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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子所作，是道家开山立派的经典，更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源泉。
可是，两千年来，人们对《道德经》的思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那么，作为普通人，怎样才能找到进入《道德经》的门径呢？

　　曾仕强教授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和精确的理解。
《道德经的奥秘》就是曾教授帮助大家轻松进入《道德经》堂奥的一大力作。
本书中，曾仕强教授指出《道德经》主要讲述道与德。
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德是道在人身上的表现，道是本体，德是用体。
同时，曾教授对无为、知道、无中生有、无知无欲、智慧与阴谋、柔弱与刚强也做了独到而深刻的解
读。

　　曾教授认为，《道德经》和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子写作《道德经》的目的，就在于为高等智慧的人解释《易经》中的“天之道”。
老子所提出的“反者道之动”就是《易经》中所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一现象的背后规律。

　　曾教授说，中国人的幸福依赖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恢复，并在每一个人的行动中体现出来。
追求物质的满足，获得心灵的安宁，是现代人永恒的追求。
曾教授的《道德经的奥秘》，正是为处于忧虑和迷惑中的人们指出了幸福之道。

　　背景
　　1938年5月，侵华日军包围了中原一座古城，见城中有一高耸的建筑物，疑为重要指挥部门。
攻城开始了，日军向这座建筑物连连发炮，令日军惊诧的是，在城里一片硝烟中，那座建筑物却巍然
不动，发出的13发炮弹，竟然没有一颗爆炸。
这座高台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打到这里的炮弹都没有爆炸？
这座古城，又是哪里的呢？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曾仕强先生，带领我们走进：河南鹿邑，老子故里。

鹿邑位于黄淮大平原，中国河南省的东部，豫皖交界处，是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邑，春秋时期称
为“苦”，历史上曾称过“鸣鹿”、“真源”、“谷阳”、“仙源”。
至公元1265年，元朝至元二年时，改称为鹿邑，延用至今。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就诞生在这里。

