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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极其适合现在的青少年阅读，做为培养政治观念的基础读物甚好。
2、观点就那么几个 翻来覆去
3、看罗辑思维推荐了好多次，看了几章，感觉作者就是一个矛盾体，一个是标榜不设立标准，却又
以西方的某些东西作为评判依据，部分内容就是作者的yy，经不起推敲。
4、复合共和
5、读了这本书，才知道罗胖是奸商！
6、有点闷
7、非常好的一本书，有思想有思考。
8、平均10个字里面有2个是天道。。。。
9、高端一点的心灵鸡汤，没有甚么技术含量
10、翻完了，发现都是常识
11、一直讲同一个问题真是够了。
12、见仁见智吧，作者的一些解读未必正确，读者自行判断。
13、作者的出發點還是很好 不過說的都是夢話
14、每年都要重读道德经，每年的收获都不同。越来越喜欢道家思想了。
15、就我这性格，啥事都得一口气，没了气，要再续起来，比续命还难。
16、第六章　道若女神　自由男神在哪里 —— 肯定不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17、一部道德经，千人去看，有千人版本的道德经。河上公注，是因为其侧重养生保健。王弼注，是
因为其侧重心境精神，陈鼓应亦是如此。而刘军宁注，就是用他那套政治理念硬注，有点托古改制的
味道，非常一般。大而无当的翻多了，难免容易忘记以方寸为严师。
18、此书作者是个有信仰的人。
19、讲述《道德经》中的保守主义。
20、写作的想法不错，可是20-30页就基本套路明确，之后似乎再也没有新的观念突破了，老子的观念
以流行的西方民主现状为天花板，孔子则无止境地原地兜圈。
21、很好读懂，这是其一；让我从新认知了一些问题，以及看问题的角度视乎又多了一个维度，站在
我的立场上看，这一点很重要。
22、先说优点作者站立在现在天朝政治的对立面要是怀着公平的角度看还是能够看得进去的缺点真的
是很一般很偏激看了半本就看不下去了干货太少了作者说反对乌托邦那么他说的不是乌托邦是什么，
把道德经和西方民主政治强行无道理结合，还拉低了孔子和老子的层次叫我很是无奈。不推荐现实主
义的人读一本书满满的全是乌托邦。给2星也是因为作者写作不容易
23、挂羊头卖狗肉，就是把西方政治思想往老子身上硬套。那些理论翻来覆去的讲，没有什么新意，
还很偏激。
24、很一般的书，还有很多错误，不过还好不是一无是处。
25、一边看一边在想，刘军宁先生怎么知道老子和孔子两位。。。。。的呢？感觉被人强加一些什么
思想似的。
26、啰嗦得很
27、部分观点非常牵强，作者带着一种情绪来呈现他的『主义』。不知道这套书豆瓣评分这么高。大
概是我的阅历不够，还不能理解
28、很好的科普书，就是刘有点偏激。
29、无语了
30、

