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德经》

13位ISBN编号：9787539452975

10位ISBN编号：7539452978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老子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2-10出版)

作者：老子

页数：1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道德经》

前言

老子，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道教学派创始人。姓李，名耳，字聃。他的著作《道德经》
又称《道德真经》《老子》，全书共八十一章。文约五千言，内容涉及到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
事学等诸多学科。历来被学者们称为“哲理诗”。    《道德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修身处
世的古老“东方圣经”，是第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学的巨著。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
之书，像宝塔之巅的明珠，璀璨夺目，照耀着我国的古老文明，对我国古代的哲学、科学、政治、宗
教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于政治的统一与稳定，
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道德经》不仅是我国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它不
仅包含着宏奥的哲理，而且蕴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诸多方面的
基本素材，犹如汪洋大海，内容包罗万象。它以罕见的深度、广度和精度而著称于世。不仅驱使着古
代万千的学问家为之作注，探其玄秘，释其奥义，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家步入这一古老殿
堂，探索其中的重大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能的底蕴。古今中外，研究和注释
《道德经》的人难以计数，有关著述汗牛充栋。在古代，有从养生方面研究和注释的；有从哲学方面
研究和注释的；有从政治权谋方面研究和注释的等等。在现代，则有从科学和管理等方面研究和注释
的。有人认为此书是一部养生学著作；有人认为此书是一部哲学著作；有人认为是一部政治著作；有
人认为是一部兵法；有人认为是一部科学著作等，众说纷纭。这些理解既有片面性，又有合理性。“
道”是浑全之朴，“众妙之门”。从某一侧面来理解，把它当成某一局部的东西，是盲人摸象，显然
是片面的。从另一方面看，“道”生成了万物，又内涵于万物之中，“道”在物中，物在“道”中，
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都通向了“道”，从这方面来理解，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在现代，一些人根
据西方哲学概念，把“道”解释成了“物质”“精神”或“规律”。这些解释都不符合《道德经》本
义。“道”既不是有形的“物质”，也不是思虑的“精神”，更不是理性的“规律”，而是造成这一
切的无形无象、至虚至灵的宇宙本根。“物质”“精神”“规律”皆是“道”的派生物。“道”是先
天一炁，混元无极，是宇宙中的能量，是太空的气场，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简至易、至精至微
、至玄至妙的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是造成宇宙万物的原始材料。“可道”“德”“下德”都是
“道”的派生物。只有正确理解了“道”，才能正确理解“德”，从而以此为钥匙，正确理解《道德
经》全书。    在中西文化融合，老庄研究成为热门，道教养生法风靡世界的今天，用道家自己的方法
和观点，对《道德经》作以基于本来意义的阐释，把其中的科学精华挖掘出来，使之弘扬于世，为振
兴中华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服务，便是本书的初衷。《道德经》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更指出
了处世的方略。阅读本书，能更深刻地认识《道德经》中所蕴涵的思想，本书更是现代人修身处世的
必备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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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内容概要

《道德经大全集(超值白金版)》亦称《老子》，或称《五千言》，是道家学派最具权威的经典著作，
它文约意丰，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其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
家、包容万物，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为学、修身的宝典。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奇书，对
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对中华民族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
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参悟《道德经》的真义，参透为人处世的最高智慧，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编者文
若愚编写了这本《道德经大全集》。《道德经大全集》共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称《道经
》，下篇为《德经》。《道经》讲述的是宇宙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揭示了阴阳变幻的
微妙。《德经》讲述的是处世方略。道出了人事的进退之术，包含了长生久世之道。《道德经大全集(
超值白金版)》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详细注解并翻译原文，并针对每章内容分别从为人之道、从政之
道、经商之道等三大方向列举了大量妙趣横生的古今中外案例，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在版式上都力求
呈现出多方位的立体化效果，使读者能够更好体会和感悟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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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作者简介

作者:(春秋)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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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书籍目录

