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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的道家思想，现实的生存之道    道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无
处不在，涉及医学、养生、建筑、美学、处世、管理等方方面面，我们主要对道家思想的影响作以下
几方面的考察：    首先，道家思想与和谐发展。
    道家强调要顺应自然之道，遵循客观外界的规律，又强调率性，即顺应人的内在本然之性，重视个
性的发展。
要与“大道”这一自然社会的总规律相适应，在这一前提下发展自己的本性，而不能随心所欲，强作
妄为。
这一思想为个体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将率性与顺道相结合，率性而行是以顺应客观规律为理论前提的。
正因为如此，道家在大谈抱朴守真、率性而行时，又强调顺应自然、柔弱不争、崇俭抑奢，体现着对
自然和社会规律的顺从，体现着协调人我关系、协调人群关系的自觉性。
    此外，道家“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知止不殆”的告诫和“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观，皆有助
于人们克服人类与自然对抗、人类万能以及滥用自然资源等错误观念或行为，自觉地调节自身的思想
和行为，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求得社会的进步与持续发展。
    其次，道家思想与调适心理。
    道家崇尚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既是一种淡泊名利，持守节操的高贵品德，又体现出较强
的心理调适能力。
道德心理学认为，道德对心理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故这种心理平衡能力与个体的道德水平有着密切
关系，具有独立人格，精神充实，有着崇高的人生目标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道家以“善利万物而不争”、“容乃公”的宽阔胸怀，以祸福相倚，有无相生的深邃智慧，引导人们
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来看待物质利益和眼前得失，告诫人们，不要为声名、财货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
而丧失了自我，扰乱宁静的心灵，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而应“抱朴守真”、“安时处顺”、“不与
物迁”。
这就促使人们运用道德矫治手段，以这些思想原则及时地调节心理失衡，从容坦荡地对待人生历程中
的成败得失，保持必要的心理平衡。
    在社会生活中，宠辱不惊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心理素质。
很多意志薄弱的人在取得一些成功之后，往往会随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地位而变得忘乎所以，在鲜花
和掌声中走向平庸甚至陷入深渊。
只有具备了宠辱不惊的心理调适能力，百折不挠、不畏艰难、不计功利、不怕压力、富于牺牲精神、
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只有豁达乐观、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深刻而持久的成功。
    第三，道家思想与协调人际关系。
    老庄抱朴守真、谦下不争等思想主张来自于对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因此能够在协调
人际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说，抱朴守真，就是要以一颗纯真无欺的诚心去对待他人；谦下不争就是要谦虚
谨慎，尊重他人，不争私利，不恃己功。
人际交往是双向互动的，俗话说，人心换人心，诚恳、谦让等友爱的言行，往往会引起对方相应的、
积极的道德情感和行为。
另一方面，在人际交往中，以诚相待，坦露心声，又有利于交往双方加强交流，加深理解，相互取长
补短，形成道德认同，从而实现个体道德的升华，促进并保持人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与社会环境
高度协调，与他人高度协调的和谐状态。
    第四，道家思想与抑奢戒骄。
    道家告诫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这里所说的“不知足”、“欲得”是指对财富、权势的贪恋和追求，意在揭示贪得无厌的物欲对于人
的危害。
故其又明确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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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要自觉地避免盛满。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应该效法“功遂身退”的“天之道”，崇俭寡欲，柔弱不争，谦下谨慎，
才能保持常德，扩充常德，才能保身保家，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历史上，谦受益，满招损；奢侈者败，俭约者兴的教训真是数不胜数。
唐太宗崇尚道家思想，崇俭抑奢，求谏讷谏，“自守谦恭”，推功于臣下，终于达到了天下大治。
隋炀帝骄矜自用，驱天下之民以足己之奢欲，终于落得“率土分崩”的下场。
    奢侈挥霍是精神空虚、思想低俗的表现，而不知适可而止，挥霍无度，往往又会令人丧失奋发精神
，见利忘义，以至出卖自己的灵魂，甚至触犯刑律，身败名裂，而自恃富贵，目无法纪，肆无忌惮，
则更是自取其祸；骄傲自大是浅薄无知、目光短浅的反映，如果不尊重他人的意见，事事处处自以为
是，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则必然极大地妨碍自我的进步，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招人怨恨，造成人
际关系的恶化，成为众矢之的，众叛亲离。
老子以其敏锐的目光和精炼的词句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立身处世的基本法则及其相应后果，这就促
使人们时时反省自己、谦虚不骄、广采众长、持中有度、廉俭自律，促进自我完善和健康发展。
    最后，道家思想与淡泊无求。
    道家要人们淡泊名利，俭啬寡欲，“不为物累”、“不物于物”。
