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破玄（道经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破玄（道经卷）>>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4831

10位ISBN编号：7549504830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广西师大

作者：王扉

页数：3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破玄（道经卷）>>

前言

向老子学习幸福活法王扉现在可以说了。
很多人都好奇我身为“创刊元老”，为什么会在2005年选择离开如日中天的《凤凰周刊》？
当年我在《凤凰周刊》分管两岸报道、读书以及评论，同时对口负责周刊与凤凰卫视主持人事务部、
公共关系部的业务对接，并且还身兼了周刊旗下一家子刊《凤凰·选美》的执行主编。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很清楚，在我最后选择离开的那天，孙谦社长和我在《凤凰周刊》当年的乒乓球
室内有过一次闭门长谈。
选在乒乓球室，很显然，孙总不是以社长身份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而是希望以球友、教练的身份来推
心置腹。
在那个同事基本都已下班散去的傍晚，我们在职场成长、自我管理等诸问题上交了心，但在我个人的
去留问题上还是没有交集。
孙总甚至提出如果我愿意留下来，他将报批凤凰总部任命我为“港澳台部”主任，在我原有负责两岸
报道的基础上，将香港、澳门的报道也统管起来，成立周刊的“港澳台部”⋯⋯那天，孙社长说了很
多过来人的体己话。
待遇、事业、感情，三种留人方式，他都在他的职权范围做到了极致。
但就在这次和孙总的长谈里，我对自己的心之所求也看得更为清楚：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善于表达、
善于沟通、善于领导，并且能够通过著书立说分享智慧、独立赚钱的人。
只有离开，我才能做到我自己，才能不至于罩在凤凰的光环下看不清内心的能量。
我离开凤凰后，暂别了在深圳的舒适环境，去了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做了四年“北漂”。
从2005年到2008年，这期间我抱着学习的心态，一方面出入国务院新闻办、国台办、发改委、外交部
、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国家部委，跟中国顶尖的官员打交道；一方面出入北大、清华、人大等
在京高校、院所，和中国顶尖的学者进行交往。
在那种环境下，我的眼界、思想乃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6年，由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担任“荣誉院长”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次面对媒体（大中华
地区）中高层管理人员开设EMBA“媒体公益班”。
我成了55个幸运的媒体人之一：念书清华园，而且不花钱。
高处相逢意，青梅煮酒情。
后来，清华的这个EMBA媒体班公益项目，有跨国公司进来赞助冠名，于是一年一年地开办下来了。
于是，我们班就被尊为“青梅（谐音：清媒，即清华媒体班）一期”。
而我的对外头衔上也多了一项：清华EMBA媒体联盟成员。
选择即命运。
有舍才会有得。
有不为才能有所为。
放下才能走得更远。
只有弯下身去，才有再次的跃起⋯⋯这些话听起来可能老套，但能谨记在心并“堇而行之”的人，一
定可以成为能凭一己之力为人生开创局面的人，成为“西方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所言的良好的自我管
理者，也就是《老子》一书中所说的“闻道”的“上士”。
我不敢说在2005年的那个傍晚，我就已经看到了我随后的五年内将经历的一切。
我将在5年内完成一个普通媒体人的蜕变，在这个变动的年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活法：能够写书分
享国学智慧，能够演说赢得公众的喝彩，能够帮助企业解决成长的烦恼，能够做一个幸福国学的阅读
推广人，做一个内心幸福满满的人⋯⋯我不敢说在2010年获聘成为国内多家企业的管理顾问、战略顾
问之后，我就已经成了我当年心之所求的那个人：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善于领导，并且能够通过著
书立说分享智慧、独立赚钱。
但我知道，经过我这么些年的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
老子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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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说的是，我能走到今天，就是托老子的福。
拜多年来熟读《老子》经文之赐。
我曾说过，所谓国学，就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学。
而老子，则是国学长河的源头活水。
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安身立命的哲学。
所以，每个中国人都需要读《老子》。
特别是在当下这个变动的年代，被深深危机感和焦虑感紧紧压迫着的人们，读老子可以让你们找到精
神家园的安适，找到幸福的真谛。
比如，“少则得，多则惑”。
人们以为享受越多越好，但纵有大厦千间，夜眠只需八尺。
“五色令人目盲”，过多的欲望会令人心盲。
真正的幸福是安平泰乐，是长久的内心平静。
而非此一时彼一时的物质欲望和杞人忧天。
当然，如果身为管理者、领导者，那就更需要精读老子。
读老子，可以找到管理的真谛。
治大国如烹小鲜，以无事取天下，通过最少的管理做最好的管理。
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
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多位帝王读《老子》最给力，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顺治帝等都有御
注《老子》流传。
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都和以《老》治国有关。
我曾经写过一篇管理随笔《为什么古人能把中国做大》，在媒体上发表后反馈很多。
其中不少就是来自企业的管理者、领导者。
因为，一个真正的管理者、领导者，他们脑子里每天都在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如何把企业/事业做大
？
如何让生命向更高处迈进？
其实，大道至简。
简单的管理往往就是最好的管理。
EMBA的核心课程《组织行为学》的要义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别人
；“管理”好组织系统。
但怎样做到这三者的良好管理，进而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他山之石是可以攻玉，但向内求才是对症解决管理中国人的中国式管理。
记得我曾经在某本西方的财经图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有人问一位成功的出版商：“决定一本书价值
的诸多因素中，什么是最重要，最为读者看重的？
”出版商给的答案是：“要看作者，他是否言之有物而且又有能力将思想生动、完整地表达出来。
但最重要的是，作者本人是否就是活用书中思想的践行者。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这部《破玄：老子的密码》绝对属于这位出版商所定义的有价值的书
。
这部书的“德经卷”在2010年面世以后受到的欢迎和得到的荣誉，也佐证了这位西方出版商的说法。
如今“道经卷”完成，德道合璧，终于对热心的读者有了交代。
我很高兴能写出这样的一部书。
我相信我写出了我自己内心真正观照到的老子智慧，指导我不断清零去迈上生命更高处的大道启示。
我也希望把我向老子学习幸福活法的一些领悟，来和大家分享。
老子不老，商道维新。
幸福活法，高处相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破玄（道经卷）>>

