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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文明更新的时代，就如处在昼夜交替的黎明之前。
    黎明前的黑夜是最黑的，却是短暂的。
当社会怪状丛生，威胁生活安宁，乃至霸权主义、恐怖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的争斗恶性循环，各种危机
接踵而至，在你眼前呈现一片漆黑之时，能感悟到黎明曙光的先兆吗？
这种感悟，须有相关的哲学知识，特别是和生哲学的知识。
和生理念会让人心明眼亮，清楚地看到人类航船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而成为快乐幸福的弄潮儿。
    在古代中国，距今约八九千年前出现的《龙图》，距今约七八千年前出现的《河图》以及《太极八
卦图》，已体现了“阴”、“阳”观念，并萌发了阴阳和合而生衍的思想。
这是人类对于物性的一种科学认识。
（详见本书第一章）    在古代印度，距今约三四千年前雅利安人创造的吠陀文化，提出了“有”、“
无”概念。
这是人类对于物相的一种科学认识。
    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杰出思想家老子，把中国的阴阳观与印度的有无观结合起来，即是将物性
及物相的科学认识结合起来，形成了“有无相生”的思想。
这是人类对于物质衍化的全面、深刻的飞跃认识。
    阴阳冲和，和实生物，则无中生有；阴阳失和，必致衰亡，则有复归无。
得和则生，失和则亡，从中可见“和”是万物生衍的自然本性。
以“和”为依据的聚变与分化，环环相扣，此在生时彼在亡，此在亡时彼在生，给世界以无限的生机
。
世界正是这样周旋发展、永无止境的过程集合而成的。
世界不是静态的具体事物的组合，而是动态的种种过程的组合，老子称此过程为“太”，并把这些过
程分成四大类，即“道太”、“天太”、“地太”、“王亦太”。
恩格斯称这类思想为“伟大的基本思想”。
（详见本书第四章）    这类“基本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围绕“和”而识别生死兴亡，并形成贵和重
生的观念。
因此，我将其概括为“和生理念”，或“和生哲学”、“和生之道”。
    作为人，若能以和生之道看待宇宙万物，看待人类社会，看待自身的人生旅程，便能在五光十色的
大干世界中，不致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而是卓有智慧，勇往直前，善于进取。
按中国俗语说，则是万事如意，按老子的说法，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违反道理，便没有做不成的
事情。
而世间最根本的真道理，就是和生之道。
    在远古中国，曾有过相当长的和谐共生时代，这就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三皇”时代，和生之道是
在此时萌发的，但未成形系统的和生学说。
    和生之道，先是在人类历史跨入文明时期之初萌生，而后在识别“自生”乃至争斗的弊端中发展起
来的。
文明时期之初，产生了私有的观念和制度，促进了社会生活的飞跃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人祸。
在原始社会，无所谓财产所有，也就无所谓“公有”和“私有”。
在私有观念形成时，公有观念相对形成了。
“公”与“私”的争议，发展成了“共生”与“自生”对立的理论，乃至发展成和生哲学与争斗哲学
的对立，及其相应的两种思维方式，即和谐生衍思维与征服掠夺思维。
劳动民众的劳动需要协作才能创造，故和生哲学反映了劳动民众的世界观；而贵族是通过争斗来占有
财富、扩张财富、维护财富的，故争斗哲学反映了贵族剥削者的世界观。
    老子在他的主要著作《道》、《德》、《易·彖》中对于和生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他确证了宇宙万物是“有无相生”、“周行不殆”的。
无中生有，遵循着万物和生规律；有而变无，遵循着万物更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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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作为万物的一类，亦须遵循此原理，才能“周行不殆”，持续生衍。
    汉语的“和”字有多种含义：和合、和睦、和谐、和衷、和气、和美、和解等，又引申为团结、合
作、平衡、协调等。
“和”的完满境界，老子称“得一”，并说“万物得一以生”，认定万物都是和合而生成，和睦而生
存，和谐而生衍的，故人类须贵和重生。
因此我称老子开创的这种哲学为和生哲学。
和生哲学，不是“唯物”，亦非“唯心”，而是“唯道”。
老子的“道”是“物”与“心”的统一。
他说：“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老子的“道”，包含“道理”及其依据“道恒”。
道恒作为物性是客观存在的，虽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可认知，认识清楚了而论说成理，便成
道理，故道理属主观精神。
道理决定于道恒，两者必须一致，一致的就是真道理，不一致的就是假道理。
（详见第四章）    老子在为《周易》作《彖辞》解释“革卦”时，创造了“革命”这个辞，说明他已
孕育了革命思想。
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那是私有制第一次飞跃发展（半公半私转化为完全私有）的年代。
争斗破坏了社会和谐，“立天子，置三卿”更使百姓受伤害，面对这种局面，老子感叹“天下无道”
了，从而想通过大道革命来矫正被扭曲了的天下，重建人间和谐。
因此老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到中国、波斯、印度的边境地区进行社会实验，探索如何创造人间和谐的新
形式。
我称此为“昆仑实验”（详见第二章）。
