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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道》

前言

《老子》在后世流传的版本很多，对于老子著书的经过，根据《史记·老子列传》的记载，是他出关
西隐之时应关令尹喜所请。因其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起首为“道可道”，所以后人称为《道经》；
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所以叫做《德经》。后世多认为上、下两篇，核心内容是分别对“道”和
“德”的阐述，故又名《道德经》。《老子》一书言辞隽永，是一部不朽的哲理诗集，也是被历朝历
代学者研究了两千多年的皇皇巨著。虽然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军事学、社会学、天
文学、养生学，被誉为“万经之王”，但是无可否认，《老子》也是一本微妙费解的书，尤其体现在
文字隐晦、章节无序上。本书正是基于这一难点，在对《老子》一书的解读中，尝试对《老子》全文
做了一个比较通俗、全面的诠释。首先，本书中对历来理解不一的“道”和“德”的概念做了全新的
定义，在解读过程中以推理的方式，从《老子》原文寻找线索、依据。老子说“道法自然”，而自然
正是一种适应法则。所以对“道”“德”的理解也同样是应该建立在符合现实的基础之上。正如老子
所说“万物”在天地中生存是因为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同样“人”在社会中无论事业成功、家庭
幸福、平安健康等等也都是因为适应了他所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否定的就是“消极避世
”的说法，其实“道”应该为如何去做到适应客观环境的渠道。同样，既然是“人”去适应环境，就
不能离开人的“本性”。老子并不认为靠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的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中的“
贪欲”“私利”等等，而是认为“不见到可以让人引发欲望的东西”才是关键所在。这一观点也是符
合唯物辩证法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的。所以，“德”实际上也并不是传统中所理解的高尚的品德，而
是人性中的淳朴自然的天性。虽然老子在文字中有许多“不智”、“绝学”这样的字眼，但我们同样
也要否定有些人认为的让人回归愚昧无知，从而淳朴自然生活的说法。回归淳朴原始的心态和回到淳
朴原始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如何在充满物欲的客观环境中不失去原始淳朴的人性呢？老
子依然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见解：就是要“正确认知客观环境”。因此老子的那些“弃智”、“
绝学”等词语，指的正是让人不要自作聪明。“趋利避害”同样也是人的本性，所以只有当人在认清
利、弊的时候才会有明智的行为。“用道”也正是这一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老子所谓“用道”，是
在符合客观要求的大前提下，如何正确地行为活动。他不仅提出了对思维意识的要求，更提出了人的
“心性”对它们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整部《老子》全文，并不是历来所认为的用上下两篇
来对“道”和“德”进行分别阐述，而是通篇论“道”，也是通篇论“德”，他以“道”为明线贯穿
始终，而把“德”隐伏在文字背后，恰如“人”的行为是显露在明处，人人可以看到的；而心理活动
的过程却无法直接观察到，需要通过推敲、判断来获知一样。这也许是《道德经》里的玄机之一吧！
正因如此，本书在解读中不再像传统那样分解《道经》、《德经》为两部分，也不固执《老子》原文
的章节顺序，而是按照文意进行重新归类，把它分为九个不同的篇章。第一篇、第二篇分别说了如何
“悟道”和“用道”；第三篇根据“悟”和“用”提出了对“德”的要求；然后在第四篇分析“做好
这些”的素质要求。所以前四篇说的是总的理论准备，而后面的第五、六、七、八这四篇则是从四个
不同的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最后第九篇《论道》进行了提炼性总结。全书九篇，解读了《老子》的八
十一章原文。古人说，“乐必九奏而后备，丹必九转而后成。”所以，本书也以中国传统的“九九”
之数来整理归纳《老子》一书。同时，根据对《老子》的深入解读，发现老子文意往往是从反面去理
解，如“无为”“不争”等概念，“失彼得此”等方法，以及大方无隅、大音希声⋯⋯我们不妨大胆
地猜测：《道德经》也在暗示一部“倒得经”？顺着原文的字面去理解是走不通的，运用《易》的“
阴阳”哲学精髓，“倒”着去理解才能“得”其精华，《道德经》也即《倒得经》。对于本书中许多
颠覆传统的地方，以及对《老子》的解读是否合理，我认为这正和“道”的特点有关。老子说“执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所以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在今天理解
《老子》，一样也要赋予它积极的精神和时代魅力。本书所引用的《老子》原文，是以现在通行的三
国时期魏国王弼《老子注》为底本，参考了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及其他古本，并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注
解，对文中的难解的字词做了注释。因作者学力有限，谬误之处，恳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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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道》

