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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是创立中国纯粹哲学第一人。
他的思想高深奇奥，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深刻影响了东西方哲学几千年。
在比较老子多部古版本和创意解读之后，《老子九观正义》一书广采众说，独辟蹊径，由老子的绝妙
自画像入手，简要阐明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道理，清雅的玄德风采，博大精深的思想以及和东方文
化的渊源关系，进而以老子慧眼看世界，揭示其伟大的现代意义。
    著者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数文化入手，跳出千百年来解老著作逐章研读，纷繁少序的传统格局，将八
十一章《老子》按照九九归一之数，分为恒道、玄德、真知、察世、无为、贵身、安民、用兵和治国
等“九观”，抓其精要，阐其正义，探其深意，在中国哲学史上全面揭示了老子博大精深、完整一贯
的思想体系。
    这就是：老子以效法自然的恒道观作为立论总纲，以其人格化的尊道贵德的玄德观作为最高规范，
统领了信言不美的真知观，有欲不居的察世观，不争无尤的无为观，守柔知常的贵身观，谨终若始的
安民观，柔弱胜强的用兵观以及重为轻根的治国观。
它高瞻远瞩地将道论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指导人们为人处世和修身建业，以实现恒道积德的道家理
想，意义十分深远。
    此外，该书还论述了老子开创的道家美学思想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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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可，中华老子研究会副会长。
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企业文
化硕士导师；兼任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副会长，广东华文国学院副院长等。
从事国学研究数十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老子易学论文多篇，筹备与主持省社科院等主办的全国性“老
子学说与当代和谐社会研讨会”、“岭南学术论坛·国学价值与经典重审”并任论文集主编，《老子
与中国新文化丛书》编委；出版专著《周易宝典》、《周易大典》、《八卦奥义》、《中国新文学重
审与文化视野》、《新珠江文化论》；主编《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文化产业论》、《文化广东
：现状与前瞻》，《文化与传播》；主持《广东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研究报告》等。
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创“老子九观”说，借助中华数理和易学逻辑，以恒道、玄德、真知、察世、无
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审美诸观，一一揭示出老子哲学观体系那纲举目张，博大精深，圆融
纯美，炳耀千古的东方智慧、美妙诗意和伟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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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我们只重点分析选人《玄德篇》中的老子九章，顺便旁及它篇中的相关论述，而不是笼统分
析《德篇》的四十四章全部。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看出，玄德观是从属于老子的恒道哲学观，仅次于“恒道”的重要哲学概念。
可以说，全面把握老子的玄德思想，是正确了解他的道德观及其自然伦理观、政治伦理观的钥匙。
玄德从何而来，又与恒道有什么关系呢？
用文子转引老子的话说，就是“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
就是说，德是人们体悟道的产物。
人们对道的认识结果必然产生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因此德的确立也就包含人们对于道的认识，这是不
可能绝对分割开的。
老子在经过艰辛的哲学思考后，在体悟出恒道伟大性质的同时，也发现了玄德产生的奥秘。
他言约意丰地指出：“伟大玄德的内容形貌，都只服从于恒道的本体。
恒道的产物玄德，是非常圆满而又非常隐蔽的。
它和道一样，是那样的潜藏而不分明啊，远望而令人茫茫然，其中有壮观的大象啊！
你仔细就近观望啊，再潜心地探究啊，就会发现它中间确有实物啊！
虽幽暗不明啊，也冥冥难辨啊，但其中内有精质啊！
这精质还非常真实，其中有自然规律的宝贵信息。
从今天到古代，道德的形态都没改变，以服从引导它的规律。
我靠什么知道这些规律的实情呢？
靠的就是这个。
”从所引的第二十一章看，老子对玄德的发现，是以一种东方哲学特有的顿悟、直觉的格物方式实现
的，属于模糊把握而又直奔主旨的测断模式。
它是在对自然、对人生的认真观察基础上产生的，与一般的胡思乱想、主观臆断有所不同。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道之物”的译法，一定要理解为“恒道的产物”，这样联系上下文，特别是全章
首句“孔德之容”，就可看出它在本章应该指玄德，如翻译成“恒道的物象”，虽也可通，但意义上
则全章就成了论述恒道的问题，与其他章节重复了。
明白了“道之物”所指，我们就可看到，在老子的心目中，玄德是道落实于人生的社会化、伦理化、
实用化产物，玄德是产生于并仅次于恒道的物象，它要服从恒道统帅和制约的各种规律——众父，从
内容和形式都要与恒道保持一致，从而获得与恒道一样持久的生命力。
这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把德与礼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的政治思想是很不相同的。
老子在玄德的远望近察中还发现，玄德虽然极为“玄奥”，似乎难以把握，但也决非虚无缥缈，无从
认识的怪象。
相反，玄德虽幽暗不明，冥冥难辨，但其中却内有实情，这内情还非常真实，其中包含着自然的规律
。
它从古代到今天，基本的形态都没改变。
这就为人们探虚就实，鉴古知今，循道渐进提供了可能性。
