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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如是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英国的大科学家李约瑟如此说：“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有来自道家的传统。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道家，并揭示出道家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性格塑造之重要。
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都用“根”、“根柢”来比拟其深层的、根本的、关键的地位、作用与价值。
    如果顺着他们的思路再往深里行，那么道家的创始者就是老子，老子又是道家的根、根柢。
于是，老子—道家一中国文化一中国人性格等，就连接成一种环与链的组合，而老子对中国文化影响
之深远与巨大也就可以明喻了。
    确实，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之人，而不仅仅是具有大知大识者。
    诚然，《老子》是一本大智大慧之书，而不仅仅是谈知论识之著。
    这是因为，老子所撰的五千言，虽然是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著作，但是为世界之名著，成为经典中
的经典。
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喜欢把哲学视为智慧之学，而老子的智慧就是他那种高深玄妙的哲学，是中国的
哲学之父的智慧。
从圣人孔子曾向老子问学，接受老子的指点与开导来观照，或许就可以体会老子智慧的分量！
    一代代人感叹，史迹绵邈，人世渺浩，世事沧桑，人生玄之又玄。
这在老子之时代是这样，在今人也有这样的感慨，在将来又何尝不这样？
然而老子为人们指引迷津，说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理。
    神奇的是，尽管《老子》一书没有一处出现年代、人名、地名、事件，但是涵摄天下古今；尽管老
子不是太医，却为世界开出一个个的妙方，救济世人。
老子智慧，让人们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玄妙。
老子让人们少私寡欲，抱朴守柔，游心于澹，合气于漠。
因此，老子的智慧始终吸引着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人充满热忱地、满怀敬仰地，甚至揣着神秘去咬
文嚼字、一字一句地研读。
然而研习《老子》，总会使人读之余香满口，思之余味不尽，用之智慧盈心。
如程颐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老子》虽仅五千言，但言不以多为贵，其中的妙论精微，妙义纷披，真是个妙不可言，味之不尽
，韵味绵长。
    当然，老子的智慧本身也有一个由继承而至于发展的生命历程，老子之后也还有个继承与发展的精
神生命、智慧生命的历史。
老子之智慧，可谓继承前哲，此为胚胎前光，而觉悟后觉，此为蝉蜕后学，而卓然自立于中国与世界
哲人之前列。
    然而，我又想到人们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之前，先要了解其内涵，而后才是加入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能
动的应用。
在这方面，人们千万不能把老子的智慧历史化、凝固化、平面化，而要主动地转换为现代的、鲜活的
、立体化的智慧。
    据说，德国海德堡大学有条“哲学家小径”，其开创者是黑格尔。
此后几百年中，无数诗人、哲学家在此散步思考，或可堪称为世界上智力密度最高的小径。
小径旁的一个手形标牌上写着：“今天哲学了吗？
”    德国我没有去过，当然没能散步于此条“哲学家小径”；引为遗憾的是，日本的京都左京区银阁
寺我虽去过，但也没能一走那里的“哲学之道”，真所谓失之交臂。
据说在银阁寺外有一条2公里长的溪边小道，沿途种植了樱花树，被称为“哲学之道”。
这名称来自一百多年前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每日在此思考遥想，后来1972年正式命名。
    我想，《老子》就是导引一代代人们去走一条哲学的智慧的路途。
这里果真是简而幽，幽而晦，简则难识其意，幽则难晓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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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中自有妙门可寻径，且寻得正路易遵行；自有曲径能通幽，能通向微明而显豁。
    我想，如果当人们乐意行走并经常行走在老子这位哲学之父的道路上，也许会不断为他所催生的智
慧之花与果的色、香、味陶醉！
若能深究老子其心智，则会感染到那种魁伟之气象，如山包而万木葱茏，犹海涵而波涛浩瀚，似山止
而坚不可摧，拟川行而动不可阻。
老子智慧山包海涵、山止川行，让我们看到那位屹立在世界智慧巅峰人物里的中国哲学之父的风采。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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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国学研究名家姚淦铭教授讲读《老子》智慧的新著，这本《老子智慧》主要分为两大
部分，一是对《老子》中的智慧的解读，二是在此基础上再对《老子》全文的系统解读。
从解读《老子》元典入手，让大家去阅读、浏览、欣赏这本经典，知道《老子》到底讲了些什么。

　　关于《老子》的智慧解读，我们又分别从其老子的精蕴与价值、老子的幸福哲学智慧、老子的处
世处事交往智慧、老子的养生智慧、老子的政治智慧、兵法智慧、美学之智与艺术之慧等条分缕析地
展开解读。
由古代的《老子》直接讲到现代智慧的转换，这是希望古为今用、执古御今，让现代人能用上《老子
