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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曩者，先大夫谓曰：历代典籍浩如烟海，故善读者必有择焉。
惟《老子》一书不可以不读。
设能通其一章、悟其一字，必将大有利于立身济世矣。
闻之窃喜，以为从此尽得读书之秘也。
遂私读之，竟不能通。
及壮，遍假历代批注再读之，虽能仿佛知之矣，终有一字难明、一句难通、篇章难贯之叹也。
乃自谓《老子》一书固难通悟，从此未读。
　　吾友郑君伯森先生，吴人也。
雄才健笔，好思善辨。
著书论道，时有非常之说、惊世之论，素为同侪称道。
今有《老子释义》一书行将问世，诚哉洵类乎此。
　　戊子杪，书既成，蒙君不弃葑菲，得先睹之快。
既读之，则大有《老子》一书论道述德原本如此之感。
茅塞既开，而往昔读《老子》每有之叹尽扫矣。
其所以者何？
要而言之，有其三焉：　　一曰注字斩钉截铁，一贯始终。
　　例如何为“道”？
道者，自然之规律也。
何为“德”？
德者，人之行为法则，即自然规律在人心中之具体表现是也。
如此等等，可谓一字既注，全书豁然明白矣。
　　二日解句提要钩玄，正本清源。
　　诸如何为“无为”？
无为者，不违反自然规律之谓也。
何为“为无为”？
即做不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然则孰为“小国寡民”？
解日：不足为虑之谓也，决不是老子的理想王国。
至于何为“不相往来”者？
告之殊非不相交往者也，盖因国民既得其所、乐其业、甘其食，自无从此国往归彼国或者从彼国来归
此国之必要矣。
凡此种种，可谓一句既解，《老子》真谛昭然大白矣。
　　三日著书架构奇特，独树一帜。
　　《老子释义》一书，凡八十一章，每章必先树标题，所以挈其纲要，俾使读者大概于胸。
继而各以“译文释义”、“注释”和“札记”三者分而解之。
“译文释义”一则，务求浅显明了、能看易懂，贵在通俗；“注释”一则，务求揭示难点、杜绝歧义
，贵在准确；“札记”一则，乃作者据文考证、道其所以、抒其所感，故良多匡谬正误之证、道古说
今之论、己见独创之辨，实为全书点睛之作也。
　　嗟夫，《老子》读本迄今亦多‘矣哉！
惟《老子释义》一书异乎众矣。
窃谓《老子释义》一书既出，读之者不复有佶屈聱牙、望而生畏之苦矣；读之既众，必将大有益于国
学之普及和深入。
《老子释义》一书既出，不复有破句断意、顾此失彼之苦矣；读之既深，必将大有益于《老子》一书
之研究和理解。
至若是书或有诸多异于往昔名流大家之说解者，亦固见仁见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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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可喜乎学林多此一鸣，社会添此一言，值此国昌民顺之际，其于“争鸣”、“齐放”之道，无疑
乎弘扬实多、光大益炽矣。
　　伯森先生屡命作序，却之以为不恭，漫胡数言以应之，序云何哉！
　　己丑春日越人禹照写于壮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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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伯森所著的《老子释义》内容简介：老子在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以一种悲苦的心情劝谏统治者，
对老百姓不要过度盘剥，也不要为了一己私利去发动战争，不要弄得民不聊生，他从哲学的角度，提
出一套无为的政治智慧。

《老子释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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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道，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第二章  在认识事物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其对立面
第三章  治事要治根，为无为决非什么都不做
第四章  自然规律客观存在，深邃无底、取用不尽
第五章  圣人治理天下当遵守自然规律，不可厚此薄彼
第六章  道似空间永存不亡、用之不损
第七章  政治家必须无私才能成功
第八章  德高者如水，利民利事而不争
第九章  适可而止是防止物极而反之道
第十章  人的肉身必须与思想合二为一
第十一章  有是物质，无是空间
第十二章  人活着到底应该为什么和不为什么
第十三章  天下只可托付给爱民重民轻己的人
第十四章  绳绳不是冥冥，而是小心谨慎
第十五章  为官者的德才标准
第十六章  遵循自然规律才能长治久安
第十七章  最好的当政者并不以政事扰民
第十八章  不遵循道就不可能有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断非杜绝圣贤抛弃智慧
第二十章  求道者的自白
第二十一章  孔德就是通德
第二十二章  保全之道唯在不争，不争之道要在知足
第二十三章  当政者不能违道扰民而只能循道治理政事
第二十四章  有道者杜绝一切过分的行为，绝不唯我
第二十五章  归根结底，道就是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律
第二十六章  百姓是天下的根本，治天下者当以百姓为重
第二十七章  高明者治理天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第二十八章  完善的制度决不会损害人民、也不会损害财物
第二十九章  不可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去操控天下政权
