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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者老子，姓李，名伯阳，也称李耳，号老聃，因出生时头发皆白，故世称老子。
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和世界第一哲人”。
老子的思想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他主张“清静无为”、“少私寡欲”、“守柔贵柔”、“无言之教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老子生活在社会动乱的春秋时期，他的优秀思想没有得到全面实施。
无奈之下，晚年时，老子便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后改为《道经》在前、
《德经》在后。
全书是用警句和格言来编辑的，但它采取了对偶和韵文的文体，其内容表现亦运用了巧妙表意的逆说
法。
从内容上看，《道德经》论述了两个问题——“道”与“德”，故前人有把经文分为《道经》和《德
经》两个部分，实是很有见地。
《道经》的中心议题是“大道无为”，即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客观
自然规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为的内涵包括“静”、“朴”、“不欲”、“不言”等方面。
大道之性则体现了无私、无欲、无争、守柔、贵弱、谦恭、质朴、诚信、公平、正义、仁慈等特性，
道性既是朴性，体现于人即为“大德”。
对于没有实修过或尚未修练到虚实合道的人来说，《道经》的内容不易理解，或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正如老子在《道经》的总论中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也正是因为这种玄妙的意境为《道德经》增添了一种奇特的魅力，也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
们一种神奇的力量。
《德经》主要向人们阐述了“谦下”、“居后”、“自爱”、“不贵”、“不争”之德，旨在为人们
提供为人处世的方法、治家的方法、治国的方法，等等。
老子的本意，是要教给我们一整套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两者合二为
一，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苦心研读，希望能够感知“道”的意境与“德”的真谛。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道德经》的深奥哲理仍未参透。
这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遗憾。
随着人类潜力的挖掘，对《道德经》的彻悟彻察不是没有可能，有鉴于此，我们选择继续为读者奉上
国学之经典——《道德经全集》。
本书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注释、翻译及经典解读，并针对每章内容从为官之道、管理
之道、处世之道、为人之道、从政之道、用兵之道等各个方面，列举了数百个古今中外的经典事例，
篇篇精彩，字字珠玑，通俗易懂，并配有大量精美插图，其中既有书中所提到的人物画像，又有古人
诠释人生意境的精美画作，让读者在体悟智慧圣典的同时，提升自我心智修养，成就自我心灵净化，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洁净而又安宁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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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文约五千言，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
诸多学科。
历来被学人们称为“哲理诗”，它不仅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更指出了人事的进退之术，包含
了长生久视之道。
本书对《道德经》原文进行了说文释义，并进行了经典解读，最后还逐章对相应的经典思想进行了更
深层的剖析，同时从为人、处世等方面精选了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阐释，以便读者从中有所
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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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河南师
范大学历史系、黑龙江大学历史系、温州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郑和与海
洋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明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
、《郑成功评传》、《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讲》、《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
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散文集《无心剩稿》；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
情：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等。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明史、《中庸》等，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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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道经
　第一章 天地之始
　第二章 美之为美
　第三章 圣人之治
　第四章 象帝之先
　第五章 天地不仁
　第六章 玄牝之门
　第七章 天长地久
　第八章 亭争无尤
　第九章 功遂身退
　第十章 长而不宰
　第十一章　无之为用
　第十二章 圣人为腹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
　第十四章 无状之状
　第十五章 善为士者
　第十六章 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 功成事遂
　第十八章 大忠大义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
　第二十章　而贵食母
　第二十一章 唯道是从
　第二十一章 圣人抱一
　⋯⋯
下篇　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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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①可道②，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③。
无④，名天地之始。
有⑤，名万物之母⑥。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⑦；常有，欲以观其徼⑧。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⑩。
译文“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不是一般的“道”。
“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不是普通的“名”。
无，是天地万物未成形的样子，是天地万物的元始。
有，是宇宙万物本原的物质，是孕育万物的根源。
因此，要从尚未形成的状态中去观察领悟“道”无名无形的奥妙；要从受约束的状态中去观察体会“
道”有名有形之处的端倪。
妙和徼这两个概念本源相同而名称相异，共同称为玄妙的大道变化。
变化来变化去，是洞察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门径。
注释①道：名词，本意是“道路”的意思，这里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秩序、方法和规则。
②道：名词用作动词，意为用言语来说明“道”。
③名：代表了老子对事物表层、特征及象征的认识。
④无：天地万物未成形的样子。
⑤有：最原始、最基本的物质。
⑥母：母体，根源。