》的智慧，为现代人的人生、事业的成功进行针对性的现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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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淦铭，文学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教育部直属“211大学”之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所所长，被校方授予“
江南大学名师”称号，被学生多次推选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姚淦铭教授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著名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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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子，是春秋末期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
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他问礼。
周朝衰弱，老子便西出函谷关，退而隐居。
著有《老子》，又称为(《道德经》。
关于老子的具体生平及此中的种种历史之谜，笔者在本书的后文有专门的解读，这里先说其两题。
    一、老子：中国哲学之父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老子，那么从哲学维度来看，老子是伟大的中国
哲学之父！
    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曾说：“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
”(王国维《老子之学说》)王国维确认老子是中国真正之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从创始的角度论其第一
。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实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杰出的无与伦比”，也就是第一位的意思，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即是
从众多哲学家的比较中揭明老子在我国古代哲学家里的第一地位。
    文化学家柳诒徵也说：“吾国形而上之哲学实自老子开之，亦可日一元哲学实自老子开之。
不知老子之形而上学，徒就形而下之社会人生，推究老子之学，无当也。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柳氏也强调老子开创了吾国的形而上之哲学。
    哲学家詹剑峰评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
他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是伟大的。
不仅在中国古代，就是列在世界古代哲学史里也是伟大的。
但是他的哲学亦    君于非绝无依傍的，他是吸收先民中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创造性地组成一个精密
的体系。
老子之道术，对他以后之思想家，影响至巨。
以期承先，故能启后，以期承先之厚，故其启后乃深。
一句话，他是承先启后的伟大哲学家。
”(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这里点醒了老子的“中国第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其“哲
学体系”伟大之价值，以及老子道术的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
    哲学家叶秀山曾说：“中国哲学学术的确博大精深，比起老子的《道德经》来，‘前苏格拉底’哲
学真是‘残篇’。
”他又说：“在哲学的最源头，西方哲学只有古代希腊泰利士的一句话：‘万物的始基是水。
’而我们《老子》书有五千言，我说泰利士这一句无论如何顶不过老子‘半万句话’。
然而西方人的哲学发展成为众多的哲学体系，蔚为大观，而我们的哲学，虽不能说没有发展，却也不
能说按比例已超过西方‘半万倍’。
就中国传统哲学来说，我总觉得，老祖宗对得起我们，问题出在子孙们身上。
”(《叶秀山文集·散文随笔卷》)——这里既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揭示出老子的伟大，也让两千年以
来的炎黄子孙们去深刻反思“问题出在子孙们身上”这个尖锐的问题。
    二、《老子》：一座瑰丽智库    (《老子》仅仅五千言，但是留下了一座辉煌、瑰丽的智库，其中的
智慧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史学家张荫麟在《中国史纲》里曾简洁明了地解说了《老子》，值得一读：    世界上再没有五千字
比《老子》书涵义更富，影响更大的了。
它阐明“物极必反”，“福兮祸所伏”的原则；教人谦卑逊让，知足寡欲；教人创造而不占有，成功
而不自居；教人将取先与，以退为进，以柔制刚，以弱胜强。
以为文明是人类苦痛和罪恶的源泉，要绝弃知识，废除文字，而恢复结绳记事的老法，废弃舟车和一
切节省人力的利器，让“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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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它主张统治者但摆个样子，一切听人民自便，不加干涉，像大自然之于万物一般。
这便是它所谓“无为”。
它否认有一个世界的主宰者，以为宇宙间的事物都是循着一定的法则，自然而然。
它提出一个无形无质，不动不变，不可摹状，“玄之又玄”的“道”，以为天地万物的原始。
《老子》书的作者和庄子都喜欢讲这个“道”，因此后人称他们为道家。
庄子和他一派的学者都喜欢借神话中的黄帝的口吻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因此后人有“黄老”之称。
