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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学著名倡导者熊先生阐释的老子道德哲学思想，作者将五千言灵文恢复其本来面貌：我
们过去所称呼的“道德经”原本是《德道经》，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演创《德道经》之本义，符合以德进道、德道回归的自然规律，完成这件工作无疑对推动中国社会德
道复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将促进民族和国家的全面复兴和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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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春锦先生，字厚金，号空净，当代国学名家，现任欧洲中国康复养生学院院长、欧洲中华道德文化
研究促进会第一主席、新加坡南洋文化发展公司董事长、新加坡人类道德促进会永久名誉主席、世界
华人艺术家联合会理事、北京德慧智教育科技中心董事长。
 
    1948年，熊先生出生于湖北麻城一个道学世家，自幼秉承祖上传统道学，继承老子道德根文化系统
的哲学思想和圣人之治方法论，并予以不断发扬光大，同时在医、卜、星、相、山等传统五技方面也
取得了较深的造诣。
 
    熊先生曾在武汉市矫日区第一医院历任主任医师、副院长、院长等职，《湖北中医》杂志社编委。
熊先生从医半世，西医中医并举，曾被选为武汉市区人大代表，市级劳模，并获得医学科技发明奖。
凭藉自身对传统道学、道医学的全面继承和办学、讲学的经验，结合现代医学，教育学以及其它社会
学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对传统国学中培贤育圣的一元四素教育理念，进行发掘。
诠释和解析，以万经之王的《德道经》为核心，以一元四素为理论框架，以德慧智教育为灵魂，建立
系统的中华德慧智教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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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  一、治世之道，不离道德  二、对比分析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  三、正确的马
克恿主义宗教观  四、民族国魂是道德，急需复兴扶生  五、回顾历史看老子《德道经》及其作用  六、
老子《德道经》现实意义中华民族根文化和老子社会发展学说（上）  一、道德复兴是民族根文化复
兴的根本    1.老子《德道经》就是我们民族根文化的主根    2.道德文化是体之于身的学问  二、老子的
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    1.老子按道德之根划分社会发展阶段    2.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处于愚智阶段    3.老
子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性    4.社会学说中“以人为本”之本在哪里    5.人身体内的道德复兴是社会发展
的根基中华民族根文化与老子社会发展学说（下）  三、愚智时代的主要特点    1.愚智社会离德必乱的
理论分析    2.愚智社会的乱后必愚    3.愚智社会是仁义礼愚社会的末期  四、老子社会发展学说思想的
意义    1.挽救社会危运须求助老子《德道经》    2.复兴社会必须从复兴信德起步    3.中国道教、佛教曾
担负社会道德教化  五、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对个人修身明德的指导意义论老子“大唯物主义”和“
唯德主义”辩证法思想（上）    一、天人合一的大唯物主义    1.什么是老子“大唯物主义”哲学    2.老
子大唯物主义哲学来自“天人合一”思想  二、掌握老子哲学思想的方法    1.世人为什么难识老子哲学
的伟大    2.老子“修之身”内求法的方法论  三、掌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四把钥匙    1.象析法释道和德    2.
数析法释道和德    3.理析法释道和德    4.气析法释道和德论老子“大唯物主义”和“唯德主义”辩证法
思想（中）  四、老子的唯德主义辩证法    1.老子大唯物主义是现代唯物论哲学的总根    2.“唯物与唯
心”之争融化于“唯德主义”之中    3.现代哲学物质第一性理论缺少一半    4.德一丢失后的社会混乱状
态    5.物质与精神的“异相互动双曲线”    6.历史德治社会的经验可资借鉴    7.马克思主义与老子哲学
的结合论老子“大唯物主义”和“唯德主义”辩证法思想（下）  五、阴阳和谐论与矛盾斗争论    1.“
德一”的特殊意义    2.阴阳乃“德一”之子    3.认清“有”字的真面目    4.矛盾斗争论的局限    5.阴阳和
谐论的内涵与作用    6.“知守”两个字是把握阴阳的根本方法圆融中华圣学，复兴民族道德（上）—
—三生万物是宇宙和社会发展的根本  一、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泾渭    1.现代哲学缺少“修身明德”
的哲学基础    2.道德学是引领一切的哲学  二、横贯中外圆融中西的绝学    1.老子哲学横贯中西    2.西方
哲学辩证法来源于东方    3.莱布尼茨一念误判导致惨重的后果    4.中国人错误地照搬西方哲学    5.历史
上道德学哲学的丢失  三、中西宗教特点的异同    1.科学和宗教共同构成完整的太极图模式    2.德和道
是一切事物最核心的本质    3.东西方宗教的差异    4.以德统驭神权、人欲、王权圆融中华圣学，复兴民
族道德（下）——“三生万物中气为和”是和谐发展之道  一、剖析阴阳知“三”理  二、明三知三万
物昌  三、知中、识中明和谐主要参考文献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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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依据老子的学说，详尽地论述了道德是治世的根本和妙方。
分析了大唐盛世广泛开展学习老子《德道经》产生实效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情况
和效果；分析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错误解读，指出宗教是社会“三足鼎立”有效发展结构中的不
可缺少的一足。
阐明了老子哲学的时代意义。
一、治世之道，不离道德治世之道，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归根结蒂，不离道德二字。
离则乱，守则安。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就是国魂，是民族立国之本，国魂后面
所含的就是国家道德教育。
近几百年来，自明朝国家教育的“罢黜百家，独尊理学，兴书废经，倡行八股”形成以后，尤其是在
外族或者外来的思想入主中原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道德国魂就逐步丢失。
这个丢失可以说是三大块的惨重丢失，一个是外蒙古金国的入侵，主理中原，发生的国魂的丢失，全
民尊道贵德的人文文化社会，退缩至观庙之内离尘而存在着，失去了唐宋时代的道德精神进入百姓家
的局面。
再一个，就是清朝，满人人关以后，使中华加重了道德国魂的丢失。
但是，如果详细分析一下，这些都还没有现代丢失得严重。
我国近几十年疏忽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文化这个根本，唯以“有之以为利”的“利”字，制定民族教
育方略，忘记了“无之以为用”，使整个社会精神领域出现极不乐观的现象，贪毒、黑毒、黄毒泛滥
，难以根治。
为什么整个社会和民族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离道失德？
非常值得深思，需要辨证出其中的病因。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祖先们就论证过了。
例如，法家的荀子，在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治、乱的标准。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荀子·大略》）他用“义”、“利”两个字，很简洁地区分治世与乱世：“义”战胜“利”，
就是治世；“利”压倒了“义”，就是乱世。
他提倡用义德的思想来治理由于“利”产生的乱世。
荀子的境界其实还不算太高，离老子的用道德无为治世思想还相去甚远。
将仁德、义德、礼德一齐抓住时，才接近老子的哲学思想观，才能实现德治和真正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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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国学道德根》是老子《德道经》翻译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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