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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前言

两千多年前，周朝史官老子乘青牛西出函谷关，应守关之将尹喜的请求，写下了一部《道德经》，短
短五千言，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道德经》的闪光
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其中的格言警句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行动格言。《道德经》分《
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共81章。道是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律，支配主宰天地万物却从来都是顺
其自然而不加干预。德是大道在天地万物中的自然表现和流露，是人人可以修而得的幸福人生的真正
保障。道是自然和宇宙的规律，德是人生和社会的规律。《道德经》可以净化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提
高我们的道德修养，开启我们的智能，教人如何为人处世，有助于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关系。《道德经》可以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思考自然、社会和人生，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
的能力，对于提升素质教育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鲁迅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
不知人生真谛。”在这部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的名著里，老子告诉了我们什么？老子告诉我们，人生
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提醒我们要顺应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
告诉我们，修心的最高境界是清静无为，提醒我们要能够守静致虚，保持宁静淡泊的心态，以无争的
沉静持守着出世的超然。老子告诉我们，养生的最高境界是抱朴守真，提醒我们在喧嚣浮躁的现实生
活中固守淳朴自然本性，淡泊名利，在宁静高远的境界中体验人生的快乐，感受生命的美丽。老子告
诉我们，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自知之明，提醒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把自己的一生看做是一本书，读懂
了自己也就了解了生命。老子告诉我们，聪明的最高境界是大智若愚，提醒我们要藏锋露拙，外愚内
智，小事糊涂，大事聪明，在处世中处处留有余地，避招风雨，左右逢源。老子告诉我们，修福的最
高境界是见于未萌，提醒我们要见微而知著，把问题和动乱解决在萌芽状态，善待成败得失，不要在
得失之间迷失了自己。老子告诉我们，交往的最高境界是与人为善，提醒我们要常怀一颗善心，克己
让人，以德报怨，坚持德行的修练，彼此友爱亲善、和谐地相处。老子告诉我们，制胜的最高境界是
以柔克刚，提醒我们学会守柔处雌，不逞胜好强，守弱用柔，谦下不争，如此才能进退适度，游刃有
余。老子告诉我们，圆融的最高境界是委曲求全，提醒我们学会弹性处世，能屈能伸，灵活变通，当
行则行，当止则止，圆融处事，更好地保护自己，更好地生存。人生需要提醒。提醒是人生前行的航
标，是人生前进的动力，提醒的人生是更加完美的人生。两千多年前老子的教诲依然辉映着我们的日
常生活，启发着我们的人生境界，点亮了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跟随老子修道，尽自己的天性实现人生
的最大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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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内容概要

《老子的提醒》内容简介：《老子》道出了对自然大道本质的真知灼见，被称为“万经之王”，又是
一部修身处世的“东方圣经”。读老子，就是读人生，读人生哲学。如今，《老子》被定为大学生、
中小学生必读书，必将成为今后素质教育、道德教育的主流教材，可以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思考自然
、社会和人生，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对于提升素质教育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老子的思想就像永不枯竭的水井或清泉，口八要我们把桶放下去，就一定满载而归。读懂老子智慧，
参透人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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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道法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看淡看轻看远看开无我是人生最高境界最好的管
理就是不管理脚踏实地，循序渐进道法自然，懂得行止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
为才能有所为做趋势的追随者第二章 清静无为：修心的最高境界私心越小越好人不能贪图享受看得破
，撇得开致虚守静，内心安详贪多则会迷惑冷静稳重不急躁清静心无敌安若止水，知足常乐战胜自己
的脾气第三章 抱朴守真：养生的最高境界淡泊超然才是本真大肚能容天下事随缘生活，随心自在生命
之重，名利之轻养生贵在适度快乐源于心灵的富足从淡泊中获得快乐守住纯和之气享受简单生活平淡
平和过一生第四章 匀知者明：做人的最高境界言行举止见修行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没有贪欲就不会迷
失许诺做事要考虑充分行成于思，行胜于言行事要有主见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要大智慧不要小聪明
知可为而为之甜言蜜语是毒药第五章 大智若愚：聪明的最高境界更聪明的人不说话大智若愚是智慧的
最高境界适时藏起自己的锋芒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学会看破不说破第六章 见于未
葫：修福的最高境界顺不足喜，逆不足忧得意淡然，失意坦然管好自己的嘴巴损益相生，学会取舍祸
福相倚要看透消祸患于未萌之时最困难的时候要挺住做事要善始善终无争才能无祸安而不可忘危福往
者福来第七章 与人为喜：交往的最高境界不要试图改变他人常怀一颗善心最好的行善没有功利心做人
一定要厚道与人相处和为贵善言善行惠己及人用德行来回应怨恨改过宜勇，迁善宜速第八章 以柔克刚
：制胜的最高境界恒是成功的真谛做人不能以大自居柔弱胜刚强不亢不卑，不骄不谄把自己放在下位
不敢为天下先强悍会死，柔弱可活守柔可以得长久处世需要“柔道”功夫锻造一颗柔韧的心第九章 委
曲求全：圆融的最高境界像水一样活着学会低头与转弯花要半开，人要半醉退一步海阔天空人要知足
更要知止结缘总比结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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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章节摘录