　　2012年金秋，台湾著名学者曾仕强教授，来到了老子的故乡——河南鹿邑，在鹿邑县县长朱良才
的陪同下，参观了老子故里的太清宫、老君台等文化遗址。
如同回到自己的故里，他说：“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面，有一大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
是老子的思想。
一个人来到老子的故里，自然会想起很多跟老子有关的东西，我也不例外，所以觉得格外地熟悉和温
暖。
”
　　2012年10月13日，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曾教授主讲的《道德经的奥秘》在号称“一所无所
不包的大学堂”——旅游卫视《泰学》栏目震撼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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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仕强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旅游卫视《泰学》栏目首席主讲人
　　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
　　人类自救协会理事长
　　台湾交通大学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台湾兴国管理学院首任校长
　　著有《中国式管理》、《如何在36岁以前成功》、《易经的奥秘》、《胡雪岩的启示》、《论语
的生活智慧》、《现代易学院》系列、《曾仕强点评三国之道》系列、《易经的智慧》系列等数十种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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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封面故事
专题片　河南鹿邑　老子故里
第一集　鹿邑现场讲座：《道德经》与人生
第二集　老子传道
第三集　上士闻道
第四集　人生的价值
第五集　究竟何为道
第六集　反者道之动
第七集　智慧与阴谋
第八集　柔弱胜刚强
第九集　无为无不为
第十集　知识与知道
第十一集　无中生有
第十二集　人生有三宝
第十三集　有道必有德
第十四集　以德治国
第十五集　无知无欲
第十六集　如何明道
第十七集　上善若水
第十八集　为人类谋福
后记
专题片　河南鹿邑　老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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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生苦短。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活得有价值。
但是人生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老子的《道德经》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行道。
那么道在哪里呢？
老子说“道法自然”，既然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那老子为什么不直接说自然，而要说道呢？
 老子的道，讲的就是自然。
可是自然中万物俱存，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都是自然。
这样，就不容易找到一个统摄万物的焦点。
因此，他用“道”来代表所有的自然物。
那自然里面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大家一想就知道，叫做无私的奉献。
小草到了春天就开始萌芽，开始生长，但生长以后并没有只为自己，就算牛羊过来吃它，它也不跑，
再说它也跑不动。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它不是不愿意跑，也不是不敢跑，而是根本就没有跑的概念。
“你要吃我，那就请吃吧”，它没有抱怨，什么都没有做，这就叫自然。
再看那些潺潺的流水，滋润土地，滋养生物，但它无求于受它恩惠的任何生命。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无私的奉献。
 由此可见，人类的价值何在？
人类最高的价值就是如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求一己之恩泽。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人群的一分子，如果每一个人都敬奉着天地，来为整个人类做出奉献，那这就是无
比的生命价值。
 可是很多人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觉得人本来就自私
，不自私能活命吗？
认为人不自私，连老天都不放过，都要天诛地灭。
其实这句话长久以来都被解释错了，因为这不符合自然，不是道。
道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是尽其本性而已。
树叶遮挡阳光，它自然遮阴。
人躲在树荫之下，它不会鸣不平，不会干预你，更不会收你的钱，也不会认为自己为人遮阴就很有功
劳。
那为什么人一定要自私呢？
既然万物都不自私，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自私其私，这说不过去吧？
其实，“人不为己”这四个字，要从“名可名非常名”的角度来看。
这里的“人”，并非指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所有的人。
这里的“己”，不是自己，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也叫做自性。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意思是说，如果人类不能够坚守老天，也就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人之所以为
人的本性，那人就不存在了。
那人不就是纯粹的动物了吗？
不就是天诛地灭吗？
所以，人的存在是因为有人性。
狗的存在，因为有狗性，猪的存在，因为有猪性，这才叫自然。
所以，这一句话跟自私自利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误解它，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跟这句话本身没有关系。
我们犯的错不能推到这句话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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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老子故里——河南鹿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蕴含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质朴的民风、厚重的土地
。
随着公元前571年伟大哲人老子在这里诞生，鹿邑、老子及其五千言精妙《道德经》浸润了浩瀚的中华
文化，尤其以唐代为盛。
唐是中国的盛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鹿邑作为唐皇室家庙所在之地，成为唐代长安文化、
洛阳文化和真源文化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老子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也是一张地域名片，更是一种精神象征，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老子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这片沃土之中，鹿邑人更因对老子的深厚情感而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民风
、思维和生活处事方法，道家文化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深深融人鹿邑的道德血脉。
从妇孺皆知的“道可道非常道”，到供奉于各户厅堂的老君塑像；从恬淡自然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的处事哲学，到民间“咱行的正，老君爷看着哩”的俚语，鹿邑无处不有《道德经》的熏陶，鹿邑
无人不以乡贤老子为荣。
老子因鹿邑而博大，鹿邑因老子而蜚声。
    文化的崇高使命是以文化人，文化最大的魅力不在于本身是什么，而在于告诉人们什么、影响人们
什么，在影响我们思维方式的同时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
