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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古圣先贤孔子的“修身”以处世到世人的“嚼得菜根成百事”，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为
人处世之道，那些被誉为处世修身典范的经典著作中所蕴涵的道理，被希望获得成功捷径的人奉为“
真经”，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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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部 《道德经》 老子 （中国·先秦 生卒年不详）先秦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不仅是先秦诸子的启蒙者，也是中国文化大智大慧、大本大源的象征。
他在世界上较早提出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千百年来为世人提供了观察社会、思索人生的独特视
角，他的思想是构筑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和组成部分。
老子又是现实生活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为人处世卓尔不群，在当时和后人的心目中包裹着浓厚的
神秘色彩。
虽然历史已跨越两千多年，但老子的思想和精神由于早已融入中国式的生存和生活活动里而至今犹有
极强的穿透力。
老子堪与孔子比肩，同被世界公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智者和哲人。
这位饱览史书、才智过人的哲人，识穷宇宙，道贯天地，立万世之典范，创道家学派一脉，泽被千年
，影响深远。
他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与老子
的思想影响有关。
他教人随任自然、顺应大势，谦恭、知足、徐缓、柔弱、自守和不妄为，这些伟大的思想在历史的长
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老子所撰述的《道德经》一书，是中国文化的大宝藏，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灿烂的日出。
它包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5000多字，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自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
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成为后世道学的圭臬和国人立身处世的规则所在。
两千多年以来，《道德经》大而用之于治理国家大事，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世，所用之处无不产生
深刻的影响，无数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乃至普通百姓，纷纷从好《道德经》中汲取智慧。
老子的智慧经过两千多年的洗礼，依然光彩熠熠，至今仍对世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刻影响和启迪。
　内容精要周末王室发生内乱，景王崩，王子朝发动叛乱，从守藏室中带走了大批周朝的典籍逃奔到
楚国。
此事波及到老子，老子于是辞去守藏室史官之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
行至函谷关时，关令尹喜知道他将隐去，请其著书，于是老子留下了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
《道德经》又名《老子》，共81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下篇《德经》，共5000多字。
取上部第一字“道”与下部第一字“德”，合为《道德经》。
这部经典虽然只有几千言，但是作为先秦诸子中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它涉及了哲学、政治、军事、
文化、艺术，以及伦理道德、修身养性等，可以说无所不有。
老子从极其超脱的高度审视世态人生，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他的思想不仅奠定了道家人生哲学的基础，而且对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和行为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道”是《道德经》一书的核心内容和思想基石。
《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都是从“道”演化而来的。
在老子看来，修道即修德，凡是善于建立功德的人，必须以人为本，从修养自身做起。
在社会人生领域，人们通常主张有所作为，普遍赞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老子对此却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有些事情不是可以勉强去“为”的。
勉强去做，就会遭受挫折。
老子十分推崇无为的原则，《道德经》的核心思想是“无为”，“无为”是修道修德的最高境界。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只是为获得而去获得，成功总是那么遥远；一旦你超越了功利的目的，
顺其自然而为，成功或许马上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老子无为而为的人生观就具有这方面的意蕴，为人处世目的性不要太强，不要太功利，不要勉强，不
要刻意而为，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强作妄为，不要为成功而追求成功，否则欲速则不达。
达到“无为”的前提，就是无欲。
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总会表现出一定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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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反对纵欲。
在他看来，欲望有其限度，一旦超过了，就有百害而无一益。
老子发现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物极必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人生领域也不例外。
他反复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在老子看来，既然物极必反，人的追求超过了一定限度，才会发生不利于自身存在的转化；那么，
限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追求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不会发生那种不利于自身存在的转化。
在老子看来，能知足知止，就不会与他人发生矛盾，发生争斗，因而也就不会遭人暗算，产生怨尤。
知足知止是老子为自我保护而提出的重要人生原则，这一人生原则包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对后世有
很大的影响。