如果你没有思考过政治，也对这方面没兴趣就不推荐读了，还有一些评论说是拿《道德经》生搬硬套
西方的东西，没新意。我只能说是你没有深入的思考过政治的最根本，你的生活应该也很幸福，没有
体会人间疾苦
31、有点车轱辘话的调调
32、有点料，但是写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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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读了两章我对政治完全不感冒
34、绝佳的启蒙教材。
35、逻辑不能自洽，为了黑而黑，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36、因为罗胖推荐才买的，看了几页就丢弃了，“烂的出奇”，无非是作者对儒道两家的理解而己，
借古讽今，内容拖沓，毫无新意。
37、读到第一本的1/2，感觉通篇说教，牵强附会。写的情绪化且不容置疑，理论就像中医的皇帝内经
那样玄妙。凭什么道德经要被这样注解，读不下去了。
38、现代版《新学伪经考》，用现有西方政治理论生搬硬套，对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强行解释
39、罗辑思维大力推荐的一本书，托古喻今的作品
40、常识
41、什么破玩意，开口闭口都市天道。个人评价，水货。
42、还剩几页。
43、看来买罗胖的书也是要小心的啊。满满两大本，就说那么一行字能解释清楚的东西，我也是醉了
。
44、道可道
45、老子来讲西方民主，孔子傻呵呵的听他侃，可爱的像个小学生。老子振臂高呼“西方的民主就是
天道”，孔子问为什么，老子说这是先验的，没有为什么，孔子振臂高呼“老子说的对”。
46、作者认为道德经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讲政治。全书的观点归纳起来，人民最大，政府什么都别干
最好。不仅观点幼稚，还把老子的层次拉得太低了，尤其不喜欢对话中孔子小学生级别的表现。两大
本的书，以为后面会有新鲜货，翻到最后还是在一个点上转圈圈。给2分是看在作者码这么多字的份
上。
47、对道德经的译解有些地方过于牵强，通篇平铺，无高潮，能看下来也是靠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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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们作为个人应该从中得到些什么感悟呢？充分地尊重他人，要给身边的人自由，要充分发挥他
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他们自己能够爆发的能量，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
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行为方式。当我面对其他人有与自己的观点相左时，要尊重他们，让他们放
手去做（当然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尤其是不要以爱的名义绑架他人，以帮助的名义束缚他人。另外
，要自强，唯有自立自强，自己事情的决定权才在自己的手里，不会被亲友、领导所束缚。在当今社
会，不要被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羁绊，不要轻易相信美好的承诺，不要质疑自己，就算否定也要尝试
一下，毕竟，这个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允许你尝试的东西越来越多，谁能说自己没有成功之日
，又有谁能说别人给你的命令就一定是对的？
2、作者主要想通过孔子和老子在天堂的一段对话，来帮助人们理解老子道德经的主要思想。写作水
平一般，对道德经的理解和文中的一些例子，值得商榷，更偏向于作者自己的理解。总体来说，可以
把这本书当做想了解道家思想的启蒙读物，毕竟对话性的不难读而且结合了很多时事政治的分析，还
是能帮助大概了解道家思想的，但是如果想深度了解道德经的，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适合读这本书。
作者主要的观点会基于《道德经》是一本针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而非对个人的哲学。从这个假设
出发，道德经里面的一些语句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更好的解释。总体上来说，作者认为道德经里面所
表达的政治观点，非常的接近现在西方政治里面的保守主义，包括控制政府权力，尽量不干预政治经
济生活和“不敢为天下先”的方针。因为有了这么久西方宪政民主的熏陶，在大家看了有点属于常识
的概念，但是这些常识跟儒教的很多观点，比如大政府，君臣父子，趋同教育等等是非常对立的，这
一点对比分析，我倒觉得是读这本书最大的获益。文章有点拖沓，结构上也有待商榷（很多读者认为
只要读前面三分之一就可以，我也这么认为），我大概概括了主要的两个方向，权当抛砖引玉了：“
小政府主义”：核心意思是作为统治者应该如何做，其中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如下：1，政府的任务应
该是制造一个尽量大的任由人民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不是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人民的生活中干涉人民的
生活。2，应该把对“善”和“美”的评价标准还给民间，这之中包括“不尚贤”：“天下皆知美之
为美，斯恶已”：这句话的意思是，“美”的人说的话才是美的，这本身就是恶的了，而统治阶级定
义了“美”的标准，这是非常危险的，包括“以德治国”的口号，其中包括所为爱国主义教育。3，
“不尚贤”指的是政府不应该去崇尚某一类“贤者”或者行为，会导致表面文章。4，要包容民意的
不理性，民意可以随意改变而政治家不可以。5，用“静”（沉稳）与“下”（谦卑）的态度对待他
国和自己的人民。6，遵循“自然法”（人民群众中对善恶的共识），而不是自己去认定对错。有点
像海洋法系的观点。7，用对待葬礼的态度对待战争无论胜负：一是战争的恶的性质决定的；二是可
以消弭仇恨。8，不走均富的路线。9，要分权。这里包含了一个道家的“正反合”的观念：“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面而抱阳，冲气以合”“人与政府的关系”：1，反对仁政，因为仁
政默认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而老子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zou狗”，“圣人”指
的是政府，“不仁”指的是不用刻意去仁，“以百姓为zou狗”对人民一视同仁。2，政府是不可避免
的恶，所以要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利。3，政府是客，百姓是主。4，个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不是政府。5
，政治事业不能要求杀生成仁。
3、整部书假想了，在天堂中老子与孔子喝茶聊天的场景。借由老子的《道德经》讲述作者认可的保
守主义。其实整个对话可以看做作者的自问自答，或者是作者普通人问，作者回答。书中老子所讲的
话便是作者的观点。《道德经》共有八十一章，本书按照《道德经》的划分，讲经书的每一章都设置
成书中每一章的背景，借此展开讨论。书中的许多观点其实已被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大家