⑦妙：微妙、奥妙。
⑧徼：边际、边界，这里引申为端倪之意。
⑨玄：深奥的、不可预知的。
⑩门：指一切奥妙变化的总门径。
解析“道”，是老子首创的，且是含有深刻哲理意义的概念，更是《道德经》所要讲述的核心问题之
一。
在《道德经》里，“道”指的就是规律，而道家思想对规律的最根本的见解就是：“规律是自然的，
变化的，不为人所控制的。
”从古至今，哲学家们在解释“道”这一概念时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是
构成宇宙万物的元素；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泉源。
另外，在“道”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
韩非子在《解老》中说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
万理之所稽也。
理者，成物之文也。
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故曰，道，理之者也。
”这表明，韩非子是从唯物的方面来理解老子的“道”的。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也认为老子的“道”的思想是唯物论的。
但是，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代，情形有了变化：有的学者领悟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
奥妙，肯定了宇宙的本体只有一个“无”。
此后，在“道”的解释中，大多数学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认为它是运动变化的，而非僵化静止的
，而且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一切运动都是遵循“道”的规律而发展变化的。
老子所提出的“道”是对宇宙、人生独到的悟解和深刻的体察，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言辞表述的
，这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故本章开篇就点出“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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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源于老子对自然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可以说，这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是构成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石。
老子认为，“名”是人类根据不同事物的不同表面特征而对该事物作出的认证，而这个概念是不能用
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形容的，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大
道，只能与大道背道而驰。
正如老子所言：“名可名，非常名。
”谈到这里，很多人便会心生疑问：如果不能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大道，那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大道呢？
其实，老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门径，即“有”和“无”这两个“名”。
所谓“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属于物质范畴，它代表一种正在孕育万物的状态；而“无” 则是具体的
物质之所以存在的结构方式、时空关系、运动和变化形式等，也可以用“自然规律”来概括，代表天
地万物还没有生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有”和“无”不可分，有“有”就有“无”，有“无”就有“有”，纯粹的“有”和纯粹的“无”
是不存在的，它们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
“有”为实，“无”为虚，道体为实，道性为虚。
彼此阴阳对立，虚实相合，最终共同构成了宇宙的始母——“道”。
事实上，本章中所提到的几个概念包括“道”、“名”、“有”、“无”、“妙”、“徼”等，都没
有真正地揭示出“道”的真正内涵，其原因就在于“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我们只能把前述的几个概念作为理解“道”的捷径，通过自己的聪明机智和心灵体悟去接近它
。
处世之道不可言传的技艺北宋时期的康肃公陈尧咨多才多艺，不但工书法，射技更是超群，曾以钱币
为的，一箭穿孔而过。
当时世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也常凭着这一点自夸。
一次，陈尧咨在家中院子里射箭，这时有个卖油的老翁放下担子站在那儿，斜着眼看着他，很久没有
离开。
看到他射出的箭十支能射穿八九支，老翁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陈尧咨见状，问那个卖油老翁：“你也懂得射箭吗？
我射箭的技艺难道不是很出色吗？
”老翁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只不过是手熟罢了。
”陈尧咨听后，愤愤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
”老翁说：“凭着我倒油的经验就可懂得这个道理。
”说罢，老翁便取过一个葫芦立放在地上，用铜钱盖在葫芦的口上，慢慢地将油倒入勺子，然后高高
地举起勺子，再将油从铜钱的孔中注进葫芦里去，铜钱却没有沾湿。
老翁接着说：“我这点手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只不过是手熟罢了。
”陈尧咨无话可说，只能笑着让老翁走了。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陈尧咨射箭的武艺技巧，还是卖油翁倒油不沾湿铜钱的手艺
，都是不可言传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道，这个道是不能表述也不能名状的。
可以说，陈尧咨和卖油翁藏在心中的感觉就是“无”，是导致他们有高超技艺的根源。
而这种“无”又产生了“有”，这种“有”是“无”的表象，卖油翁倒油不沾湿铜钱这个事实，也就
是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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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胡适    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
后会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
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己就是如此。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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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全集》编辑推荐：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道学思想的经典，它以自然无为之说，解释了天
地万物产生，发展，灭亡的自然规律。
并相应的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然，对待自然。
后来成为许多思想流派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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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胡适 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
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
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己就是如此。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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