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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笔者自创的“力量模型”对《道德经》进行开创性的全新解读。为读者提供了现代科学与国
学有机结合、国学与现代资本市场生动对话的行为金融与投资策略新思路、新方案、新启发。笔者通
过对《道德经》有关天下（国际资本）、圣人（国家资本）、诸侯（机构资本）、百姓（居民资本）
等行为利益主体的特征研究，从资本二重性角度，开创性地将国学有关在天（时）、地（利）、人（
和）定们人生，对人生进行客观估值的思想，结全人的本性、人的国民性、人的社会性，与现代行为
金融思想有机结合，将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行为与利益博弈的“力量模型”与
投资策略无缝对接，扩展并真实反映现代资本市场四大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构建了新的行为金融体
系，预测价格政策经和投资策略体系，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分析、解剖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
和居民资本的行为特征与周期性行为的“解决方案”、投资策略的解决方案，从而将国学的修心养性
的道理与现代社会的发财致富的秘术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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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赚钱要健康，即赚钱不违规，赚钱不损害身体健康。阳光下赚钱与保持阳光般健康的身体，是机
构可持续经营的一体两面。当然，机构生存在国家资本、国际资本、居民资本等综合的关系网上，这
些关系网共同组成“社会”，因此，为了让赚钱的事业能够持久，机构得尽到为国家的义务（税收）
、为客户的义务（性价比合适能够增进客户福利的产品与服务），还得为社会其他福利事业贡献力所
能及的力量，即机构的经营是有意义的，未来值得纪念而不是后悔的。因此，为了赚钱而设立的机构
，就得克制自己多赚钱的欲望，才能在增进社会和客户福利的同时，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为此，老
子对机构的敬告是：“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居民资本想保持可持续发展，也得约法
三章：一是做人要正，做事要奇，无事而团结，即“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大学
》讲的“明明德”（认识客观真理），才能亲民，才能止于至善。至善是人生中庸状态，中庸是身正
，事情奇妙到板致：不早不晚，不紧不松，不前不后，不上不下，刚好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无为
好静，人生规划才与大道合拍。老子在分析人能否人静时，是围绕人体各层次调节，实现人与自然、
人与宇宙、人与身体，身体与心情、情绪与精神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发展与循环过程：“致
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天道圆圆），各复其根”（第十六章）。老子认为
静，不过是一种生生不已，绵绵不绝，极大快速而却像缓慢的动作而已。如果在客观世界上不存在一
个静止的“物体”，对客观世界静止的感觉仅仅是一种人类感知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古代圣贤强调的
守静功夫，主要是指在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上，在形而上的道体功能上进行守静。因为在量子领域，
所有物体都处于量子的涨落过程中。世界是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
的。人体只要按规律而运动，就是守静，就是“弱者道之用”，而不是妄为。　　物质是能量的凝固
状态，物质运动可以转化物质为能量。质能转化过程，却是有确定的信息结构。如果我们将客观规律
视同“道”，则其在演化过程中反而是不变的，是“静止”的，运动只不过是道（规律）的外在表现
，也是规律的一种平台化表演。入静的极致“虚极”即为“元极”和太极状态，是宇宙混沌状态、天
地还没有形成的时期。佛家定义之为“空”，是物质与能量高度统一状态即时空“奇点”，也就是宇
宙生成的第一信息，宇宙由此展开其扩张与发展的过程。因此，面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道，个
体生命只要遵守大道的运动法则即可。如果清静无为，与我相连有缘的百姓与群体就会自动地自我进
步并自动地恢复到大道运行的轨道上来。老子的劝告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三是扩展心量，才能扩展财富。罗奇·格西在《当和尚遇到钻石》一书中，专门提出了“财富之源
，无限经济”的思想，认为人类的财富是无穷的，人类的经济可以无限扩展，只是由于人类的心量为
自执束缚，区别你我，才出现了如何分享人类不同利益主体的资源，如何分享不同利益主体的财富，
以及分配资源与财富的规则即经济理论与各种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物质资源是有
限的。财富的量是波动的，有点类似于个人股票的市值，随着行情的波动而升缩；财富也随着个人的
得势与失势而来来去去。随着国家或王朝的兴衰起落而来来去去。在繁荣昌盛的时期，财富散布整个
世界；在经济萧条或战乱时期，则普遍贫穷。财富的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它从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财富的量是不停变动的，财富的量的波动事实上是心的感受作用，但却不是出于自主，人类因此无
法控制财富的量的膨胀与收缩。如果国家心里认为，地产有泡沫，将出台政策对地产进行打压，所有
地产者的财富就立即缩水。　　罗奇·格西认为，财富生于内心。当你布施之时，用双手、用时间、
用金钱帮助任何一个生命之时，你在心中种下了一个特殊的铭印；你的布施行为被意识记录下来。你
的意识总是开启着、分分秒秒地记录着你的一言一行。这个布施的铭印停留在潜意识，不断地蓄积力
量，茁壮成长。待时机成熟，铭印进入意识层面，影响甚至创造你对周围世界的印象，甚至对自己的
观感。商业交易和商业决策如同一面空白的屏幕，无论它们是否发挥作用，无论它们是否获致成功，
诸如股市趋势、个人才智、冒险精神等外在因素都不是关键，过去的言、行、思想铸就的铭印迫使你
对交易或决策产生的观感，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获致财富，仅仅是因为他
们在过去持续种下了致富的铭印。这种特殊的铭印，唯有透过布施的行为才得以种下。这种布施开始
先从你的公司或家庭着手，仔细地观察他们的期望与需要而行的小善。因此，积累善行，是财富真正
之源头；而真正的善行，却是对个体欲望的管理。因此，管理自己欲望，才是扩展财富之窗的钥匙。
为此，老子特地提出：“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要想发财，要想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来
，就要扩展心量，就不要做坏事，否则来到的财富，也会滚滚远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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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题目很大，内容较差
2、物流太快了，上午0点买的，下午16：00就到了。非常好。
3、迅速的出奇
4、看了就受益，花点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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