昆仑实验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吸引了各国志在改革的不少杰出智士，其中有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伽耶迦叶玻兄弟、悉迦
牟尼、提婆达多、大雄耆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撒尔莫克西斯等。
他们集体创造了“浮图法”，老子将其概括为和光同尘致“玄同”的社会和生学说（详见第三章）。
    社会和生学说，按老子的说法，是“复众人之所过”，即重现众人的经历，按今天的话说，是总结
众人的实践经验而成形的“圣人之学”。
因此，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违）”的，即能辅助万物按自身本然固有规律而生衍的高雅思
想。
其中包含众人如何按客观规律待人、接物、处事，按人生规律生活，营造美好幸福，而不胡作非为的
准则。
老子说的“圣人”是大道之邦中各浮图邦的导师，是实际上的领导人。
他们都没有官衔。
“圣人之学”主要指“浮图法”，是因地制宜，与时俱化的，由民众创造出来的，不是从本本中学来
的。
    老子学说被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带到希腊后，曾引起希腊贵族的强烈反弹。
毕达哥拉斯是爱琴海中靠近小亚细亚的萨摩斯岛（此岛本属希腊，后为波斯占领）人，参加昆仑实验
后，带着老子在昆仑实验中写的《道》、《德》等文献，到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做希腊“浮图
道”的试验，在克罗顿城建立了基地，发展很快，影响很大，却遭到城邦贵族的武力镇压。
毕达哥拉斯遇难了，但他的众多弟子（据说有五百多人）被驱逐后分散在希腊各地及地中海沿岸，继
续传播他的思想，对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罗马神话中称“酒神巴克斯”）正是以毕达哥拉斯为生活模特的
，就像“宙斯”主神以希腊盟主阿加米农为生活模特那样。
众多知识渊博而力量无比的“赫丘力士”，则是以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们为生活模特的。
    当时，维护贵族制度的顽固派代言人赫拉克利特，对毕达哥拉斯在和生哲学（详见第四章）指导下
在意大利南部的社会实验，进行诸多指责。
就在这种指责的思辨中，形成了他的争斗哲学及相应的征服掠夺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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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定，“世界是燃烧着的永恒的活火”，并由此引申出“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详见第五
章），这是人类“野蛮时期”在“文明时期”中留下的余韵。
但此后有不少人，主要是阶级社会的统治者，都视这种野蛮遗风为金科玉律，妄图通过战争将世界据
为已有。
    然而，希腊广大人民还是视毕达哥拉斯带去的和生哲学为“真知”的，把产生和生哲学的地方，神
化为“知识的神殿”（详见第五章）。
希腊传说中的“知识的神殿”据说是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的檀特山区。
这是老子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做昆仑实验时的联络处，也就是和生哲学诞生的地方（详见第二章）。
一百多年后，“亚历山大远征”时，是在他们找到了这个“知识的神殿”，参观了檀特山纪念馆后，
才收兵西返的（详见第五章）。
    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飞跃发展之时，即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之时，在其典型地区的欧洲，思想
家们面对人祸丛生的局势，高度重视和生哲学，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古代东方的同一性孕育在日耳
曼的土地上。
”诞生在日耳曼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和生哲学的发扬光大（详见第七章）。
    几千年来，和生哲学与争斗哲学同时并存发展。
斗争哲学以其维护剥削压迫的观念及征服掠夺的思维，有力地辅助了社会的进步，并把私有制的发展
推动到了顶峰；和生哲学及其和谐生衍的思维方式，则在科学文化方面突出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当今之世，已到了文明再次更新的时代，工业文明必将更新为和生文明（详见第八章）。
人类不得不在痛苦争斗中生存的历史应当结束了。
争斗哲学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并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必为变革的潮流所淹没。
只有实践和生哲学，天地才能平静，人类才能转危为安。
因此，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宗教家，以及世界各族人民，都将逐渐集中到和生旗帜之
下，协力奋斗致“玄同”——自觉地把自身生活的个别行为，组成社会生活的协同步调，如此，人类
持续发展的各种根本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时代在呼唤着和生文明，围绕着和生而变革所形成的事业新貌，如新教育、新文化、新科技、新管
理等等，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详见第八章）。
事业的主导将取代产业的主导。
    文明更新的伟大时代，必然有为之鸣锣开道的相应理论。
这种理论，应该是能矫正工业文明中各种生态失衡的理论，是与人类本性相称的理论，是与物质财富
充裕相称的幸福生活的理论。