    这里简括地揭示了《老子》一书最基本的思想与内容的要点，虽然不很全面，但是也可见老子智慧
之一斑。
(《老子》不仅在形而上的哲学上，还在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生态哲学等方面
都有深刻的智慧。
    若论老子之智慧，探究其智慧之深层的、核心的智慧，便是他的那种杰出的辩证法的睿智了。
如李石岑在《中国哲学十讲》里所说：“(《老子》一书，可以说整部著作都是用辩证的方法写成的。
”他又说：“道家的辩证法是有可以相当注意的地方，因为它知道用辩证法观察自然界，观察人类社
会，并观察人类的思维。
它知道把宇宙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看作一件东西，这是道家哲学强过其他各派哲学之处。
”如果读(《老子》于此等地方能悉心体味，那么我们也许就把握了老子这座辉煌智库的精髓之精髓了
！
    确实，《老子》一书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其中的论道、论德之妙言络绎不绝，因其经典而又被称
为《道德经》。
老子堪称为智慧的巨人，《老子》则是一座富藏的智库。
    孔子曾赞叹说，老子“其犹龙”！
我想，老子与《老子》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世界哲学与文化里就是“其犹龙”！
当我们翘首仰望翱翔腾挪于云雾里的神龙时，当一代代来者面对老子这位中国哲学之父、一座瑰丽的
智库，我们是既自傲又赞叹，然而也足以使后人自省与反思！
    魏源与章太炎先后都从救治世人与世事的角度对《老子》作出了高度评价，若联缀起来解读，更是
饶有意趣。
魏源说：“《老子》，救世之书也。
”《老子》这是一部救世之书。
章太炎曾说：“老子如大医。
”老子就如大医，即是太医，也就是古代宫廷里掌管医药的官员。
此中有何深意？
且看下文之细说。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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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老子智慧》从201 1年4月动笔，一直至于12月才完成，从本是鲜花烂漫的春天起步，转眼间已是朔
风扑面的寒冬，一年的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走了，生命的年轮又添上了一圈。
    虽然此前关于老子的书我已经出版了《哲思众妙门——今读》、《老子与百姓生活》、《再说老子
与百姓生活》、《老子百姓读本》，但是觉得对《老子》一书的体悟，还远没有臻于会通的地步。
于是我依然怀着高山仰止之情，继续思考求索；当然撰作得仍然很艰苦，费时耗日亦然颇久。
    这也给我一种深刻的启示：(《老子》真是一座瑰丽的智库，琳琅满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确实，《老子》这本书有永远读不完的智慧，永远高深莫测！
这是本书写作时又一鲜活的新得、新获、新感、新悟！
    我记得林纾曾说过：“盖古文之境地高，言论约，不本于经术，为言弗腴；不出于阅历，其言无验
。
”(《与叔节书》)林纾之说，当然还不能标举出、传达出《老子》那种中国哲学之父的哲学古文的高
境界，但是又确实“不出于阅历，其言无验”的。
    《老子》仅五千言，而其境界之高远，言论之妙约，旨趣之丰腴，没有一定的历练，不能识其奥旨
。
不仅如此，人们往往还可能落人老子早已设定的预测——“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41
章)的地步。
下士们，往往讥讽老子的愚昧、过时、落后、倒退、老古董、不合时宜。
这是大有人在且代不乏人的，但是就在被下士的“大笑之”时，一次次显示出《老子》智慧的深刻性
与恒久性。
    当然，我要说的是，在这套国学智慧系列书里，一会儿讲儒家的智慧，一会儿又讲道家的智慧，或
许会问：孰是孰非，何去何从？
其实，《中庸》说得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不仅如此，国学大师王国维还说过：“学无中西之分，学无古今之分，学无有用无用之分。
”这就是为学的高境界，若分了、割了、断了，那么也就小了、浅了、陋了！
    我又想起了牟宗三的一段话：“王弼注(《易》大体是不对的，就是因为不相应。
但是王弼注解《老子》却能相应，到现在没有人能超过王弼那个注。
我举这个例就是让你们注意，读书要注意这个‘相应’。
你的生命喜欢不喜欢，喜欢、有兴趣，表示你可以读，否则不要勉强。
”(《四因说演讲录》)然而我又要说的是，人只要心志所需、意趣所愿，“不相应”的也可以变为“
相应”，乃至于“心心相应”。
如此则必得入老子智库之途径，定获其睿智之门路，亦步亦趋，阅尽玄妙的忠嶂峰峦，入宝山而不空
回了。
    在写此书的时候，笔者参考的论著基本上已经在行文中标明，并致以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责任编辑，他们再一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作！
笔者也期待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姚淦铭    2011年12月冬    江南千年银瑞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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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当代视角解读经典是普及经典图书的最佳方式，而深入浅出、知识与谐趣并举，则是作者姚淦铭讲
演和写作的特长。
再加上《老子智慧》图文并茂，译讲元典的同时，并枚举大量现代案例，因此，定能雅俗共赏，“读
”以致用。
　　通过本书内容，读者可以全方面了解《老子》，也可以从任何一个感兴趣的方面着手去读：现代
运用/经典原义，智慧/谜团。
另外，由于作者以其治学严谨的教授和备受欢迎的讲演人的“双重身份”著成此书，故研究阅读、消
闲阅读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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