内容概要

　　《破玄：老子的密码》（道经卷）是继2010年版《破玄：老子的密码》（德经卷）之后的完结篇
，德道合璧，是国内第一本以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老子》抄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
汉帛书本为底本，经作者精心勘误、校订，并加以评析、讲解的《老子》读本。
国内第一本以时尚笔法对鲜为人知的《德道经》进行全译、通解的著作，全面颠覆世人认为《老子》
就是《道德经》的错误观念，恢复长期被误解、被误读的《老子》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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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扉，别号砚池堂主人，“国学才子”。
知名学者、作家，“幸福国学”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清华EMBA媒体联盟成员。
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周刊》“创刊五君子”之一。
香港《大公报》前资深记者、专栏作家。
现为多家华语媒体的特约主笔、顾问，从事自由写作以及国学推广等工作。

王扉先生兼具传媒和国学的专长。
传媒方面，他在香港媒体工作十年，曾连续四年参加温总理记者会，为《凤凰周刊》摘取世界华文报
告文学奖，在《大公报》内屡获最佳写作奖、最佳报道奖。
国学方面，在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国内多个城市做过学术讲座，著作《破玄：老子的
密码》入选人民网、人民日报年度“最有影响力的60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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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应该这样读
看冰心龙应台用“老子”谈情说爱
《老子》是历代精英的私爱
给一位大学日语老师的信
给法律人青山、曹呈宏的信
帛书《老子》“道经”原文
葛洪《神仙传》对老子的记载
代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后记：给自己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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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坦白地讲，我曾以为老子比孔子年长是已解决了的学术公案，属于文化常识，是不用
多费口舌来申论的。
结果，我错了。
至少近年来敝人遇上的三桩事三个关键词可资证明——第一桩，关键词：饭局。
2010年夏天，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的一个饭局上，遇到某大报的一位资深文化编辑。
他听主人介绍我是研究老子的，于是很认真地问我：你认为是老子比孔子年长，还是孔子比老子年长
？
我反问道，你认为呢？
他很深沉地跟我说，其实是孔子比老子年长。
我说，了解，你的看法是从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诸位先生中的哪一位那里来的？
他们的论点早就被胡适、徐复观、陈鼓应等人批驳过了⋯⋯第二桩，关键词：名家论坛。
也是这一年的夏天，某日我在家收拾屋子，开着电视做背景音。
无意间看到某个台在播“名家论坛”。
开讲的是一位“长衫先生”，正在大谈国学精义、诸子百家。
那一讲刚好是在讲道家。
只见这位长衫先生清了清喉咙，一张嘴就是道家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杨朱，第二位是老子，庄子排第
三⋯⋯我闻之先是震惊万分：这位“长衫先生”难道只看了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就出来显
摆了？
难道他不知道那是本“错误百出”的粗浅读物吗？
然后，就是想笑又有点笑不出来：这样的妄人谬论，如此大剌剌地得以流传，暴露的是电视时代媒体
人、学人的普遍浮躁、弱智，以及不读书。
第三桩，关键词：钱穆。
2011年初李敖大批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其中意外扯出倍受龙应台推崇的钱穆。
李敖以他一贯的谐谑口吻称钱穆这样的“大牌学者”不过是“大言欺人”，其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
》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李敖举的例证是钱穆曾大力鼓吹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
如果没有人“盗墓”，不少人就这么被钱穆骗过去了。
但在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竹简兵书，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
孙膑《兵法》⋯⋯李敖笑称，即使我们现在发现钱穆头脑不及格，又能拿他怎么办呢？
钱穆反正已经成名了。
顶多只不过孙膑不够老钱的朋友而已。
看到这一节，我很感慨，在此也给李敖大师的说法作一点补充。
对于钱穆而言，何止孙膑不够朋友，庄子同样也不够朋友。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不仅否认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说法，而且考定老子在庄子之后。
结果也是挖古墓的同志太给力。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本帛书《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的战国楚墓又发现了楚简
《老子》三种。
于是，“在20世纪老学研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钱穆“老子晚于庄子说”也被推翻，被证明是“站
不住的瞎扯淡”。
其实，关于老子是否晚出，在民国时期曾是个文化公案。
这个议题是由梁启超挑起来的。
在他的《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他先是将老聃其人和老莱子、太史儋混淆起来，认为
老子到底是谁，《史记》记载并不清楚。
这一观点讹传至今，不少的有关老子的专著仍在说，老子其人，司马迁的《史记》就已搞不清了。