这只能是在新质因素中体现出来的与和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和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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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生论》为探索和生文是否必然见世，面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演变。
　　和生哲学的要义是：　　宇宙间的“有无相生”；自然界的“和至”生物；社会上的和而“玄同
”；人身中的“营魄抱一”；认识过程中的“实事求是”。
　　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以“革命”促和谐，以和谐促生衍，因此总是强调贵和重生的。
古往今来的和生之道，是当代人类摆脱生活困境的唯一出路，是避免毁灭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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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派生的系列宗教  一、关于浮图道  二、关于火祆教  三、关于耆那教  四、关于佛教    （一）“避敌
弃国”的流亡太子    （二）乔答摩·悉达多的引路人：伽耶仙人    （三）浮图道在恒河流域的主要基
地：伽耶浮图邦    （四）悉达多得道的故事    （五）伽耶仙人推荐悉达多到乌仗那主持浮图邦    （六
）悉达多在乌仗那成为“圣人”    （七）悉达多总结浮图法并引申为佛法    （八）如来浮图邦及佛教
的创立  五、提婆达多教派属正统道派  六、关于西域道教    （一）西域道教和内地道教皆由浮图道衍
生而来    （二）在西域坚持浮图法的正统道派受排挤    （三）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扶佛灭道    （四
）正统道派的新领袖李耀景建立西域道教  七、关于波斯经教（大秦景教）    （一）波斯经教的由来    
（二）景教经典可证景教原属浮图道    （三）从景教碑看景教与老子的关系    （四）“三一妙身”的
奥秘第七章 和生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一、社会和生学说的欧洲支流  二、马克思主义的和生学说 
三、马克思主义遭曲解的深刻教训    （一）和生哲学被曲解成争斗哲学    （二）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
被曲解成见物不见人的“唯物主义”    （三）畸形“社会主义”的自行破灭：苏联解体，苏共自散  四
、中国共产党“正本清源”后的创造性发展    （一）在两种哲学的交织中艰难奋进    （二）误判“苏
修”的盲目斗争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极度纷乱    （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四）共产主义
发展成共生主义第八章 迈向和生文明时代  一、“蒙昧”、“野蛮”及“文明”  二、从农业文明到工
业文明的更新带来时代进步的飞跃  三、工业文明在加速衰颓  四、和生文明正在不断涌现  五、联合国
在文明更新中的特殊使命  六、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建设是迈向和生文明时代的主要途径  七、欧洲
联盟的启示  八、美国迅速兴衰的启示  九、迈向和生文明时代的突破点：优化“人类自身的生产”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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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宗教都可为和生文明作贡献  十一、和生文明时代是个过渡阶段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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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立教施政”，“有德司介”    《老子》第57段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
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这是大道之邦的圣人立教致百姓自治的原则。
这个“我”是大我，如今语“我们”，指所有“为道者”。
这原则包括四方面：“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浮图邦建立之时，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圣人在边境地区建立据点，招引那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移民，建立自己的新邦。
这些移民多是难民或逃亡奴隶，到新的地方来生活是个巨大变化，有个适应过程，特别在变奴隶为主
人后，心理上有个去奴性而发挥主观能动性，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树立当家做主的精神。
为道者的圣人们应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不违反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引导他们生产，过上甘食
美服、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这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
为道者教人如何不违反互助互爱、和谐协作的规律，老百姓便自觉自动地自治。