老子从玄德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深入思考了玄德的定义，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他说：“集人的生命力和精神于一体，能让它们永不分离吗？
糅合物质与精神至最柔顺的境地，人类能变回婴儿吗？
清洁心中的明镜，能让它毫无瑕疵灰尘吗？
爱护人民，激活国家的蓬勃生机，能够不靠使用狡诈的政治权术知识吗？
人们或关闭耳朵眼睛鼻孔，或竖起耳朵听，睁开眼睛看，嗅动鼻子闻，能彼此雌服而不逞强吗？
他们的聪明和通达事理，能不通过不良知识的灌输吗？
”老子所提出的这六大问题，其实正是玄德修养的根本问题。
它一是要集中精力和神思，而不要像王公贵族那样整日沉湎在驰骋打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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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精力；二是要返回到人的童真最佳生命状态，三是要时常清扫有害身心的各种私心杂念，保持类
似佛家禅宗后来所说的澄明心境；四是不要玩弄朝三暮四、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巧取豪夺一类的政
治权术，保护而不是抑制人民和国家的蓬勃生机；五是要提倡谦让服帖而不是好勇斗狠的个性，六是
要避免有害邪说危害人民，使他们明白恒道、天地、人世的正确道德和有用知识。
仅从这六点修养玄德的途径和主张看，把老子归人让人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治家之列，是很不公平的
。
在同一章里，老子还简洁地为玄德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化生万物，蓄养万物，使万物滋生而不占
有它们，使万物成长而不主宰它们，这就是玄德。
”那么，知道了玄德的定义，又应该如何行动呢？
老子在《玄德篇》中进一步提出了实践玄德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知道了万物的刚健本性，就应
该守住它的柔顺性质，成为天下最低下的小河谿。
成为天下最低下的小河谿，恒久的道德就不离开你了。
恒久的道德永不离开你，就能复归于婴儿的纯真天性。
”这一原则出于古老的《易经》，所强调的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乾德和厚德载物、柔顺驯服的坤
德的互补，核心还是主张不要逞能好强，违背自然，贪欲过多，要谦让柔顺，回归并保持人类童年的
纯真良善。
第二，“知道事物的尊显荣华，就能甘守它的污浊羞辱，成为天下最低洼的山谷。
成为天下最低洼的山谷，就能蓄积丰足的恒久道德。
恒久道德蓄积足够了，就可以复归于万物初始的原始状态。
”这一原则的要点是出污泥而不染，忍辱负重，积德行善，返朴归真。
第三，“知道万物的纯净洁白，就能甘守它的肮脏漆黑，而成为天下的范式。
成为天下的范式，恒久道德就不会背离。
不背离恒久的道德。
就能复归于天下的无极。
”这一原则的要点是勇于追求光明，宁可忍受黑暗也不背离恒道玄德，以期达到最高的境界。
第四，“原始状态被打破分解，就形成了各种器具，圣人被荐用之后，就成为人民的官长。
而天下最大的体制——恒道之玄德，那是永远无法分割的。
”第四个原则是分工合作，选贤任能，让有德之士成为人民的公仆，坚信符合恒道的玄德是永远不会
被割裂瓦解的，她是一个圆满自足的道德系统。
针对现实社会中违反“玄德”定义、阻塞“玄德”实现和背弃“玄德”四项基本原则的种种丑恶现象
，老子站在民间反伪道德的立场上指出：“崇尚道德的不鼓吹道德，所以有真正的道德。
轻视道德的念念不忘假道德，所以才毫无道德。
崇尚道德而自在无为，因而不会有刻意的作为。
”这就在哲学上第一次明确划分了重实质轻形式的“上德”与重形式轻实质的“下德”的本质区别。
其所谓的“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尖锐批评，正是指那些表面上不丢失道德，整天把道德挂在嘴
边，说个不停的伪君子。
这类人直到今天还附魂在一些满口公德廉政，背地里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的腐败官员身上，人们看见的
难道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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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老子《道德经》不仅是道家经典，也是中华哲学文化精髓。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遍及海内外的中华国学热里，重温老子，是构建和谐世
界与和谐中国的理论需要。
精读老子，人们无不惊讶创立中国纯粹哲学的第一人，思想竟是如此高深奇奥，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
，深刻影响了东西方文化几千年！
我发现，借助老子深通的中华神秘数文化，通过版本比较、原著通译，逻辑梳理，归纳重组，典籍印
证等方法，以“恒道、玄德、真知、察世、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等九观为纲，联系国际
国情、政经军艺各方面，审视今古，展望未来，不仅可将老子原著的智慧珍珠联结成串，构为九篇八
十一章的煌煌巨著，更可提纲挈领，明道立德，汇通中西，建构文化，针砭时弊，追索真理，揭示出
老子伟大思想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书耗时十年，几经增删，在定稿前又应编辑之约，新增加了老子恒道深探，玄德悟探，真知再探，
察世精探，无为义探，贵身新探，安民略探，用兵初探，治国浅探后，终告完稿。
但由于老子各章的互补性，多义性，特别是恒道观、玄德观的贯穿性，要完全按照九观哲学体系精确
划分，细加论述，难度确实很大，今后还可以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
感谢广东文化大省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促成“老子与中国新文化丛书”的出版，感谢崔黎民编审为本书
付梓所付出的辛劳。
诚愿此书能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新世纪的和谐世界而尽绵薄之
力！
柯可2008年4月20日于广州茗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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