第三十章  懂得自然规律的人决不以武力逞强于天下
第三十一章  战争不是君子所应该运用的工具
第三十二章  任何人都不应该做名分规定以外的事情
第三十三章  肉身去世但精神尚存的人才算长寿
第三十四章  不自大者才能成就大业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说的是抓住道的一点皮毛
第三十六章  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才称得上精明
第三十七章  以遵守自然规律制止违道之欲望则天下安定
第三十八章  循道修德贵在注重道德的实质内容
第三十九章  一，不可以被解作道
第四十章  相反是自然规律的运动，故择弱而处才能长存
第四十一章  认识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而必须洞悉其内部本质
第四十二章  自然规律就是对立统一之道
第四十三章  崇尚风的精神，学习水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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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懂得适可而止，才能长存久安
第四十五章  为妄动者敲响的警钟
第四十六章  知足知止，老子的智慧之光
第四十七章  重体认、重思考和重领悟
第四十八章  为道日损说的决不是知识要一天比一天减少
第四十九章  圣人以百姓心为心，这才是民本位的正确理论
第五十章  善摄生者不怕死，他们没有致命伤
第五十一章  亭之毒之当被解作调之治之，玄德就是全德
第五十二章  物质才是天下万物的本源
第五十三章  只要走正道，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误人歧途
第五十四章  修道建德，个人的修为是人生的基础
第五十五章  认识自然规律、懂得保持平和柔顺才叫做聪明
第五十六章  玄同，就是与大自然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
第五十七章  以身作则，用正当公平不偏不倚的方法管理国家
第五十八章  政宽民厚、政苛民怨，祸福无定，循道者不迷
第五十九章  不浪费人力物力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第六十章  其鬼不神与两不相伤之真义
第六十一章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历来被专家教授所误解
第六十二章  自然规律是天下万物的主宰，献重礼不如献道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当被解作：做不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第六十四章  防患于未然，做大事当从小处着手
第六十五章  将以愚之和愚民政策无关
第六十六章  不争是自然规律的主要原则
第六十七章  慈就是仁，老学与孔学并不对立
第六十八章  善为事者不违道，善为人者不背德
第六十九章  不得已而应战，心怀慈悲大爱者能出奇制胜
第七十章  老子和《道德经》都是一块用粗布包着的美玉
第七十一章  只有痛恨不懂装懂，才不会去犯不懂装懂的错
第七十二章  老百姓不怕官威则官威扫地
第七十三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原喻自然规律
第七十四章  司法独立之见，古已有之
第七十五章  老子教你三不可
第七十六章  刚亡柔存
第七十七章  人道当循天道：抑高、举下、损有余、补不足
第七十八章  识道容易行道难
第七十九章  以平等的合约为依据治理民政是消除民怨之道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是老子的理想王国”纯属误释误解
第八十一章  圣人的行为法则是：有所作为而不与别人相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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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子不是天子党人，老子也不是诸侯党人。
老子与党派争端无关，但老子却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精神领袖之一。
老子不是唯心主义者，老子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老子与学派分歧无涉，但老子却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
　　《道德经》不是伦理学说，《道德经》更不是兵书。
但《道德经》却是一部哲学著作，一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哲学著作，一部人类史上用字最少、含义
最深刻的哲学著作。
　　我第一次通读《老子》，那是1977年的事情。
那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所编撰的《老子注释》，内附《老子》通行本。
因为我相信有机会读到通行本的人应该最多，所以本书选用通行本作为底本。
如非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进步，我很难有机会在后来陆续读到汉朝的河上公本、魏晋的王弼本、马王
堆帛书甲本和乙本、郭店楚墓竹简本。
在当时，这简直是梦寐难求的事情。
但有时候，梦想毕竟也会成真。
因为这决非某一个人的奢望，这毕竟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
