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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说明》（傅佩荣，2012年5月撰）    《傅佩荣译解老子》出版之后，许多朋友说:“这对我们理解
老子思想很有帮助，但是怎么将它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呢？
还是请你来上课谈谈！
”我的本行是教书，当然乐于从命了。
    上课的内容侧重于举例说明与引申发挥，目的是希望我们现代人可以“活出老子的智慧”。
不了解老子，就无法欣赏道家；未能欣赏道家，对于中国文化就少了一分亲切与喜悦幸福的感受。
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损失。
    《老子》全书只有五千多言，但是字字珠玑，句句可以当成座右铭或警世格言。
许多人一生只是奉行老子的一两句话，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就做到全身保真，安其天年。
    我的上课内容经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认真修订润饰而成本书。
在举例说明的部分，难免局限于上课的时空条件，但无论如何都是21世纪的事，离我们还是很近，也
很容易触类旁通，进而转换为当前的个人处境。
老子的智慧表现了整体观与永恒观，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
且让我们静下心来，共同领悟老子带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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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发源，研究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它所强调的是“道”，即究竟真实，宇宙万物跟人合起来看就是真实，这也是道家所要强调的。
那么一切的背后是充满变化的，人生的各种遭遇也是充满变化，只有“真实”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这一切来之于“道”，又回归于“道”。

《究竟真实：傅佩荣谈老子》一书，以掌握古文经典的哲学涵义的角度去解读，“澄清概念、设定判
准、建构系统”，首先对其原文进行忠实于字词本义的白话翻译，然后把握关键词和重点，详细诠释
每一句话背后的道理。

傅佩荣教授指出，《老子》以智慧取胜，智慧是一道门槛，无所谓高低，只看能不能跨过去。
并强调智慧的重要性，重视人的自然性，以“无为”、“不争”的态度来为人处事才是正道。
这些道理在今天一样适合我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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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教授早年师从方东美先生，后于耶鲁深造，受教于余英时先生，继而执教欧洲，兼具中西文化之深
厚教养，集四十余年潜心研学之心得，以哲学建构和逻辑分析的眼光，打通通往古代思想之路。
他态度严谨，著述甚丰，创见迭出，是当代华人世界公认的一流国学研究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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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都知道，老子创发的思想称为“道家”。
对于道家和儒家，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不论提到哪一个，大家都认为一定很有道理，这是两千多年
来形成的文化熏陶。
不过，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我建议还是先学儒家。
 适合学道家的三种人 以前的人认为，有三种人适合学道家。
第一种是年纪很大的人，因为有了一定的阅历，可以说是饱经风霜、见多识广，对许多事情或许能了
解得比较全面。
反观年轻人，他们往往只能窥见事情的一部分，看见开头，却看不见结束，流于片面。
 第二种是非常失意的人。
失意的人年纪不一定很大，但是非常倒霉，一路吃瘪，做什么事都不顺。
失意的人总处于逆境，长期下来，倒也可以得到许多体会。
 第三种是非常聪明的人。
中国历代的作家，从较早的秦汉时期，到后来的唐、宋，许多文人都非常喜欢道家的思想，他们所用
的语汇或寓言表现出来的生命情调，跟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
 最明显的就是这些文人和大自然亲切的互动，在儒家方面就很少见。
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这显然就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大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
中。
 道家与儒家的分工合作 不过，儒家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比如怎么样隐居、怎么样游山玩水，这不只是老人的专利，像青壮一辈也懂得如何规划。
但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这个社会交给谁来担当呢？
谁来承上启下？
由此观之，对社会的功用来说，儒家和道家就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了。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同时都有两种深刻的需求：一方面，从小接受社会教育而成长，受到家