努力体认大道，与大道合一，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圣人境界，这就是一个精神超越
的过程。
从积极的方面发扬这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它启示人们“善利万物而不争”、“生
而不有，为而不恃”，超越世俗的物欲和名利的羁绊，避免为财货物欲或名利地位而抛却人格，丧失
自我；要求我们将生命看作一个过程，将个人一时的成败得失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去认识和度量，从而
使人们的胸怀更为宽广；激励人们克服环境的困扰，争取更高意义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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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家崇尚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既是一种淡泊名利，持守节操的高贵品德，又体现出较
强的心理调适能力。
道德心理学认为，道德对心理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故这种心理平衡能力与个体的道德水平有着密切
关系，具有独立人格，精神充实，有着崇高的人生目标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道家以“善利万物而不争”、“容乃公”的宽阔胸怀，以祸福相倚，有无相生的深邃智慧，引导人们
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来看待物质利益和眼前得失，告诫人们，不要为声名、财货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
而丧失了自我，扰乱宁静的心灵，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而应“抱朴守真”、“安时处顺”、“不与
物迁”。
这就促使人们运用道德矫治手段，以这些思想原则及时地调节心理失衡，从容坦荡地对待人生历程中
的成败得失，保持必要的心理平衡。
一起来翻阅《道家的生存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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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曾经的道家思想，现实的生存之道
第一章 老子和庄子的智慧人生
　和谐稳健，值得终身奉行的道家智慧
　老子，后世研读千年，何许人也？

　神话中的老子，华夏传承的经典
　老子，满世界的朋友和知音的绵延影响
　庄子，跌宕而生，起伏而去
　庄子的书、思想和理想
第二章 逍遥自在，知足为万福之本
　天下之道，知足则足，不足则缺
　知足常乐，安泰福至，不贪心则安心
　顺应规律，顺势而去，逍遥自在
　适者生存，战胜贪婪，战胜自己
　容所不容，忍所不忍，及他人所不及
　生不带来，死则不随，名利乃身外之物
　快乐随心，幸福随行，万物悠然
　起伏不动，宠辱不惊，不为外物所扰
　少有少得，多得不惑，知足常乐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中庸处世
第三章 以柔克刚的经权之道
　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以不能换可能
　早作打算，未雨绸缪，变坏之前解决之
　退即是进，不争而争，以守为攻
　放长线，钓大鱼，慢慢图之
　人无完人，善于倾听，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虚心才能谋大事
　功成身退，见好就收，不要得寸进尺
　顺时而动，行动及时，把握时机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退一步进两步
　忍辱负重，埋头谋划，方堪大任
第四章 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智慧
　无为而治，古为今中用
　善于用人，慧眼识物，对症下药
　抓大放小，有的放矢，治大国若烹小鲜
　无所作为，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
　智者善断，慧眼识人，识别真正的千里马
　有所作为，有所不为
　谦和低调，尊重人才，善于用人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每个人都是人才
　腹有丘壑，有容乃大，管理者要胸襟开阔
第五章 圆润变通，曲折婉转的处世之道
　我心向善，万物一般，行大道走正途
　善假于物，善借他力，成就自己
　多谋多智，不欺于人，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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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生活，万水归海，遵循自然规律
　谦和尊人，恭俭礼让，不为天下先
　顺势而为，量力而行，不做螳臂挡车之事
　持之以恒，善始善终
　高瞻远瞩，海纳百川，大眼光成就大未来
　脚踏实地，不务虚名看实质
　水满则溢，话多则失，凡事留有余地
　把握距离，君子之交亲疏有度
第六章 美言善行，高超的语言交际艺术
　点到为止，避其尖锐，委婉表达
　说漂亮话，做漂亮事，美言可市尊
　善言无瑕，滴水不漏，掌握说话艺术
　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真水无香
　人都有短，嘴上积德，莫要揭人短处
　言多必失，多言数穷，说话谨慎思量
　时机不当，诸事皆荒，说话要把握时机
第七章 奇兵诡谲，克敌无形的经商之道
　保护机密，守口如瓶，不可以利器示人
　屈伸自如，明白通达，在逆境中学会坚强
　正视对手，注意细节，千万不要轻敌
　不争而胜，找到自己的蓝海
　事看两面，物分长短，善于扬长避短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学会并善于积累
　经商重德，诚心做人，经商之本
　逆向思维，灵活应变，回到起点思考
　小处打孔，深度挖进，选择小事成就大业
第八章 上善若水，醇厚雍容的修身之道
　淡泊如水，水归大海，宁静而致远
　有所选择，有所放弃，懂得什么是重要的
　乐观自在，旷达随行，生命没有负担
　透彻感悟，适时放弃，珍惜已有的
　知足常乐，康泰生活，其乐融融
　相信自己，潜力无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审时度势
　永不言弃，坚持到底，风物长宜放眼量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贪得无厌难善终
