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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之所贵者思，而思之极致，必通于大道。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可谓屡遭磨难，大故迭起。
先是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天朝帝国”沦为被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继而变为军阀割据、争
权夺利的战场；再则饱经日寇侵略战争、烧杀奸淫的苦难，终于由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豪迈之声。
自此以后，我们又经历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边倒”、“两大阵营”的冷战、“反
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三年天灾人祸、“反右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全民经商、贪污腐败、楼市暴涨及现在的“以人为本”，这一百
七十年一幕又一幕的历史画面都足以使一代接一代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不断作出自己的思考。
尽管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大脑代替八亿个大脑”的时代，在广州仍有署名“李一哲”的三个青
年学生贴出了建构“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的大字报。
看来“四人帮”专制政治时期靠刺刀和监狱也仅能封住人们的嘴，封锁不住人们心灵的思考，尽管中
国封建君主确曾有“诛心”之论。
《国语》载邵公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
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
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
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当一个政权虚弱到靠刺刀和监狱来“弭谤”，千方百计控制舆论封住老百姓的嘴，则其既得利益集
团的统治也接近败亡了。
古圣贤有鉴于此，故“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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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个大系统论，系统介绍国学传统文化。
    中华大地自古以来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黄老道德文化，以伏羲、轩辕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古圣贤们
，跨越太极弦，洞彻阴、阳两个世界的大自然规律，揭示了宇宙最高真理，创建了完整的文化大系统
。
  《老子&#8226;德道经》，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核心，具有最彻底的认识论和最科学的实践论，不仅指
示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而且给出了人类如何再造生命、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法，对于当代人类的一切活
动，具有现实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更重要的是，老子指出了地球人类未来的安全出白。
　  老子创立的大唯物主义和唯德辩证法哲学，是世界上所有文化、哲学的总纲，是当今世界一切哲
学的鼻祖。
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各科，还是社会科学的各科，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百姓，谁主动研究和实践他的
哲学思想，谁就能培养自己的道德心灵、启迪智慧的头脑，开发大脑深部的质层区，培育思识系统的
慧智双运能力，就容易解决自己学习和工作领域的难题，获得跃升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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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系——道德文化第一节“易道文化”和“法道文化"一、远古伏羲“易道文化
”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伏羲创立了“易道文化”，这是有记载的中华传统“道德学”文化
的开始，简称“道学”。
后来经过轩辕黄帝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创立了黄帝“法道文化”。
又到后来2500年前的东周春秋时期，大智慧老子自身修炼道德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站在宇宙本源“
道”的高度，洞察阴阳两个世界的自然规律，撰写了巨著《老子?道德经》，创立了老子“德道文化”
，使中华道德学说臻于完善。
要掌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文化——道德，首先要了解道学根系的历史源泉。
概括说来，中国汉民族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发源于西北的黄河中上游流域。
在本人纪初期，人类逐渐建立了天地、太阳、月亮、雷电、道路、高山、江河以及人与动物的基本自
然概念，走出了初始的、蒙昧的混沌状态。
经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女娲氏，一直到伏羲原始社会的时代，中国道学文化的雏形露出了地平
线。
据考古资料，伏羲氏老祖生于甘肃陇东谷地，长于河北新乐，葬于河南淮阳，相传他在位115年，在
世197岁。
他所代表的文化时代是“道治社会”时代，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是全体民众的道德素质非常高。
在原始社会及以前的结绳记数的年代里，生产力低下，没有许多剩余的生活物资，人民群众的心灵淳
朴，少私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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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大都认为道德是“伦理道德”，认识比较深的人，则认为道德是“品德与自律、
诚信与德行”。
诚然，这些概念都是正确的，没有离开道德品格的论述，但是还没有寻求到道德“品”与“质”（“
品质”）是什么，更不知道德的物质性。
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是我终身的信仰，因为它确实恩德深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把弱
势群体的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出来；同时，我也信仰中国传统根文化——老子道学文化，虽
然丢失两千余年，但老子的文化永远是反映真理的文化，必将在21世纪指导全球人类前进。
现在，人们大都不知道“道德”来源于哪里，不知“道学”是什么，更不知中华“道德哲学”的伟大
，我们的现代唯物论哲学更缺少“道德”的论述，我心中甚为着急，怀抱热爱国家和民族的心情，就
写了《中华道德哲学论衡》这本书，从根本上论述“道德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道德”的概念来源于我们的祖宗—一黄帝和老子，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又是整个人类自身所具有
的本质。
这一根本规律，必然奠定一个指导性理论：中国人民将在21世纪，担负“道传中华，德播世界”的伟
大而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愿为中华道德复兴而立圣心，愿继承往圣道德绝学而“奋蹄”，愿为万
世和谐而献终生绵薄之力！
老子在他的《德道经》中告诉后代子孙：都走“非常道”才是人类的唯一安全出口。
这一启示，现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
只有都走“非常道”，中国人的思维才能超越世界之前，将来强大起来，才能永远不再衰颓！
世界才能走上“德治”或“道治”社会，使国际社会永久和谐、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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