浏览罢上述各本，虽然我无法考证哪个版本原字原文最多而增字删字改字最少，但是，一次又一次地
读到古今文人学士、专家、教授一处又一处的误注误解，传承至今继续误人子弟，我终于不能无动于
衷。
这些误注误解，小到片言只字，例如：第十四章“绳绳不可名”的“绳绳”，第十九章“绝圣弃智⋯
⋯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的“绝”，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的“孔”，第四十八章
“取天下常以无事”的“取”，第五十一章“亭之毒之”的“亭”和“毒”，第五十六章“玄同”的
“玄”，第五十九章“长生久视之道”的“视”以及第六十一章“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的“以”
和“而”等等；大到连篇累牍，诸如：第一章、第十九章和第八十章的整章内容，或者望文生义，或
者胡猜乱估，无不以自说自话曲解老子的原意。
致使笔者不得不根据现有的文字在各章札记中逐一提出异议，并逐一找出相关的依据，据理加以勘正
。
　　还《道德经》以老子原意，使其不再以谬传谬继续误人子弟，并使确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至
被金涛银浪所淹没，也不至被中华儿女所遗弃，这就是我年复一年迄未了却的心愿。
　　华人爱老子，惠及洋人。
事实上《老子》的外文译本已经有八百几十种之多。
古今文入学士专家教授误注误译《老子》，误及洋人。
　　事实上没有正确的《老子》白话译文，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老子》外文译本。
由此可知，正本清源，还《老子》以本来面目之必要，不仅关系到十几亿中华同胞，而且影响着难计
其数的海外朋友。
不可不慎之又慎。
　　华人读《老子》，全能读懂者少而不求甚解者多，善始善终者少而虎头蛇尾者多。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读《老子》，一遇疑难之处不得其解，便开始纳闷迷惑；再遇疑难之处不得其解，便只
能权且因袭古人或者前人的注释，否则便读不下去。
至于那些不肯轻易因袭者，那么，往往也就只能选择半途而废了。
他们认为：《老子》高深莫测、艰涩难懂，不是具一般文化水平者所能够理解。
其实，这种天大的误会与《老子》长期以来被误解、误释不无关联。
　　没有人不承认：《老子》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
照理，朴素的内容应该配以朴素的解释，浅白易懂。
尤其是书面文字一旦变成口头语言，连文盲都应该能够听得明白。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子释义>>

但是，可惜可悲可遗憾的是，朴素浅白的原文，在古今文入学士、专家、教授的努力之下，却变成了
使普罗大众望而却步的甲骨文。
一部完整的《老子》竟被割裂成支离破碎、前后不能一致的残简断章，散落尘世。
　　有鉴于此，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读《老子》大可不必心怀恐惧，但万万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
景。
《老子》用字遣词都是当时的常用字、常用词，通俗达意，决不冷僻。
《老子》行文平实流畅、浅近易懂，读来并不佶屈聱牙，更非高深莫测、晦涩难解。
读者只要不为古今文人学士、专家、教授的牛角尖所困，必能得到《老子》的真谛。
为了使更多的同胞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老子》的入门从而看懂《老子》，也为了找回《老子》的原
意真义，从而不负老子立言的一片苦心。
笔者特撰此引言，俾便有所助益于读者，并藉此告诉大家：　　道，不是道路，不是道理，也不是方
法或者学说。
在老子的八十一章《道德经》之中，道，就是自然规律。
道，就是自然的法则。
　　德，就是自然规律在人心中的反映，也就是人心中的行为法则。
　　名，不是姓名，也不是名位，而是事物的名称。
　　常，作为形容词可被解为平常的；作为名词可被解为事物的普遍性。
常，被指代为道时，应该被解作普遍规律。
　　非常，作为形容词就是不平常的。
　　常无欲，经常保持无欲的状态，能客观地认识事物、看待问题。
　　常有欲，经常心怀欲望，便易陷入主观，不能客观地认识事物、看待问题。
　　无，就是无形的空间。
　　有，就是有形的物质。
　　一，就是一种物质，也可以是自然界中任何事物的对立统一体。
　　无为，就是不违反自然规律。
　　为无为，就是做不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玄同，就是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几近全同。
　　玄德，与孔德同义，也就是通德、达德或者全德。
　　小国寡民，意在不必以此为虑。
因此，决不是老子的理想王国。
　　结绳，断非老子留恋结绳记事之原始或者纯朴，从而提倡回归原始社会。
事实上，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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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释义》一书，凡八十一章 ，每章必先树标题，所以挈其纲要，俾使读者大概于胸。
继而各以“译文释义”、“注释”和“札记”三者分而解之。
“译文释义”一则，务求浅显明了、能看易懂，贵在通俗；“注释”一则，务求揭示难点、杜绝歧义
，贵在准确；“札记”一则，乃作者据文考证、道其所以、抒其所感，故良多匡谬正误之证、道古说
今之论、己见独创之辨，实为全书点睛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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