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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一种最高的哲学境界，而道家思想诠释的就是这种彰显大智慧的哲学。
    道家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并且浸透了中国人的思维，是一股影响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即使到了高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还在否定之否定、背叛与反背叛中接受它的影响与推动，获得重新
思考生命、世界乃至宇宙的激情。
    现在，我们无时无刻不谈论规律和规则，然而规律正是道家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处世哲学的
重要命题。
根据老子的定义，“道”有着这样的特性：没有固定的形体，又是独立存在的，不会因为什么物体的
消亡而消失。
但是，既然“道”有着这样的特性，老子又怎么能够发现它呢？
很显然，“道”虽然无声无息又独立于万物，但它肯定以某种形式作用于万物，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发
现它的存在。
这样的条件，在现代科学理论中只有一个客观实在符合，那就是“规律”。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现代人的普遍祈求，历史上多少先哲不懈探索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和方法。
孔子希望以“中庸”求得和谐，目光停留在人类自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约束个性，牺牲自
我，以达成一致的共性。
老子和庄子的目光从个体生命出发，触及整个人类，接着向宇宙自然延伸，然后又回到生命的个体，
获得深刻的感悟：完成了生命个体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的和谐。
    人自身的和谐体现生命遵循自然的最佳状态，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类做到自身不与自然发生冲突，必须学习自然
，而不是破坏自然以及人的自然天性——充分呵护生命、张扬个性，不奴役与欺骗自己，懂得尊重万
物，不轻视他人的价值，这样才能为创造人类的和谐提供必要的自然条件。
自然是“真”的，是最大的“善”，反过来善是“真”的，而“恶”不是“真”，它是对自然秩序和
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恶人、不真的人必然反过来伤害自身。
人顺其自然，做诚实的人，从而获得最大的善，使人际社会出现真正的和谐。
    穿越几千年的历史时空，老子和庄子洞察事物的目光，仍在柔和地抚摸着人类的灵魂，让我们警醒
。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想让自己获得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总会受到这样或那样
的约束，可有的人很快乐，有的人却郁郁寡欢，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胸怀有“小大之辨”，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分。
我们如果服从天地间的客观规律，体察事物中的细微变化，将目光投向无穷的宇宙空间，那么还有什
么东西可以影响到自己呢？
    所以，要想达到和谐的境界，就必须在精神上解放自己，充分自信地、逍遥自在地、无欺无诈地与
人相处，这样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享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道家不是教人避世，而是提供一种生存智慧。
这智慧可以用形象化的概念来表现：人的性格是方，做人的原则是方；做人不讲原则，规避规则，只
圆不方，一味圆滑，那么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社会必因此陷于无序，人必因此活得紧张。
人本身是自私的，但老子以“无私”而“成其私”，即以个性与原则的“方”去应对共性与他人的“
圆”。
    道家推崇水，因为水有“善德”，既能藏垢纳污，又能激荡澎湃，清洗净化。
人在交际中也当效仿水，学习水，灵活地掌握交际方法，当方则方，当圆则圆，以“处下”的姿态和
胸怀处世，实现与人友好相处的理想状态，达到“居善地，心善渊”的最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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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解人生与自然规律》提供一种生存智慧。
这智慧可以用形象化的概念来表现：人的性格是方，做人的原则是方；做人不讲原则，规避规则，只
圆不方，一味圆滑，那么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社会必因此陷于无序，人必因此活得紧张。
人本身是自私的，但老子以“无私”而“成其私”
，即以个性与原则的“方”去应对共性与他人的“圆”。
《道解人生与自然规律》由陈新国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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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道法自然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道家主张人应该协助自然发展，而不是自以为是，
任意而为。
人的精神与自然的统一，表现在顺天行，循天理，合天德，从而达到人的精神的最高境界——精神自
由的境界，同时也是“备于天地之美”的境界。
 揭示自然的奥秘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无自然之浑浑，无君子之乾乾。
然欲守而立之，终须君子自悟其道，善其身也。
——《老子》 “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也是对自然奥秘的揭示。
 自然的奥秘包含了一种最大的“道理”，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人而改变。
一个人如果多接触大自然，就会体验到“顺其自然”的快乐。
 道家的自然观，是要求人们通过欣赏自然，把握什么是“道”。
道是“究竟的真实”（最后的真实）o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非常短暂，几十年以前没有我，几十年以
后也将没有我，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出生，每天都有人离开。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生智慧？
道家认为，这全是因为我们与道有所接触，得到了启示。
 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每一个人要遵循内心的道德，听从自然的声音，而不必有任何外在的刻意
。
自然是个什么东西呢？
什么样的状态才能称为自然呢？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天然——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自
然与人为造作相对。
 河神曾分不清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
一天他跑去问北海神：“请问，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人为？
” 北海神打一比方说：“牛马本来有四只脚，这就叫自然。
用辔头套在马头上，用缰绳穿过牛鼻孔，又在马脚底上钉上铁蹄，这就叫人为。
不要用人为的事去毁灭自然，不要用矫揉造作去毁灭天性，不要因贪得去求名声，谨慎地守护着自然
之道，这就叫回归到了本来的天性。
” 落实到人类自身，“自然”就是指人的天然本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真思想。
所以，自然又与虚伪相对。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
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好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
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
”首领们都推荐鲧。
 尧对鲧不大信任。
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
” 尧勉强同意了。
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
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后来，舜接替了尧位子，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发现鲧办事不力，一气
之下就把鲧杀了。
可杀了鲧，水还得治，由谁去治呢？
舜决定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受命后，他似乎听到大自然中“道”的声音，于是改变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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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带头挖土、挑土。
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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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解人生与自然规律》由陈新国编著。
“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一种最高的哲学境界，而道家思想诠释的就是这种彰显大智慧的哲学。
道家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并且浸透了中国人的思维，是一股影响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道解人生与自然规律》旨在教导你生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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