    另一种情况是当地土著居民（有的是游牧者）在婆罗门教影响下形成的邦社，学者认为这是“小共
和国性质”的邦社，有所谓四个种姓的等级制：第一，婆罗门是主持祭祀的高级知识阶层；第二，刹
帝利是掌握政权、军队的官僚贵族；第三，吠舍是有技术的劳动者；第四，首陀罗是牧民和没有专门
职业的广大居民。
第三、第四等级的广大人民通过“以邦观邦”，自然要求向浮图邦学习，同样过甘食美服安居乐业而
有尊严的生活，要摆脱刹帝利的统治，矛盾激化了。
老子等人冷静地分析当地情况，不是妄躁地支持下层人民制造事端，而是认定“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老子》第40段），冷静地致力于对婆罗门、刹帝利的劝说工作，并惩处了反对改革的太子党，
结果是联合建构了“乾陀罗邦”（见上述），在这里取消了种姓制，全部居民都称为“婆罗门”。
这种“婆罗门”当然也就不同于过去唯我独尊的“老婆罗门”了。
这就是“我好静而民自正”的事例。
《庄子·天道》说：“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名大显而天下一也
。
”这种言论可能是对大道之邦建立过程的评述。
    “无事”，就是取消奉事。
贵族统治，“无德司彻”，强征暴敛，从下到上层层奉事，造成百姓贫困。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是以饥。
”（《老子》第77段）浮图邦取消奉事，实际上有废除剥削的意义。
让老百姓有再生产的良好条件，自然就会富起来。
这就是“我无事而民自富”。
    在世袭贵族统治下，私欲膨胀，贪官遍地，恶人横行，善人受罪，人性沦丧，“天下无道”了。
面对如此纷乱的社会，首先要求新的社会管理者成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19段）的
模范，导引百姓自律而“自朴”。
这就是“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在浮图邦的实验中，老子深感“圣人”立教与百姓自治融为一体，对“以道立天下”是有关键意义
的。
因此，对如何培育“圣人”花了很多心血。
在他居住的檀特山中就设有培训基地（见第二章）。
他关于圣人的论述，可能多是在培训班中说的。
如说“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
而已。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老子》第3段），这是说，圣人所以能治天下，是因为他虚心好学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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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淡化欲志而坚定信念。
以道恒教民不要奸不贪欲，不过是使人懂得不冒昧不妄为罢了。
人的行为皆不违反自然，社会便没有管不好的道理。
    管理社会的圣人，不仅要有坚定信念、高度智慧，还必须有高尚品德，即所谓“玄德”。
《老子》对于玄德作了许多论述，例如第51段说“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这
是说，善于创生而不图占有，一切行为皆不凭主观意志，被尊为长者也不宰制他人，这就是玄德。
又如第65段说：“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
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
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
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
恒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
”这是说，传道行道的人（圣人）不能认为比民众高明，宁可认为自己比民众愚笨。
民众是不容易管理的，因为众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都有自己的合理主张和智慧。
因此，自以为高明而主持邦，便会把这个邦搞坏；不自以为高明而主持邦，便会使这个邦得益。
明确这两点，也是规则。
坚定地体现此规则，就可称作玄德。
玄德的意义极深远，它与贵族统治制度是相反的，也正是这样相反，这才至善而大顺。
    “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第23段），“牧”原指古代管理牛羊的仆人。
这是说，圣人必须把握住“得一”的道理，使社会得到完满的和谐一致，为此而做天下人的管事的公
仆。
这就是“有德司介”（《老子》第81段），有玄德的人起中介作用，负责各方沟通，促进互助友爱，
组织民主决策，创造和谐社会而兴旺发达。
    P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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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教授中国现代史开始的。
这门学科有个令人注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中国化的呢？
    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说。
我想，从事中国革命实践的都是中国人，而中国人都是中华文化熔铸而成的，要寻求解答，必须追寻
中华文化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因此曾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
