阳谓之
道&rdquo;的&ldquo;道&rdquo;的基本框架，解决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同时，老子对无(阳)有(
阴)的概念进行了定性，即事物中个别和一般的问题。　　【故事】　　老子在本章中提出了名与实的
辩证关系。老子的&ldquo;名&rdquo;是与道这一概念一同提出来的，它不是指礼乐制度的名，而是指
普遍存在的名。老子所说的名与实，实际上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申为名义上的口号与实
际目的之间的关系。人们常说名不副实、名副其实等等，就是对名与实关系的具体阐释。同样在历史
上，也有许多的人打着这样那样的名号而实际上却做着不符合实际的事情，汉代末年的曹操挟天子以
令诸侯就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
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ldquo;光复汉室&rdquo;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
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ldquo;奉戴天
子&rdquo;&mdash;&mdash;即所谓&ldquo;挟天子以令诸侯&rdquo;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实际上，曹操
就是借助&ldquo;奉戴天子&rdquo;的&ldquo;名&rdquo;来达到&ldquo;称霸天下、独尊为王&rdquo;
之&ldquo;实&rdquo;。曹操的这种做法可谓是名不副实，但是由于&ldquo;奉戴天子&rdquo;之名用得比
较巧妙，没有人能够提出异议，所以也就达到了&ldquo;挟天子以令诸侯&rdquo;的实际目的。　　古
往今来，并不是只有曹操知道&ldquo;名&rdquo;的运用，众人皆知的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就是通
过&ldquo;尊王攘夷&rdquo;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还有就是在曹操之前，董卓控
制了汉献帝这面&ldquo;义旗&rdquo;。　　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
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坞。□坞城墙高厚各达七丈，高度与长安城墙相
等，称为&ldquo;万岁坞&rdquo;。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就
可供30年食用。董卓不无得意地说：&ldquo;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踞天下；如果不成，我守着这
些东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rdquo;　　周初时，周文王立吕尚为太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意谓
太师吕尚是可尊崇的父辈。董卓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日&ldquo;尚父&rdquo;。他擅自乘坐只有
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大加封赏，以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鄂侯，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
尉，执掌兵权。其子孙即使还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内外，并列朝廷
，声势煊赫。但是董卓却失败了，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好这一优势，空乏其&ldquo;名&rdquo;，最后落
得个&ldquo;暴尸于市&rdquo;&ldquo;焚尸于路&rdquo;的下场。  董卓的假借于名的失败，使得曹操在
这个问题上不能决定，阵营内部谋士们也是采取不同的态度，于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
建安元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将领们征求最后的建议。　　富于谋略的大胡子将
领程昱首先表示意见：&ldquo;依情报显示，皇上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
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竞争优势。&rdquo;　　苟或也表示：&ldquo;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
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项工作，必须
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rdquo;　　首席猛将曹仁则有不同意见：&ldquo;虽然张邈的势力已清除
，但吕布、陈宫等仍占徐州，并和袁术勾结，随时可能再度威胁兖州。因此属下认为，应先稳定东方
，彻底摧毁袁术及吕布力量，再行经营豫州。&rdquo;　　夏侯悖的意见也差不多：&ldquo;纯就军事
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作为缓冲。
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
，是相当不利的。&rdquo;　　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悖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
：&ldquo;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lsquo;挟天子&rsquo;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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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便能&lsquo;令诸侯&rsquo;。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将先受其害。&rdquo;　　满宠也表示
：&ldquo;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奉迎天子来讲，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
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rdquo;P3-5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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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区区五千余字却是字字珠玑，句句精辟，行行锦绣。它博大精深，包藏宇宙，几千年
来流传于世，给人以无穷的启发和教诲。　　读《道德经》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修养，
开启我们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处理好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　　《道德经》是除《圣经》之外被译
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其生命力千年不衰，其精神超越了中外古今。鲁迅说&ldquo;
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rdquo;那么，就让我们翻开这些尘封的古字吧
，去探求中国文化和宇宙人生的奥秘。　　黎重编写的《道德经全解(双色图文珍藏版)》对《道德经
》进行了全新的释译，适合各年龄层次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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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翻译较生硬，注释和解释不清晰，故事精彩但较牵强附会。
但不得不说，道德经（原文）不愧经典之作，字字精妙，耐人寻味，醍醐灌顶。
读背一遍下来，仍有许多困惑之处，只能不求甚解地先储存在脑子里，以后结合自己思考和他人解说
，求得属于自己的“道”。

2、更像是初高中读物，那种翻译课本。。。
3、解说部分颇不如林语堂
4、解释的比较细致，配有小故事可以增加知识面，适合初学者
5、讲解带小例子是很不错, 但是毕竟有些生硬. 翻译来看也不能说很完美. 老子的思想还是要靠自己领
会
6、有些地方明显解释错了，而且感觉不是一个人编的，很多历史故事说半天根本没什么新意，而且
也不切合每篇主旨。中国怎么那么多半吊子冒充专家，随随便便就编个书骗钱......
7、很多版本，这本最不错，不但有解释，还有小故事贯穿着，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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