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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人都说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然而每当问及其贵在何处，恐怕一时会茫茫然无以
作答。
究其原因，在于千百年来人们对老子所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哲学家以为老子是谈哲学，养生家以为是谈养生，军事家以为是谈用兵，还有人从美学、历史等角度
来予以分析、探讨。
更有甚者，以为老子是言谋略学中的“君人南面之术”。
如果综合历史上各家、各派解老者的见解，老子岂不成了，杂家?窃以为老子五千言的文字表面上似是
谈论哲学、养生、军事、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而实质却是在于阐述人生之真谛，生命之本然的性命之
学。
前者为形而下之用，后者则是形而上之学。
《老子》一书至唐代时被称为《道德经》，言其为道德经典之意。
经字有“贯穿”的含义，也就是纲要的意思。
比如鱼网之网纲，其上结满了网绳，提携而带动全体目张。
由此不难理解，后世解老者虽然都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来阐述观点，而又都能自圆其说的原因所在。
老子是站在生命的起点(也是终点)上，纵观宇宙无尽的时空，俯瞰人间社会的万有，拉动的是生命的
网纲。
所以无论人类社会怎样的发展，人们的心智怎样的开发，科学学科如何的分类，所有的一切，也许都
会在老子的五千言中寻求到适合于自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性理论的答案。
因此，有关出现解老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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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老子原文的内容分为81章，每章按其主旨贯以标题。
主要包括〔原文〕、〔释词〕、〔译文〕和〔分析〕四个部分，其中〔分析〕部分是主体内容。
本书从传统生命学角度出发，重在阐述老子的宇宙观与生命观。
老子以道为宇宙与生命的本源，为人类的精神追求设立了终极的目标，因而创立了生命由后天复返先
天的心法，并正说反说其中的道理、原则、方法、要求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内容。
综合运用传统道学、佛学、中医学、儒学以及现代物理学等有关方面知识，力求用现代语言和逻辑思
维来分析、解读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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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活子时”来临时两种状况的处理    “宠辱若惊--何谓宠辱若惊?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
惊，是谓宠辱若惊。
”    “活子时”又名“小药”，前已有所述及。
其具体内容，以清·柳华阳《金仙证论》所述明了而直接。
其中“夫药既根于元精，而又日元气者，何也?且此气从禀受隐藏于气穴，及其年壮气动，却有向外拱
关变化之机者，即取此变化之机，回光返照，凝神入气穴，则气亦随神还矣。
故谓之勒阳关，调外药。
及至调到药产神知，斯谓之小药，又谓之真种子”。
此是说“小药”的产生机理及过程。
其次，“冲虚谓之动觉，以此不惧不惊。
待而后起，冲虚谓之复觉，此时即是药气之辨机，不令其顺而逆之，斯谓之采药”。
这一段是论“采药”。
其中“冲虚谓之动觉”，即是说在虚静中外生殖器频频举动之意。
“小药”来临时，外生殖器以一定的频率跳动勃起，待肺呼吸停止则停止跳动，过一定时间肺又渐渐
开始呼吸，则外生殖器复又开始跳动，此时才是“采药”的时机。
如以法采之，使元精化为元气，连同先天禀赋藏于气穴的元气一起归入“炉”中，为“采药”的顺利
过程，老子称为“庞”。
如“采药”不顺利而使精气顺而外泄，老子称为“辱”。
得到了“药”是值得惊喜的事情，失去了“药”是一件惊恐的事情，所以老子强调“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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