接着梁启超又将老子之书置于《论语》《墨子》之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则是先讲儒家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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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讲战国百家时才把老子嵌上去；钱穆更是将《老子》置于孟子、庄子之后，这就彻底颠覆、解构
了老先孔后的传统立场，的确是标新立异的、所谓的“重大学术发现”。
不过，真金不怕众口铄。
一票民国学者再大牌再大嘴巴，也大不过事实：一、梁启超的观点是读《史记》原文过于粗心所致。
司马迁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老莱子就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
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
一个“亦”字，明确点出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
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说老莱子著书15篇。
可见不是同一人。
至于太史儋，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他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在《史记·秦本纪》
中记述太史儋无著述。
很明显，在司马迁心目中这老子、老莱子以及太史儋，是三个不同的人。
对于有传言称太史儋即老子，司马迁只是有闻必录、异说并存，“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而“老子
，隐君子也”才是司马迁的认定。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老子、老莱子以及太史儋三人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
二、冯友兰的观点只是经不起推敲的一种推测。
冯友兰认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并认为老子的文体是简易之“经”体，所以当在问答体的
《论语》《孟子》之后。
这种观点的荒谬在当年早就被胡适等人批评。
如果依照冯的“文体说”，那么《诗经》岂不是也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了？
至于断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其实孔子就说过自己“述而不作”（只阐述而不著述），说
明在他之前包括与他同时，定有私人著述之事，只是他本人没有意愿而已。
例如，孙武的《孙子兵法》等私人著述就是在孔子之前问世的。
1958年，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的自序中就明确指出，冯友兰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时
人所作，提出的论点“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
三、钱穆的观点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前文已作过解说，在此就不重复了。
钱穆认定老子晚出的观点，除了见诸其《先秦诸子系年》外，还可见其著《国史大纲》第二编《春秋
战国之部》中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其观点对后辈学人的影响力不下于梁启超、冯友兰。
比如写《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的李零，认为老子对礼的否定必定在孔子尊礼之后，故
老子学说晚于孔子。
这就是师承冯友兰、钱穆一路上来的。
另关于孔子学礼于老子一事，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以外，《礼记》《孔子家语》《吕氏春秋》《淮
南子》等古籍都有记载，并非孤证，故当可信。
《庄子》一书中涉及孔子见老子的记载有8条之多，因《庄子》中的故事多虚构寓言，故这些记载不
足为凭，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以前的人们，对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认定，是老子大于孔子的。
总之，诚如胡适先生所言：“我认为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弄晚了几百年的那批人的证据，实在
不足深信罢了。
”（《胡适口述自传》）老子与孔子同时代，同时他还是孔子的前辈。
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有关“丧礼”。
老子自著的《老子》，形成于春秋末期，曾对《孙子兵法》《论语》等书有过影响。
当然，今本不免有后人重编时增删或古注羼入的情形。
对于这些后人伪增的个别字句，这就需要阅读者来加以甄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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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给自己的一封信有位读者给我留言说，读懂老子是一种福分。
而我想对自己说的是，读懂老子，你会更了解你自己。
没有任何事情比了解你自己更重要。
了解你的身体。
了解你的心性。
了解你的勇敢和胆怯。
了解你的需求和欲望。
了解你的快乐与悲伤。
不要总是匆匆地去追赶别人的脚步，静下心来好好看看你这张在岁月中逐渐变化的容颜。
你的特质，你的过往，必定是住在你的肌肤里的。
你内在的肤浅和强大，都在你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中显露无遗。
西方人说，每个人过了三十岁以后，都要学会对自己的容貌负责。
内心邪恶的人会看上去越来越邪恶；内心大善的人会看上去越来越善良。
老子云：“载营魄抱一，能毋离乎？
抟气致柔，能婴儿乎？
修除玄监，能毋疵乎？
”一个人皮相的端庄好看，是和他心智的从容明达分不开的。
一个人气场的大小强弱，是和他的内涵风骨分不开的。
你曾经喜欢过一些人一些事一些话，走过山一程水一程的风雨旅程。
