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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前言

　　老子，又叫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安徽涡阳，也有人认为是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我
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道教教祖。他生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前551——前497同时，比孔
子稍长。相传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他曾在周的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守
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现在洛阳还有孔子入周问礼碑。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到周的都城，正要向老子请教有关礼教问题，老子说：
一您所说的那些人，他们尸骨都早已腐朽了，只是言论还在罢了。况且君子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乘车做
官，遇到不合适的时机就随遇而安。我听说，会做生意的商人把货物藏得很深，就像什么也没有；君
子虽然品德高尚，表面上却像是很愚钝。抛弃您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欲望，放下您踌躇满志的神态与
不切实际的志向，这些都是对您自身没有任何好处的。我所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些罢了。孔子离开周
都后，对学生们说：一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能跑的兽可以用
网去捉它，能游的鱼一可以用线去钓它，能飞的鸟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乘着
风和云升上天空的。我今天看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啊：老子晚年离开了洛邑，一种说法是他骑着青
牛往西去了，在函谷关^也有说是散关v前应关令尹喜请求，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然后不知所
终。汉朝以后，有人说老子并没有去世，而是在出关后一直往西走，目过西域，至天竺教授胡人及佛
家弟子二十九人。另一种说法是他往东走，回到老家，终老乡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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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内容概要

《道德经(竖排繁体)》内容包括：老子的伟大首先在于他具有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他能透过外在的
、复杂多变的、具体丰富的感性世界的表象，看到它们内在的、简单易知的、极具概括性的本质规律
。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思维是建立在感性材料基础上的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能力十分低下。随着经
验与智慧的积累，人们学会了超越具体事物的局限，对事物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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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作者简介

　　武春河，河北徐水人，1944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
《辽宁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经济日报
》总编辑、社长，高级编辑。自幼习书，涉猎百家，自成面貌，尤以行、草见长。作品气势宏大、雄
强，气韵生动、清逸，既严格遵循传统之法则，又充溢当代创新之精神，为世人所重。《中国书法》
、《书法》、《中国艺术报》、《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羲之书画报》、《
美术报》、《书法世界》等多种专业报刊都专题报道过其书艺成果；其作品曾参加中国书协组织的“
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名家书法展”、“共和国五十周年书法大展”等多项高层次重大展览，并赴香港
、澳门、日本、韩国、美国等地展出。2005年7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武春河书法艺术展”
获得成功。出版有《武春河书法选》（荣宝斋出版社2002年）、《嘤鸣集》（香港恒嘉出版社2004年
，与人合集）、《武春河书法艺术》（华夏出版社2005年）。　　其书法艺术成就得到业界肯定，并
担任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直属机关书叵协会主席，北京当代中国书画
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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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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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精彩短评

1、犹太人有耶稣，尼泊尔有佛陀，中国人有老子。
2、没！看！完！
3、道家之本
4、道可道非常道。。。
5、读了五年，还没读懂。
6、一阴一阳
7、每天清晨的地铁时光就同这系列书度过，无为而为，做好自己，不争不辩，亲近自然，上善若水
。道之精髓！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书的理解才渐渐有了共通之感。
8、人之迷，其日固久。
9、道出人生真谛
10、几点心的:大道无言，大音希声。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11、道德经我可以全书背诵，有兴趣的可以加群交流：213659991 （暗号：道德经背诵）
12、不甚解、不诳语⋯
13、美式的英雄主义太快，中式的无为主义太慢。心理学那些部分已经被细化，具体行为那些部分所
依背景假设待考，剩下的玄黄最妙。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为政之道，发现永动机的
节奏和细量作为的节奏同步，怕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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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精彩书评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读道德经是一场智慧的洗礼，是一种修为的历练。“上尚若
水，水尚，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及于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说的就是利
人的道理。要想做好一件事，你必须利人把自己放低些。给人优惠，不只是一味利己....“上战者不怒
，上用人者为之下...”这说的道理是真正的高手都是深藏不露，不轻易出手，而真正会用人的人会礼
贤下士...遗憾没有把所有的章节看完，只认真研读了其中的20章。三星总裁尹钟龙很崇尚“道”，而
这个道字也是他办公室的牌匾。可见道德经思想的影响之深远。做人立世，非读此书