插图：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
，万物之母也。——老子·第一章【译文】道，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永恒之道的真实概念；名，凡
是可用来命名的名，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无是天地形成的本始；有是万物创生的根源。“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十二个字是《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老子写《道
德经》的开宗明义之句，如果这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就不能好好地读下去
，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老子》里面，老子的原文是“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后来，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的名字，“恒”就改为了“常”。
老子首句，玄机四伏，充分表达了中国语言的无穷魅力和智慧。古文断句，传统上称之为“句读”。
断句的不同，其解释大相径庭。老子首句常见的断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
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学者董子竹2002年出版的《老子我说》这样断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教太乙派内部口授老子篇首的断句法，董子竹当
初闻听这样的断句，如醍醐灌顶，顿开茅塞。那么，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
道”不仅是其哲学的总称，也是其研究对象的代名词。这个“道”是什么呢？老子认为，“道”并非
固定形式，亦非常形，是对世界的抽象认知，又是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活的思维。所以，“道”是
虚无，是无法说清楚、讲明白的。老子说，要是能说清楚、讲明白的话，那显然就不是正常、恒久不
变的道了。他要让世人有所警醒：一切可道可名都不是真正恒久存在的。在这可道可名之外，还有一
层不可道不可名但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老子提醒我们注意这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不要被眼前的可
道可名所蒙蔽。“道”在老子眼中是特指事物的规律性，而规律是不可见的，同时又是存在于事物形
态中的。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形态，因此物与物往往是以形态来区别的，而不同形态的事物又往往体
现不同的规律性。老子十分清楚地抓住了一个最普遍、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世间一切事物的生存、发
展和消亡，无不是在时间、空间及环境等外界要素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其过程的。当然
不是老子不承认有个精神世界，老子不但承认而且还特别看重它，只不过老子把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
分开对待而已。因为客观世界属于万物，而精神世界只属于人类这一特殊群体。所以，老子其实是在
告诫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合乎自然，顺应人情，这样才不会碰壁，才能一
顺百顺。听任自然，顺应原本，是老子思想的主旨之一。顺其原本，具体到处世态度上，又可以总结
出经验条文，这里不妨列出若干：顺其原本，安邦不可专制；顺其原本，当官不可强权；顺其原本，
争利不可豪夺；顺其原本，为名不可巧取；顺其原本，求偶不可硬拧；顺其原本，交友不可勉强；顺
其原本，美化不可矫揉；顺其原本，文章不可造作。这里，大至安邦，小至做文，方方面面，林林总
总，皆是一个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有时只要顺其自然，便可一顺百顺，
一通皆通。曲径亦可通幽处，这就是所谓看似糊涂无为的“智慧人生”的处世哲学。顺其原本，超然
人生，并非自恃清高，不食人间烟火。饮食男女，七情六欲，是人的自然属性，生物本能。要真正达
到佛家的“四大皆空”，“六根清净”，那是要付出毕生代价，按照清规戒律苦苦修行才行，而且还
未必能修成正果。事实上，自古佛门也并非一片清静之地，各种抵不住的诱惑时时袭扰着禁欲的生活
，所谓“苦行僧”的“苦”字岂是佛门以外的凡夫俗子写得出的？既然不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禁欲主
义者，那就顺其自然，即顺人的自然天性，满足其基本需要。欲望不可强禁，强禁的结果只能使人性
扭曲、变态、变形。这里所谓“顺其原本”，就是顺乎人性、人道。这正如我们找朋友，找有钱的吗
？找个子高的吗？找苗条的吗？找有学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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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文化其根在道家，不读《老子》一书，就不知中国文化。　　——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老子是
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著名学者、哲学家  胡适作为一个
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一
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　　——著名学者、文学家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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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编辑推荐

《老子的提醒》：一部揭示人生真谛、处世方法、养生智慧的古典哲学名著。老子以哲学的方式探究
人生问题，从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身修养方面，对人的生存本原、根据、价值、意义、智慧、境界
、修养、方式等提出了自己的洞见卓识，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走向世界，被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推崇。以文化修身，以国学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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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提醒》

精彩短评

1、妈妈从书店看到的，可惜太贵不舍得买，然后从AMAZON看到了，收到书后妈妈仔细看了内容，
很喜欢

Page 8



《老子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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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