感谢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话，感谢那些风雨兼程中的奇妙缘分。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保持健康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
懂一分养生，明一分贵生，知道什么最有利于自己的身心。
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
唐代布袋和尚有偈日：“手执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
”2009年，你从职场退到了书房，从光鲜闪亮的媒体人退到了闭门即深山的读书人。
在这个资讯全球化、交流即时化、表达碎片化的年代，念书的、看书的人常有，而真正的读书人不常
有。
你说，念书的人多是为一纸文凭，看书的人多是为职业所需。
充其量都只是修业。
而对于古代中国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进德，是为了心境澄明，安身立命。
在这个众声喧哗、乱舞春秋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是有福的。
能和世界最智慧的那个老人谈谈是有福的。
心定才能气闲，宁静才能致远。
才能不迷失，不抱怨，才能有强大的看清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才能够得到身心的自由。
有人说，在现代的中国，我们赶早回晚，我们制定方向和实现目标，我们坚持与担当，我们卖笑或者
卖春，我们忍受与宽容，我们爱与被爱，我们等等等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财务自由、人身自由、感
情自由、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对自由无限向往，却无时无刻不活在世俗的种种束缚之中。
宋代大诗人杨万里有诗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老子云：上善若水。
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
每一个内心强大的人都是一支打不垮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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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高幸福感的人都懂得像水一样的自由。
不与人争与己争，做一个上道的人。
保持赤子心态，保持生活与事业的平衡。
绝伪弃虑，积德入道。
享受快乐，事遂功成。
王扉于201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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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必读的耳目一新之作本书展现了作者的巧心慧思与博学多闻，而且生动有趣，给了我们一个全新
的视角未了解老于。
让人眼界大开，自见真性。
林语堂曾说过，看过《老子》的人，第一反应，便是大笑；接着就开始自嘲似的笑；最后才人悟到这
才是目前最需要的教训。
——陈淑琬这年头，愿说老子、敢说老子，已经是少数民族，能说得好说得巧，更是稀有动物了。
王扉就是这样的一个稀有动物，很少见这样博学又认真的人了。
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去说老子，其实有相当的难度，我看了数月下来
，有时紧张得捏把冷汗。
在作者的刺激下，我不由得再次思考老子与古典中国的身世之谜：我们是谁？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又将走向何方？
——陈念萱作者带领读者回到先秦与老子作了一趟跨时空的对话。
中华帝国的起源、治理、宗教、文字以及社会心理，也都在本书里一一呈现。
没有一个作者像王扉，给我这么多来自经典庙堂和民间田野的智趣体验。
他让我对老子和道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新的看法。
——赵曼丽老子的思想，是中国人无法抗拒的修身处世之道。
所有的EMBA、决策者、领导者都应该读《老子》，领悟“无为而无不为”、“无事取天下”的帝王
术。
《破玄：老子的密码》就是这样一本很好的入门书。
——方丹孔子曾感慨：“鸟，吾知其能飞也；鱼，吾知其能游也；兽，吾知其能走也。
至于龙，吾不知也。
今见老于，其犹龙乎！
”老子是每个中国人心底隐藏的一条龙。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悦读老子，而不是误读老子。
破玄解码，破的第一个玄就是《老于》不足《道德经》，而是《德道经》。
这本书是国内首本老子《德道经》的无障碍悦读良品。
——王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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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破玄:老子的密码(道经卷)》：“让玄秘的《老子》不再费解。
十五分钟，让你爱上《老子》⋯⋯”王扉的《破玄:老子的密码(道经卷)》和市面上汗牛充栋的解老书
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迷信旧注与权威，在占有大量最新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以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帛书老子为底本，对《老子》一书中存在的大量争论不清、玄之又玄的谜团，进行了全新的有信服
力的破解和阐释。
作者以古考古，以古论今，全面考察和认识《老子（德道经）》思想价值，阐发了大量耀眼的真知灼
见。
同时，作者在传道解惑中特别注重贴近大众，视野开阔，笔法灵活多变，使讲解清晰好懂。
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灵动时尚的解经笔法，使得该著作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有较强的可读性，
可以作为专家学者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上古思想的通俗读物。
让阅读《老子》成为一趟中国上古思想探秘、解码的趣味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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