也可以看出，书中的知识已经成为当今的常识，但是这套书读起来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乏味，也不因
为书中不断的说理而感到无聊。
4、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最不喜欢的先秦古籍是《道德经》，而我最早阅读的先秦古籍恰恰
也是《道德经》，第一次看的时候好像还不到二十岁，我想这很可能是我不喜欢《道德经》的最主要
原因——看得太早，没看懂，所以不喜欢。最近读了刘军宁先生的《天堂茶话》，让我有机会重新梳
理了一遍《道德经》，我对老子的观点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天堂茶话》的结构比较接近《理想国》
，是以孔子向老子求教、二人对话的形式来阐释《道德经》的观点的。当然，这种阐释是本书作者刘
军宁借老子之口作出的。书中老子说了一句“我认为我是保守天道的自由主义者”，我觉得这句话倒
更像是刘军宁的自我剖白。《天堂茶话》里老子一再强调，孔子的著作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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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更多的是约束个人；而老子的《道德经》则完全是写给统治者看的，其约束的则全是政府。这种
思路是我以前所没有想过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道德经》中那些苛刻的、严酷的东西就很好
理解了。而且如果按照这种思路，那么《道德经》则探讨了一个极为重大的命题，即天下是“君主”
还是“民主”。这几乎也是先秦诸子百家里从来没有涉及的命题。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本思想，其
核心还是“君主”，君为主，民为本，民是君生存和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但君仍然是民的主人。而
刘军宁所理解的老子，则认为民是主人，而“君”及其代表的政府只是民雇佣的仆人而已。那么，君
主和民主到底谁更有道理呢？老子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是：人民成立政府，当然不是让政府来管自
己，而是解决一些老百姓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防止外敌入侵、打扫卫生、救火等等，所以约翰
·洛克说“政府是必要的恶”，因为是恶，所以要把这种恶限制在最低程度。而孔子这种崇尚三皇五
帝的观点也有其代表性，因为在三皇五帝时代，人们需要一个部落领袖带领大家抵御外敌、对抗野兽
和防范水患等自然灾害，所以出现尧舜禹汤这样的能够把部落壮大的领袖自然也会得到时人及后人的
爱戴。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领袖并不等于主人，即使他有能力保护你不死，也不代表他就有权
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他能带你治水，保护你的财产不受损失，也不等于你的财产就是他的
。这也就派生了第二个问题——在脱离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至少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这种领袖的
实际意义就不大了。当然，在外敌来犯的时候，国家元首可以决定对外作战和向外宣战，但那也只是
代表国家，是国民赋予他的权力，而不是他可以任意为民作主。战争从来都是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利
益，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而不是领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天堂茶话》里就反复强调民主的思想
：“人们成立政府，是为了让政府听命的，去告诉政府应该干什么，而不是让政府发布命令，下达文
件来告诉民众该干什么⋯⋯好政府是骂出来的，不是吹捧出来的，权力不是用来被赞美的。”“真正
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得服服帖帖，而是看统治者是否被管得服服帖帖。政治家气量越小，
生民的自由就越少，政治秩序的包容度越差，社会的安宁程度就越低，不乱象横生才怪呢？”“政府
及其官员都是百姓所养，他们哪里来养护百姓的能力呢？是主人养活了仆人，而不是相反。这是个浅
显的道理。”“在你（孔子）的模式下，政府认为民众都是政府养活。政府的任务是视察、指导、教
诲、指示。在我（老子）的模式中，政府是纳税人省吃俭用养活的。民众是自己养活的，不是政府养
活的。如果官员以养活多少民众来为自己邀功，那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了。”⋯⋯理顺了君主还是民主
的问题之后，社会中的很多大问题也就自然理顺了。而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既然政府和当
权者是“仆”而不是“主”，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管制者，他也就无权限制老百姓的自由。只要老百姓
没有做出危害他人的事情，政府就都不应该干预，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法无禁止即可为”。而
反过来，既然政府是仆，那么仆的权力就必须得到限制，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当权者是普通人
，老百姓也是普通人，没有理由认为当权者就比老百姓更聪明，就可以像“牧羊人”一样去驱使老百
姓。就像老子的原话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刘军宁则借
老子之口说：“一个国家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越自由，国家与国民就越富裕。一国国民一旦获得了自
由，经济往往就会开始快速增长，随之其他很多方面也得到改善。”相反，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管制的
越严，老百姓就越不幸福。这是由古今中外无数的实例反复证明了的。把本该属于主人的自由权利还
给老百姓，很多重大社会问题也会因之而理顺。比如道德问题：“私德问题是个民权问题，公德问题
在本质上是个政体问题。”说得绝对一点，有没有道德是老百姓的自由。有什么样的道德、持什么样
的道德观，也是老百姓的自由。历史实例表明，很多在以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现在道德都为开了
绿灯。而“权力一旦介入道德判断，事情就复杂了。不见容于当权者的未必不善，受当权者青睐的未
必很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权力越大，道德水准就越高，真理掌握得就越多”。于是，“
统治者根本就无权对民众提出单向的道德要求，更不能强制实施。”而如果统治者本身满口谎言而且
喜欢听报喜不报忧的时候，他们用权力介入道德所带来的必然是全民谎言全民无道德。我们经常可以
在新闻中看到一些经历过极权年代的老年人动辄对不让座的年轻人大打出手，他们就是自认为有判决
道德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可以在“道德”的大旗下枉顾法律。就像刘军宁说的，“德治的本质是统治
