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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纬》

前言

伦理学作为经典的人文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社会功能。伦理学的价值不在
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与技术，而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守护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
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使人格高尚起来。伦理学也可以推动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因为它能提
供有实用性的人文知识，能营造一个有助于经济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不过，为人类的经济与技术行
为框定终极意义或规范价值取向，为人类的生存构建一个理想精神世界，却是伦理学更为重要的使命
。伦理学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关怀，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守护，对精神彼岸世界的不懈追求，使它
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或科技力量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形成一种对社会发展进程起
矫正、平衡弥补功能的人文精神力量。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人文精神力量，将有助于保证
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符合人类的要求和造福于人类，从而避免它们异化为人类的对立物去支配或
奴役人类自身。在人类经济高度发展、科技急速飞跃的今天，人类在精神上守护这样一种理想，在文
化上保持这样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是十分必要的。伦理学以构建和更新人类文化价值体系，唤起人类
的理性和良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开发人的心性资源，开拓更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格力量等方式来
推动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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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纬》

内容概要

《道德经纬》主要内容：伦理学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关怀，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守护，对精神彼岸
世界的不懈追求，使它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或科技力量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形成
一种对社会发展进程起矫正、平衡弥补功能的人文精神力量。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人文精
神力量，将有助于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符合人类的要求和造福于人类，从而避免它们异化为
人类的对立物去支配或奴役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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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启示263论中国先贤对诚信道德的价值分析272论道家崇俭抑奢思想的社会意义284道家抱朴守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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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俭啬是“三宝”的另一要素，“俭，故能广”①，统治者持守俭德，才能富国强兵，民众地广。《老
子》将俭奉为治国和养生的根本法则：“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以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
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
生久视之道。”②治人即统治百姓，事天即奉养天赋之身心。而所谓“啬”，则是指俭约不奢，爱惜
财物，节制过分的物质享受欲望。在老子看来，俭约不奢既是为政之德亦是全生之道，持守俭啬之德
，就能在灾祸来临之前及早服从于道，而及早服从于道就是厚积德。如此，则能战无不胜，就能掌握
国家政权。懂得了这一道理，以之治国则可长治久安，用于治身则可生命长存。需要指出的是，道家
所主张的“寡欲”，不是不加区别地减省一切欲望，而主要是节制过度的感官享乐欲望或财富名位等
个人私欲。值得指出的是，道家倡导崇俭抑奢，首先是针对封建统治者而提出的道德要求，在这一方
面，道家的立场较儒家更为合理。众所周知，孔子的俭奢观是以“礼”为标准的，衣食住行的俭奢与
否是严格按照封建等级而规定的，处于尊位的封建统治者在生活上的种种豪华铺张之举往往是合乎封
建礼制的，因此也就具有道德正义和伦理合理性。可见，由这一道德标准出发，崇俭抑奢这一道德要
求主要是针对处于卑贱之位的普通民众和品级低微之官员而非约束君主和高官权贵的。

Page 5



《道德经纬》

编辑推荐

《道德经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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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为上了教授的课程，所以也拜读了一下作品。基本就是老师上课思想的概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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