1986年在写《老子通解》时，我便认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是与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这‘中国实际’就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主要是老学的精华。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理解老学及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如何植根于中
国百姓之中。
否则便无法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因而无法理解当代中国，无法理解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变迁。
”我把这段笔记转录在《老子通解》初版的《序言》中了。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年代，是马列主义在苏联遭严重曲解的年代，即“斗争哲学”流行的年代。
正是这种“斗争哲学”的发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把斗争哲学的争斗实质发展到了极致
。
物极必反，中国人民终于感悟到了斗争哲学的谬误，因此有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报告的出现。
这确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中国回到和生哲学的轨道上来，不仅挽救了崩溃边缘中的中国，
且使中国迅速崛起。
实践又一次证明了和生哲学的真理性。
这种史实，证明实践可使真理发扬光大，也启迪我必须深入探索和生之道的来龙去脉。
    1996年，在《略论道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中我便阐明了“和生论”是老子道学的精华。
这是应瑞典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之邀，为其汉学博士班讲授老子思想时的第一场学术报告会的
主要内容，继而又写了《和生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简论邓小平的和生哲学》、《当代
中国哲学的焦点：和生理势》等。
十多年来的继续研究，可以确认：和生观念在距今约八千年的《龙图》（《古河图》）中已反映出来
了。
中国人以“龙的传人”为自豪，也反映出传承《龙图》为开端的龙文化的责任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不可动摇，根源亦在于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龙文化中和生理念的发扬光大。
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并非“外来文化”；对世界来说，和生理念早已为世人所共有。
    然而，世人，包括中国人却并非都清楚和生理念的具体内容，更不清楚和生理念对解救人类文明全
面危机的现实意义，于是我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和生之道，希望对中国读者和国外读者都有所助益。
但这是个很庞大的工程，故计划先写个理论框架，就叫《和生论》。
书稿是在2010年9月完成的。
时间又过去一年多了。
这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
一年多来，世界的风云变幻使我感到世人更加迫切需要和生理念了。
同时也感到更多的现实问题亟待研究，例如：    科技高速发展的双刃剑如何让它变成只为人类福祉服
务？
    共产主义如何发展成当今的共生主义？
    以人为本如何取代以资为本？
    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管理如何取代政客替民做主的国家统治？
    社会运行机制如何以贵和重生取代激烈竞争？
    等等。
    因此我希望《和生论》真能抛砖引玉，引来更多的同道人共同探讨，齐声呐喊，让层出不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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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些，让挥舞霸权的恶棍减少些，让黎明前黑夜中迷惑的痛苦和自杀减少些，让自由、平等、博爱
的复活来得更快些。
    在此书出版之时，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对我生活的关怀以及对写作、出版的帮助，感谢广东
人民出版社的钟永宁副社长和梁茵编辑的大力支持。
    201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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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的完满境界，老予称“得一”，并说“万物得一以生”，认定万物都是和合而生成，和睦而生
存，和谐而生衍的，故人类须贵和重生。
    宇宙万物究竟是怎么样的？
人生旅程幸福当如何营造？
人类社会发展将往何处去？
     《和生论》作者罗尚贤集合50年的研究成果，将老子哲学思想以“和生”论而概括之，以全新的视
角述史论理，亦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多有创新观点。
全书分作八章，分别为：第一章论和生之道的渊源：《太极八卦图》及《周易》；第二章和生之道的
昆仑实验；第三章“浮图法”与社会和生学说的形成；第四章老子建构的和生哲学；第五章昆仑实验
与希腊文化；第六章浮图道及其派生的系列宗教；第七章和生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第八章迈向
和生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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