把老子文化电视化，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观众走近老子，学习《道德经》，了解鹿邑，力求通俗、
直观地探寻和传递鹿邑乡贤老子的影响和魅力，为观众呈现～幅生动而真实的老子与鹿邑的全景画卷
，就是这种思考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部专题片的显著特色，更是本书最深刻的意义之所在。
    曾仕强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大家、长者。
2009年央视《百家讲坛》播出由曾先生主讲的《易经的奥秘》，深人浅出地把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展现在世人面前，他的睿智、学识、幽默和侃侃而谈的风格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真正领悟到了名
家的风度和大家的风范。
后来有机会拜读了凝聚着先生对中国古老智慧解读的《易经的奥秘》一书，对曾先生的景仰之情与日
俱增，渴望结而识之、亲而近之的心情成为一种夙愿。
特别是到团周口市委工作后，有机会邀请到了央视《百家讲坛》名师王立群先生、傅佩荣先生先后莅
周开设“周口市青年高端讲座”，邀请曾仕强先生解读《道德经》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渴望。
但因诸多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成为自己心头一大遗憾。
    天道酬诚，调离团周口市委后来到鹿邑这块圣地工作，使自己有机会继续未完成的传承文化夙愿，
倍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
2012年，通过清华大学邹群柱老师引荐，有幸认识了《百家讲坛》高虹老师、王咏琴老师，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借机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渴望和遗憾”，后得以引荐，终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
久的曾老先生。
曾先生认真听取了鹿邑站位于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积极融入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区的构想，对以
市委常委、鹿邑县委书记陈志伟为班长的县委、县政府着力老子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弘扬的战
略部署、总体布局、工作规划和项目安排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给予了充分认可，对我们渴望合
作，共同弘扬老子文化的愿望，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即明确表态义务担任鹿邑老子文化宣传形象代言
人，积极参与到弘扬老子文化事业中来，不遗余力，长期合作，深入发掘老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
通共融之处，积淀风俗民情，引领民心向善向上，让历史的瑰宝和文化的力量在新时期绽放光辉！
    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世界更加关注以“大气包容”为特征的老子文化。
传承老子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为更好地研究好、解读好、宣传好老子文化，曾先生不顾八十高龄。
多次深入河南鹿邑、灵宝、陕西西安、周至等老子西行所至之处，实地察访、校验古籍。
特别是冒着酷暑两次来到老子故里鹿邑进行多天的走访座谈，考察论证，收集资料，近三个月足不出
户，闭门谢客，整理文献，亲撰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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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五，在千年古城鹿邑明道宫老君升仙台下，千人齐聚，开设讲坛，现场录制大
型文化专题节目《老子与鹿邑》，通过对历史的追述和理性解析，用跨越千年的独特视角，深入解读
《道德经》对当代社会与生活的启示和影响，实事求是地探寻一位亦人亦神的圣哲大家，客观、真实
、生动地反映了老子成长的背景与足迹，还原出老子传奇经历的背后家乡鹿邑最真实的一个历史片段
，并结集文字，汇成此书，面向全球公开发行。
曾先生周密、严谨、细致、认真的治学态度，对老子故里情有独钟、无偿奉献的真挚情怀，对国学优
秀传统价值的敬畏与思索，给百万鹿邑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赢得了鹿邑人民的感谢与铭记，
这也是我们忘我投入的底气所在！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津津乐道的为学为文的至高境界。
昕曾先生解读老子及万经之王《道德经》，感受到了洋溢在字里行间中的思想力量，我辈在被深深吸
引的同时，深感先生俨然进入至高境界，正与圣哲老子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以老子及其《道德经》为主调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这心灵的对话中传承着、弘扬着、光大着，日益成
为一种普世文化。
    在高虹老师和李志峰老师的带领下，历经近一年阐鸡即起、通宵达旦的忘我工作，终于迎来了节目
播出和同名图书的出版。
我们的心情一如鹿邑美丽的深秋一般，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作为深受老子文化熏陶的鹿邑人民中的一员，本着“为而不争”和“不争而善胜”的原则，让史实说
话，对历史负责，让实事证明，还历史以本原，才无愧于先贤列祖及子孙后代。
曾仕强先生的力作，尊重客观规律，还真相于世人，既是对老子故里历史的梳理，更是对老子文化的
传递，凸显了老子这位鹿邑最伟大的乡贤对其故里不竭的支撑力量。
这段非凡的工作经历，已经成为我们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与片段。
坚信随着岁月的推移，这记忆一定如百年佳酿，历久弥香。
    非常感谢中共周口市委书记徐光，他高度重视、不辞辛苦，百忙中抽出时间专程到鹿邑现场指导，
并和曾仕强先生促膝畅谈，提出用真实而直观的画面，力求客观、平实地再现鹿邑厚重的历史，以及
老子思想对人们的启迪与引导。
衷心感谢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岳文海的大力支持，他多次会见摄制组总导演，给予我们悉心指导和无
私帮助。
    在节目的录制、本书的如期成册过程中，得到了周口市人大主任李洪民，周口市政协主席穆仁先，
周口市正市长级干部李绍彬，周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峰，周口市人大副主任董自辉，周口市副
市长田永红，周口市政协副主席杨瑶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他们的真知灼见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
用。
还得到了热爱并致力于老子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他们专程到现场给予帮助，为节目的录制和
这部著作的最终完成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能够有机会在老子故里工作，并受命撰写此书的“后记”，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和难事，因为
我深知曾先生在海外及两岸三地广泛的影响力、号召力和辐射力，也深知这部著作的厚重与深邃，更
自知才学浅陋，不敢班门弄斧、妄图虚名，无奈先生再三嘱托，唯有从命。
因此，我慨然写下这些文字，不揣浅陋，以就教于方家。
    是为记。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政府    县长朱良才    201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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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的奥秘》是由曾仕强教授在旅游卫视《泰学》栏目中所做的同名电视讲座整理而成，是迄今
为止最易懂的《道德经》，堪称人人都能看懂的帝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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