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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老子热兴起，道家文化以其科学民主精神、生态伦理思想，再次引起世界关注。
海内外每一个炎黄子孙，对此无不深感欣慰，都为中国有这样的智者和优秀的文化而自豪。
多年以来，笔者便关注研究道家的思想。
2008年春，欣闻老子故里——河南鹿邑将举办首届国际老子文化节，就将多年研究成果汇成专辑。
道家文化不仅是科学和民主的文化，还是消除生态危机、拯救未来的文化。
　　一、本书的结构主线　　本书的结构和主线，围绕着老子是现代文明的先知这一论断展开的，其
间又分三大块，从不同角度阐明老子及其道家理论的先进性、时代性、先知性等。
本书从当代科学发展、历史哲学发展、世界文化发展、世界文明发展等高度，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广博思维，对道家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深刻的分析。
主要分为以下三篇：　　理论与实践篇。
主要介绍道家理论观点、治国实践，《道德经》国内研注情况及国外译注情况，特别是老子对西方文
明的启迪先知作用，以说明老子热和道家文化的世界性、先知性。
共5章。
　　传承与应用篇。
主要阐明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探索道家理论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
共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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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着老子是现代文明的先知这一论断展开的，其间又分三大块，从不同角度阐明老子及其道家
理论的先进性、时代性、先知性等。
 本书从当代科学发展、历史哲学发展、世界文化发展、世界文明发展等高度，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广博思维，对道家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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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传承与应用篇  第六章  道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  第七章  弘扬道家文化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八章  用好自德原理  加强人类道德建设研究与探索篇  第九章  三类先知——老子三种独特本体论  第
十章  道统万物——老子站在哲学制高点  第十一章  德顺自然——老子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第十二章  
原生文化——老子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归宿  第十三章  大同文化——老子文化是普世文化的范式附录一  
《道德经》附录二  世界100名家看老子附录三  道家趣闻典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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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道家的主要治国思想　　学习老子《道德经》最困难的是对道的理解。
关于道的理解，有说8种意义，有说4种意义。
笔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含义：首先，道是天地之源、万物之母、生命之始，我们简称为“母体道”，其
来源于原始社会创世纪神的崇拜；其次，道是运动之理、运行法则、自然法则、终极规律，我们简称
为“规则道”，来源于远古巫师的先知预言。
　　《道德经》81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为道经，讲述道的理论；第三十八章至第八
十一章为德经，讲述人类的行为伦理规范，其中道经是德经的基础，德经是应用道经的结论。
依据重点突出又简洁明了的原则，我们将道家治国思想归结为8个观点：道经观点3个（道生万物、道
法自然、道常无为），应用道经的德经观点五个（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君无为而臣有为、不
言之教、为而不争），其中“无为而治”是道家理论的核心所在。
　　1．道生万物，道家的宇宙观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宇宙之本、天地之源、万物之根
、人类之始。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
”大意是说：有一个东西混然而成，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
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虚，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
永不衰竭，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勉强把它叫做“道”，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
　　老子在后面进一步说明了道生万物的思想。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意是说，道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八卦，八卦生万物。
这句话是上古玄语，不同的人解释不一样，一般来说一是太极、太一、原子、细胞等宇宙万物的基本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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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
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英］汤因比　　道家在西方的发展可能与佛教、印度教不同，它不会表现为宗教运动，而
会体现在：挑战过头的启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原则，提供新话语、新洞识、新范式，
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引导我们树立生态
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态度的转变，道家治疗性的哲学对西方人
有关真理观、自我、性别认同等的反思有积极作用，对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具有显著疗效，因而
一般性地对西方反思启蒙的后现代计划有意义。
　　——【英】克拉克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
　　——（明）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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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其理论之湛深，思想之缜密，实超过了儒墨两家。
　　——张岱年　　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
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
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
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
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
　　——（清）严复　　中国以后若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
一方面不忘民族之本位。
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陈寅恪　　不读《老子》一书，就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
　　——鲁迅　　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中国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
　　——李政道　　因为当前文化发展的共通课题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道家适宜
与民主、科学文化对接。
　　——陈鼓应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
桶，唾手可得。
　　——[德]尼采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
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
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德】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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