　耐住性子，学会等待，有绵长的韧劲
　大器晚成，顺时而待，人生在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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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儒家学说表现出自强不息，积极有为、锐意进取和人世的人生态度，它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的。
当人们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时，当各种不幸或灾难来临时，当人们为物质利益
和眼前得失所困扰的时候，他们需要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以便从沮丧、消沉、痛苦等消极
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新调整人生的航程。
    而道家的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道家提出的顺应自然、超然物外，守朴尚俭、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和不以物迁的行为原则与道德要求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指导人生、净化风俗、稳定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而且，
时至今日，其中的思想精华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
在今天，我们通过对道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并使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赋予其时代
意义，从而引导人们超越世俗的名利地位或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不为物累”、“安时处顺”，以
“体道”、“悟道”为价值目标，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实现心理平衡，并在生活工作中为我们所用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道生万物，顺道而为的朴素精神    “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范畴，道家认为，“道”
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又是统领、支配天地万物和人的法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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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由于“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规律，因此人们必须遵循道的规律来行动：“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尊道”而“不敢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不强作妄为，以求达到“无为而无不为
”的效果。
《庄子·养生主》中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强调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重要性，启示我们
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进而利用为我们所用。
    （二）率性而为，探究真理的人生旨趣    《庄子·至乐》篇中说：“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
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
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这句话告诉我们，万物各自有自己的特性，各有好恶长短，应该充分认识和应顺万物的自身规律。
任何事物都是自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无待”于任何力量的主宰。
    《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在庄子看来，“技”主要是谋生的工具，它是
与世俗的功利联系在一起的，而“好道”、“率性”则是超越了功利层面而达到了精神的升华和人性
的觉醒，它蕴涵着一种乐于探索的可贵精神。
    （三）包容万物，公正无私的人生倾向    宽容精神是道家学派的共同倾向，《道德经》说：“圣人
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一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圣人能够包容一切，兼收并蓄，因性而治，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庄子》认识到个体的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故书中强调“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淮南子》亦强调
应充分认识人才的特性，使天下之才“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无可弃者”。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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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贵水编著的《道家的生存之道》内容介绍：道家强调要顺应自然之道，遵循客观外界的规律，又强
调率性，即顺应人的内在本然之性，重视个性的发展。
要与“大道”这一自然社会的总规律相适应，在这一前提下发展自己的本性，而不能随心所欲，强作
妄为。
这一思想为个体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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