上篇道经第一章天地之始第二章美之为美第三章圣人之治第四章象帝之先第五章天地不仁第六章玄牝
之门第七章天长地久第八章不争无尤第九章功遂身退第十章长而不宰第十一章无之为用第十二章圣人
为腹第十三章宠辱两忘第十四章无状之状第十五章善为士者第十六章殁身不殆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第十
八章道亡有义第十九章绝圣弃智第二十章独异于人第二十一章惟道是从第二十二章圣人抱一第二十三
章道亦乐得第二十四章自是不彰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第二十六章静为躁君第二十七章善行无痕第二十
八章知雄守雌第二十九章圣人无为第三十章以道佐主第三十一章有道不处第三十二章知止不殆第三十
三章知人者智第三十四章不自为大第三十五章执道乐往第三十六章欲歙固张第三十七章道恒无为下篇
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第三十九章下为高基第四十章无中生有第四十一章善贷且成第四十二章物损
而益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第四十六章知足常足第四十七章不
行而知第四十八章为道日损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第五十章出生入死第五十一章尊道贵德第五十二章天
下有始第五十三章盗竿非道第五十四章善抱不脱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第五十八章福祸相倚第五十九章治人尚啬第六十章以道治国第六十一章大者宜下第六十二章
万物之奥第六十三章能成其大第六十四章无为无败第六十五章善为道者第六十六章莫能与争第六十七
章我有之宝第六十八章不争之德第六十九章哀者胜矣第七十章被褐怀玉第七十一章以其病病第七十二
章自爱不贵第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第七十五章无以生为第七十六章强大处下第七十
七章不欲见贤第七十八章柔之胜刚第七十九章道与善人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第八十一章善者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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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章节摘录

第二章    题解    本章通过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矛盾现象和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引导出圣人处事的方
法，即居于矛盾的柔弱卑下的方面，自然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因为矛盾双方是互相转化的。原文    天
下皆知美之为美①，斯恶已②；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③，难易相成，    长短相
形，高下相倾④，    音声相和⑤，前后相随⑥。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
弗始⑦，生而弗有⑧，    为而不恃⑨，功成而弗居⑩。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⑨。    注释    ①美之为美
：即美的东西之所以被称为美。前一个“美”字指具体美的东西，后一个“美”字指美的概念。②斯
恶已：因为美与丑是两个相反的概念，所以知其一面，就可明白其反面。斯，于是。恶，指丑的概念
。已，通“矣”，语气助词。③相：互相。④相倾：倾倒。指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转化。⑤相和
：相互唱和。⑥相随：互相跟随，这里指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形。⑦作：兴起，指万物生发。弗：
不。始：创始。⑧有：占有，支配。⑨恃：依靠，依仗。⑩居：居功。⑩不去：不消失，不远去，即
指长久。    译文    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美，这样随之而来就有了丑；都知道什么是善，这样随
之而来就有了恶。所以，有和无相互产生，难和易相互对立才得以形成，长和短对比而存在，高和下
相比较而有对立，声与音相附和，前与后相跟随。    因此，圣人应当以“无为”来对待世事，用“不
言”的方法去教导民众。顺应万物生长而不去做创始者，生养了万物而不占有它们，有所作为却不以
为这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有所成就却不以功劳自居。正是因为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才不会失去。    
第三章    题解    本章主要批评当时的尚贤思想。老子主张愚民，因为人民的知识少，欲望就少。欲望
越少，就越容易治理。原文    不尚贤①，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②，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③
，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心④，实其腹；    弱其志⑤，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⑥。    为无为⑦，则无不治。    注释    ①不尚贤：即要求统治者不要刻意去推崇具
有某种品德，或是备有某方面才能的人，因为有了统治者的这种推崇，必然会导致大家去争相效仿。
如果整个社会的人都去效仿一种人或一种才能，势必会互相倾轧，造成混乱。尚，推崇，尊尚。贤，
指有才德的人。②难得之货：即稀有珍贵的物品。如果以某种物品为贵，必然会有争竞。由于争竞的
人多，但宝物的数量却有限，必然会出现盗抢的行为，社会就难以安定了。③可欲：指勾起人们欲望
的东西。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可见这里的“可欲”即指
人们对声色味的欲望与爱好。④虚其心：使他们心里空虚，无思无欲。心，指思想，头脑。⑤弱其志
：使他们减弱志气，削弱他们的竞争意识。⑥知：通“智”，指有智巧的人。为：妄为。指因有欲望
而去行动作为。⑦为无为：前一个“为”字，运用，施行。“无为”是老子的为政主张，即统治者要
顺应自然，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欲念胡乱行事。    译文    不推崇有贤能的人，可以使人民不去争名夺利
。不视那些稀有的事物为珍贵，可以使人民不去做盗贼。不显耀那些能让人产生欲望的东西，可以使
民心不被扰乱。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要清净人民的内心，充实人民的体腹，削弱人民的志气，强
健人民的筋骨。让人民长久地没有智巧、没有欲望，使那些有智巧的人不敢作为。圣人依照无为的原
则行事，天下没有不能治理好的。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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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编辑推荐

冯鹏编著的《国学书院典藏：道德经(青少版)》亦称《老子》，或称《五千言》，是道家学派最具权
威的经典著作，它文约意丰，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其内容博大精深、玄
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为学、修身的宝典。这部被誉为“万经之
王”的奇书，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对中华民族性格的
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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