者的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而且道德的外延要比法律宽泛得多，所以权力强调道德的时候势必会
对民众的自由有更多的限制，于是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反过来，天下
少忌讳，则民弥富，就像前面引述过的：“一个国家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越自由，国家与国民就越富
裕”。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民众成立政府就是让政府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不
受侵害——比如外敌、野兽和自然灾害，而不是要把自己的财产随时准备献给政府。如果一个人的财
产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甚至随时可能会被政府拿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往轻了说会失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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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来号召民众发展经济，来抓革命促生产，甚至亲自登场来代替民众发展经济，那说明，民众
心里已经没有发展经济的机会与动力了。”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混乱——“如果权力私有，财产公有，
那必将是，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尊重个人财产权，有利于富人，但更利于穷人——这一点，我在
评论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时就论述过。而在本书中，刘军宁再次强调：“没有经济自由，其他
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因为民是主，“君”是仆，所以民就天
然地在道德上自主，在经济上自由。于是，在文化上、信仰上，民都享有自主权。政府过度关注文化
，文化就会是一片荒漠上长出“八个样板戏”；政府过度关注信仰，则会产生信仰的缺失，“只有信
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会有坏的信仰。”老子
的信仰是“道”，虽然在中国也有为数相当多的信徒，但老子的影响办要比儒家差，如果不是差很多
的话。中国人几千年来习惯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习惯了君主，习惯了统治者，“只要是在台上
，就都把他们当君王，而不管他们是否定期得到民间的同意；只要是在世的，都把他们当贤君，而不
管他们用多么粗暴的手段对待民众。”中国人在统治者面前常常失去自我。时间长了，中国人就总是
找不到自我，“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滥用‘我们’的。他们只敢大声说‘我们’，从不敢大声说‘
我’。”中国人缺的是“我”，“恰恰是对‘我’，对个体的埋没与压制导致了一盘散沙。”所以刘
军宁借老子之口呼吁：“中国人需要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来发现并确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天堂茶
话》里认为《道德经》是写给统治者的，但民众更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合格的统治者，知道什么是自己
应有的权利，什么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当然这不是说要全盘否定孔子肯定老子，但是多一个人了解老
子，人们就多一分自主，社会就多一分自由。毕竟，“在一个社会，人们给政府什么样的定位，就得
到什么样的政府。”
5、通篇都是常识，但是写的还不错，看了这本书，我也大致了解了老子的道德经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有点闷，都是政治，不过肯定是比高中或者大学的政治课有意思多啦。然后也理解了老子说的
不敢为天下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的有一点点啰嗦，还分了上下两册，感觉，写的简单一点，合并成
一册就可以了。主要的理论，看前面的三分之一部分就差不多了。
6、保守主义，在罗胖的节目里面已经无数次强调了，虽然他自己也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可靠的保
守主义。老子的思想和保守主义或有一些共通之处，但是完全把老子的《道德经》理解为中国保守主
义的源头，恐怕是刘军宁和罗胖的一厢情愿。把《道德经》看作是老子对于执政者的规劝这个角度，
以前不是没有，但是不够系统直白。之前人们抨击老子的出世观点，主要是这种价值取向对于个人的
安身立命指导意义只能说是一半一半。但是放在执政者的头上，这个垂衣拱手、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
想的确有它的先进之处。这也是我没有只看了一半就扔下这本书的原因。由于整本书围绕同一个主题
展开相当规模的论述，看了一部分之后，读者容易对反复的说理产生厌倦的心理。你不就是在讲小政
府大社会吗，你不就是在讲天赋人权这一套东西是天理吗，我自己看《道德经》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这的确是这本书的问题，就像很多西方教科书会围绕着一个知识点反反复复地举例论述，直到把
人说烦了为止。可是老子的思想在形而上的方面虽然简单，但是他在形而下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道德经》五千字，对于当时世间当权者的各种执政方针却做出了各个方面的批判，不仅有破还有立
。老子都这么努力了，解释他思想的作者不多花点笔墨行吗？尽管刘军宁在此借老子的口说了大量自
己想说的话，慷老子之慨。诚然刘军宁对于老子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有着偏激过火的嫌疑，然则民主政
治、保守主义框架的政府仍然是一个从理论上和实际生活经验当中都可以获知的一种正确的社会样式
。上个世纪的红蓝双方的大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样式只能导致国家的内伤，国贫
民穷。远一点的王莽、王安石、法国大革命也莫不如是（这些例子《罗辑思维》已经举烂了，但确实
是进步主义无法抹去的污点）。这里我特别欣赏的是书中对于无为的解释，很符合我个人对于理想社
会的定义。叫作“政府要强大到足够抵御外敌，又弱小到不能欺负人民”。所谓的无为不是真的什么
都不干，而是政府必须要保持社会运转必要的法律、安全服务，而让民众和社会团体自行组织一切的
经济活动。这和黑兹利特主张政府不应该有任何经济政策的观念是一致的。要增加对其理解，也许可
以看看他们的对立面凯恩斯是怎么说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还算不错，但是里面的知识浓度值不
上这个价钱。想要追求知识性价比的就不要染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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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堂茶话》的笔记-第67页