Page 7



《道德经》

章节试读

1、《道德经》的笔记-第38页

        第38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徳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
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
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
此。
 
    老子把“道”看成是最高的境界，“德”也要服从“道”。老子对孔子代表的儒家既有肯定又有否
定。一方面，老子认为儒家推崇的“德”是“上德”；另一方面，老子认为“道”才是最高的境界，
“德”是道的表现，“德”是“道”衰落的表现，从而否定了儒家的“德政”、继而进一步否定了“
仁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道家的互补性。老子认为“道”代表着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做事要顺
从道，要推行“上德”，而非下德。而在老子的学说中，矛盾的辩证思想一直贯穿其中，因此，尽管
老子认为执政者要用上德来回应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即
，即使是“上德”那也是“道”开始衰落的表现，所以最高境界乃是直接以“道”来治理社会，或者
对待世界。这也就是回归人的本真，即返璞归真。或许这也只是老子的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他对他所
谓的这个“道”的解释还不够全面、清晰和完整，并且他对人的认识也是不够的，他的道也只是他所
认为的道而已，道是运动变化着的，是无形的，但是又是无处不在的。而他对人的认识则是不够的。
在他的世界观中，"道“是本体的，因此他对人的认识也是以对“道”的理解为基础的。而儒家，在一
定程度上则是以“人”为本体的。即，要求人的人化。
    尽管如此，老子的矛盾辩证思想则至今仍然充满活力，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正如老子所说，出现
了徳，那么必定也有与之相对立的一面的出现，这在老子看来即是破坏了“道”的纯洁性。在今天，
这可以表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文明在日益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中，曾提出：文明的高度发展成熟乃是一个国家的衰落的开端。我觉得这一点跟老子的思想有异曲
同工之处。没有德也就无所谓失德，没有礼也就无所谓非礼，这一切都是辩证统一的。文明在其自身
孕育出现的时候必定为罪恶埋下了祸根。只有与文明相对应的不文明发展到极致才能变现出一个国家
文明发展的顶峰。所谓的最高的文明同时需要最低的文明来反衬。
    但这也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循环而已。如果脱离了“人”的本体，那么很可能就会陷入历史循环论
当中。以“人”为本，但同时又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历史，那么在人类文明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有转机的。这在汤因比看来即是“挑战与回应”的模式。但是，总觉得这个所谓
的“挑战与回应”模式显得过于笼统，从而并不能确切知道什么才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每一段历史发展中不同处境有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可以看成是各种力量的互相影响，或
许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所谓最重要的因素，许多种力量都是重要的。它们都在各自不同程度上发挥
着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如果把这些因素看成是一个个矢量，有大小，又有方向，那么历史的最终发展
方向则是由他们共同作用的。因为这些量存在着一定的方向，很难单纯说那种因素的影响更大一点。
但是抛开方向的讨论，就纯粹大小而言，肯定是存在一个最大的量的。由此看来历史发展并不是一条
单一的线而已，因为存在一个较大的力所以历史的发展应该有一股向心力，但是各因素的方向又是复
杂的，所以其方向应该是诸多因素与向心力的共同作用吧？黄仁宇，曾经认为，历史的发展应该是螺
旋式的前进的。
     这些问题实在太抽象，一时也不得而知啊！

2、《道德经》的笔记-第32页

        太上，下知有之。
上古圣君治天下，本着真常的自然之德，上顺天理，下应民情，无为无事，天下一统，万民一心。天
下大治，而不知大治；有君王而不知君王。君王无心亲显威名于下民，百姓亦无意对上阿庾奉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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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下相忘于浑厚的淳风之中。所谓：人在道中不知道，鱼在水中不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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