庭、学校的各种教导和照顾，希望自己能够社会化，在学校里尽量学习社会的一切规则，以便将来进
入社会后可以就业，然后循规蹈矩；另一方面，进入社会之后，逐渐希望活出自己的特色，否则总感
觉自己好像只是一颗小小螺丝钉，在社会的大机器里，多一个我或少一个我，都不会有什么差别。
一想到这里，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失落了。
 一个人如果喜欢不受约束，自由选择他的生活方式，就这一点而言，显然比较倾向道家。
而儒家就是要我们在社会上尽好自己的责任，所以儒家有一种责任感，压力比较大。
比如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却还是努力去做，这是很伟大、很悲
壮的情怀。
如果长此以往，有时候难免觉得“何必如此辛苦呢”？
白天上班已经够劳累了，回家后还要延续白天的工作，为什么不能松懈一下，让自己转个弯、换个角
度来看人生呢？
 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道家思想，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我们通常会认为《庄子》很潇洒，可以视之为苏东坡式的“清风明月”，轻轻松松就能学会。
然而，等真正读了《庄子》才知道不容易，其内容何等丰富又有深度，阅读超过三行就会遇到词看不
懂，或者字不会读的问题。
 读《老子》就没有这么困难。
《老子》全书八十一章，合计才五千多字。
以上课来说好了，分十六次上课，平均起来，每堂课学五章就够了！
然而，光是要把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讲明白，已殊为不易。
说来老子的思想还是广博深邃，非深入体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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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这绝非偶然，也并非有人故意安排他们分工合作。
其实，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是圆满的。
像孔子从来不觉得他只有一半的力量，还需要老庄来配合，他自许一个人要担负起整个文化传统与历
史使命。
老庄也一样，绝不会认为他们只是一半，需要儒家来配合，他们根本不把儒家放在眼里。
每个哲学家都有一个责任——建构完整的系统。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那就是“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
这十二个字是把握哲学的入门钥匙，要谨记在心。
 哲学就是要训练人澄清概念。
比如“道”这个字一说出来，大家都昏了头，到底什么叫“道”呢？
如果能说，就表示不知道；如果知道，就说不出来。
所以，要怎么澄清概念，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语汇和概念，不会盗用别人的概念，因为他总认
为别人的概念已经被滥用到毫无新意了。
 人运用概念思考，久而久之，概念就变成思维的一部分，脱离了真实。
原本，概念来自于真实，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叫它“桌子”，往后每当看到“桌”这个字，就会联
想到具体的桌子。
久了之后，一讲“桌”就是指桌子，却根本忘记实际的桌子是什么。
这就是概念用久之后，丧失了它原来指涉真正实在东西的功能。
所以，哲学家就要重新来设定这样的概念。
 判准也是一样。
儒家对于善人和恶人，有很明显的分辨标准；道家认为善恶是相对的，不同的人、时、地，都会影响
行为是善或恶的判断标准，换一个时空条件就不一样了。
有人自认为善者，别人不见得这样以为，这就是判断标准的问题。
 最后要有系统。
讲系统，道家比儒家更明显。
因为儒家的特色是关于人的世界、历史以及文化关怀都谈得非常好，但一谈到宇宙，其了解就很有限
了，顶多把它当成一个有主宰意志的“天”，这个“天”在掌管宇宙，但是“天”是如何掌管呢？
没有人知道。
而道家的系统，就是要把天与人整个打成一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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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但是其中含藏的智慧，闪耀了二千多年，并且直至今日更显光
华。
他针对天下大乱的困局，虚拟一位[圣人]，以他代表悟道的统治者，再设法昭示我们什么是[道]。
一日悟道，人生将充满无限的契机。
　　——傅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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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阅《究竟真实:傅佩荣谈老子》你会发现一个特色——“白话译文，一再重复”。
在《老子》各章的原文之后，立即附上全章的白话译文；然后在讲解每一句原文时，再重复一次这句
的白话译文。
如此可以增强印象，多用白话文想一想老子的意思，接着再读我的解说，就更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
进而可以对应于自己的生活，看看能否加以实践了。
《究竟真实:傅佩荣谈老子》在编排及校对时，为各章内文加上各节小标题，使全书显得更为生动有序
而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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