        绝对的完美就意味着死亡；不完美才是生命。

2、《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88页

        强大到能够御敌，弱小到不能伤民。

3、《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09页

        集中的权力约多，越容易被集中的权利压垮。

4、《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60页

        让人轻度不满的政治家是最好的政治家。

5、《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44页

        如果到了需要微服私访才能了解真相的程度，这个国家就已经基本上没救了，因为欺骗已经蔓延
。而且微服本身就是一种欺骗。

6、《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52页

        跟这些霸道的人，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不如索性不理他们，直接面对民众。

7、《天堂茶话》的笔记-第190页

        国家根本就不是什么追求善业、远大理想和共同目标的工具，而只是一个以恶制恶的工具。

8、《天堂茶话》的笔记-第474页

        在有道的政体之下，政府领导人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是民众推选出来的向导。向导的任务不是确
定目的地，而是带领大家到达由大家确定的目的地。

9、《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8页

        政府的使命是正义，不是慈善。民间人士可以行慈善，但是却不能强行正义。

10、《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67页

        人若没有神性，便无异于动物；人若有了神性而没有堕落就无异于上帝。人作为有神性的而又有
缺陷的存在，正是上帝为人类在宇宙中安排的特殊位置。

11、《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52页

        学术是一个职，求道是一种担当；学术是一种兴趣，求道是种信仰；学术者众，求道者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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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堂茶话》的笔记-第13页

        若天下只能有一种美，这种美必是丑。若听一下只能有一种善，这种善必是恶。

13、《天堂茶话》的笔记-第36页

        制度出了问题，才需要用假仁假义，这无异于把从羊身上拔下来的毛，织成羊毛衫再让羊穿上，
以示对羊的仁爱。

14、《天堂茶话》的笔记-第12页

        当国家凭借暴力推行某种道德标准时，就不知道是这样的道德标准在起作用，还是暴力与暴力的
威胁在起作用。

15、《天堂茶话》的笔记-第466页

        刁民只盛产于没有法治的以智治国的国度。

16、《天堂茶话》的笔记-第461页

        如果一部宪法是在掌声雷鸣振臂高呼一致同意中通过的，它的寿命也是随着手臂的落下而画上了
句号。

17、《天堂茶话》的笔记-第133页

        忠臣是暴君脸上贴的金。

18、《天堂茶话》的笔记-第401页

        人类秩序的人际关系格局有两种大的类型：一个是基于伙伴关系的社会政治秩序，一个是基于君
臣关系的社会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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