内容概要

《人生有道》在解读中不再像传统那样分解《道经》、《德经》为两部分，也不固执《老子》原文的
章节顺序，而是按照文意进行重新归类，把它分为九个不同的篇章。第一篇、第二篇分别说了如何“
悟道”和“用道”；第三篇根据“悟”和“用”提出了对“德”的要求；然后在第四篇分析“做好这
些”的素质要求。所以前四篇说的是总的理论准备，而后面的第五、六、七、八这四篇则是从四个不
同的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最后第九篇《论道》进行了提炼性总结。全书九篇，解读了《老子》的八十
一章原文。古人说，“乐必九奏而后备，丹必九转而后成。”所以，《人生有道》也以中国传统的“
九九”之数来整理归纳《老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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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道》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悟道“道”究竟可道不可道旋的学问无为和“缺广纳排序之谜第二篇 思维思维心性行为如何
用道学会运用是真谛第三篇 论德解开“德”的谜底道与德战亦有“德王者之德大国之德第四篇 修养
之道修养“思”“心”“行不要自以为是人性是人生的根本不妨“委曲求全不敢逞强我有“三宝”持
而保提高你的情商培养洞察事物的眼光学会多给予少收取第五篇 养生 养生问知家庭第六篇 人生之道
得道者人生常得失道者人生常失善者无为知强守弱，蓄能待进欲强先弱，反向获能另辟蹊径适者生存
无“死地积少成多，慎始慎终正确应对人生大事如何让福更大、祸更小第七篇 治政之道治政上下同心
施政第八篇 社会之道法制发展和平第九篇 论道“道”从哪里来道的规律与作用“道”的内涵道无弃
人天之道道，永无穷尽道就在我们身边“道”的独白为道而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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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道》

章节摘录

万物因为适应了天地而得以生存，却不是天地因为满足了万物而得以存在。圣人呢？难道理解为百姓
因为适应了“圣人”才得以生活？显然不通。再者，人总有个人喜恶呀。佛家说人性有喜、怒、哀、
惧、忧、爱、欲七种情感，所谓七大罪的根源，也称为七情。寄希望于某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以达到
“圣人”的境界，这只能叫理想的心愿罢了。所以，能对每个人做到公正而不偏倚的只能是一个完善
的法制体系。而所有人必须遵循这一体系，适者生存，背离者势必遭受淘汰。这么一来，前面指的是
自然法则；后面说的是社会法则。但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是适应它的才能够生存。对人来说，
只能你去适应“法则”，绝没有要法则来适应你的道理。老子话锋一转：天地之间，其犹橐篱乎？虚
而不屈，动而愈出。老亏锄用意？原来，“多闻”，是说人见多识广了。“数穷”：计谋到头，无路
可走。所以，“不若守中”才是关键。老子告诉我们：心理上过于依赖你的所长，反而会让你缚住自
己手脚，久而久之，忽视了自己潜在的能力。并且这种依赖心越强，穷尽无奈的速度就越快。“不若
守中”，不如那些心理上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优势的人。——不是知识多了叫“多闻”，而是自以为知
识多了！这，才是老子说的“多闻”的真实含义！其实，所谓长，短，不过是在某个静态点下的长与
短。而这个静态点只是相对的，今天是这，明天也许就在那。旋之又旋，转换不停。而这个静态点应
该如何去选呢？就是刚刚研究的：要学会适应你生活的那个体系，而不是让体系来适应你。那个能适
应的点就是你要找的静态点！因而，用《老子》的观点看，人不应该总是抱怨这个制度不好，那个规
定不好。一套社会体系，是有它自身发展规律的。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来适应你，就同天地不会去适应
万物一样。所以人必须去适应你目前生活的社会环境：你的长与短，也是在那个静态点下的长与短，
而不是自己以为的长短；自认的才能未必就是社会认同的才干。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要以你为基准来
选“静态点”。什么叫真适应？就是——上善如水。如何去适应？就是拉风箱的道理，虽然虚空却不
会穷尽，越推风量越大。呵，老子借一个“风箱”的比喻，提出“悟道”要有“广纳的胸怀”。对“
道”来讲，“容”不是宽容，更不是纵容。宽容是一种理解和忍让，纵容则是一种妥协，而“道”所
讲的容是没有。像一个空空的杯子一样。没有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在里面的宽博心胸，才称得上“广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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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道》

后记

《老子》在后世流传的版本很多，对于老子著书的经过，根据《史记·老子列传》的记载，是他出关
西隐之时应关令尹喜所请。因其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起首为“道可道”，所以后人称为《道经》；
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所以叫做《德经》。后世多认为上、下两篇，核心内容是分别对“道”和
“德”的阐述，故又名《道德经））。《老子》一书言辞隽永，是一部不朽的哲理诗集，也是被历朝
历代学者研究了两千多年的皇皇巨著。虽然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军事学、社会学、
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万经之王”，但是无可否认，《老子》也是一本微妙费解的书，尤其体现
在文字隐晦、章节无序上。本书正是基于这一难点，在对《老子》一书的解读中，尝试对《老子》全
文做了一个比较通俗、全面的诠释。首先，本书中对历来理解不一的“道”和“德”的概念做了全新
的定义，在解读过程中以推理的方式，从《老子》原文寻找线索、依据。老子说“道法自然”，而自
然正是一种适应法则。所以对“道”“德”的理解也同样是应该建立在符合现实的基础之上。正如老
子所说“万物”在天地中生存是因为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同样“人”在社会中无论事业成功、家
庭幸福、平安健康等等也都是因为适应了他所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否定的就是“消极避
世”的说法，其实“道”应该为如何去做到适应客观环境的渠道。同样，既然是“人”去适应环境，
就不能离开人的“本性”。老子并不认为靠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的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中的
“贪欲”“私利”等等，而是认为“不见到可以让人引发欲望的东西”才是关键所在。这一观点也是
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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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道》

编辑推荐

作者在《人生有道》中致力于人生中的实际运用，以全新的视角，从遵从现实、合作客观环境、创造
和谐的角度对《老子》进行全方位的诠释。老子如长风划空而过我们寻找那一刹那间他所留下的心灵
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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