千百年来，许多人将“知足不辱”、“知足常乐”、“知止不殆”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老子认为人类最大的祸害是人的私心欲望，修道的关键在于去掉人的私心欲望，去掉了私心欲望，人
就可以获得身心健康、获得幸福。
在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怎样才能做到无欲呢？
老子给世人提供的减少私心欲望的方法是“守静”。
老子将守静制动的思想作为人生原则，包含着极高的人生价值。
根据老子的看法，为人守静，处世从容，则能举重若轻，化险为夷；遇事急躁，轻举妄动，则很难有
好的结果。
临事不慌，处乱不惊，镇静自若，以逸待劳，静观其变，又常常能够胜人一筹。
“宁静致远”，静定生慧，静能给人带来无穷的创意和智慧。
正因如此，千百年来许多人把《道德经》中守静制动的思想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人在社会中生活，要面对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问题。
老子在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问题上赞同无私利他，但又不忘利己。
根据老子的法，一个人只要无私，为他人着想，他就能够扩张自己的利益；而且他越能无私利他，获
得的利益便越多。
因此老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宽宏大量，能容人，能原谅人，能包涵人。
老子生活在诸侯争霸的时代，对于争斗的残酷现实和灾难性后果，有着深切的体验。
他希望社会停止纷争，主张为人应宽容，把“不争”作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
就个人而言，所谓“不争”是指不与人争地位、争功名、争利益，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
老子认为“不争”是一种高尚的德行。
他十分赞赏水谦下、居下的品性。
水表面上看是最柔弱的东西，随遇而变，遇圆则圆，遇方则方，但却能穿石销金，无孔不入，无坚不
摧。
他确信柔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人们在刚强与柔弱之间，往往看重刚强的力量，习惯于求强、图强、逞强，甚至以强凌弱，老子却
告诉人们：柔弱并不是懦弱，柔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比刚强更大的力量。
柔弱处世是老子的高明之处，在他看来，谦恭卑下，先人后已是居上、领先的有效手段。
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在老子心目中，谦下不先具有积极的功效。
它可以引起别人的好感和佩服，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而对自己有益。
相反，如果一个人热衷于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夸耀、自高自大，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不能为
人所尊重，自己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也就是“谦受益，满招损”的意思。
老子表面上看是现实人生的冷眼旁观者，骨子里却是一位热爱人生的智者。
他十分关注人的命运，特别注重生存的方法和策略。
他不仅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就个人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进行思考，提出了丰富的明哲保身思想，而
且还就人在社会中如何取胜、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进行探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进取观。
人在社会中生活，总要有所追求。
老子并不反对人基于自然需要的追求，但他要求人们知足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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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看来，名利是身外之物，人的生命价值远在名与利之上，什么样的名声和财物也没有人的生命
宝贵、重要。
为获得名利而伤害自己的生命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的。
老子把个人的生命看得比天下还贵重，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
因此在仕途多舛、命运不济的情况下，应该放弃功名利禄，隐身保命。
从“重身轻物”、“知足知止”的观点出发，老子进而要求那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功成不居，功
成身退。
老子并不主张人锋芒毕露，勇于自我表现。
他觉得锋芒毕露对人没有益处，应该韬光养晦，善于隐藏自己，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底细，以防
不测。
老子主张韬光养晦、“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但并不是崇拜愚昧和笨拙，
单纯要人愚昧、笨拙，而是要有才干和大德的人懂得匿才藏德．不露锋芒，善于隐蔽自己。
在老子看来，树木长得卷曲不合规矩，就会免除砍伐之祸；在社会中，人能隐忍自己，生命就会得到
保全。
当一个人建立事业、功成名就之后。
如果不能及时引退，而要自恃其功，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那就是不懂得知足知识，将会招致灾祸，
危及生命。
老子从保身的角度提出功成身退的思想，要求人在取得成就、建立功勋之后，见好就收，急流勇退。
这是一种十分理智的人生忠告，后世的国人十分服膺这一忠告，范蠡、张良功成身退的故事，一直为
人们津津乐道。
老子的思想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作为人们修身处世的普遍原则，可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道德经》是人类传筝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访问时，有人向他介绍《
道德经》中几段文字后，他极为惊叹，认为两千多年前能有这么深邃的思想，简直不可思议。
在美国作家麦克·哈特著的《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中，老子被列为第75位，在地球上出现过的
数百亿人中，老子以短短五千言而进入百位名人之列，足见《道德经》在人类历史上影响之巨大。
在西方，《道德经》各种译本至少有40多种。
在德国，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在电视上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
思想上的困惑。
多年以来，世界各国众多的有识之士都从《道德经》里面吸取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完善了他们的思想
，升华了他们的品格。
从老子思想中领悟做人经典导读行走在21世纪的现代人是幸运的，因为能享受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行走在21世纪的现代人又是疲惫的，因为我们始终面临竞争，渴望不断超越，无法停止的脚步和思
维使我们精神紧张、心情沉重。
为了“不虚此行”，我们锋芒毕露，张扬自我；我们冲锋陷阵，伤痕累累⋯⋯直到有一天，聆听了老
子一番教诲之后，我蓦地清醒：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法宝之一：以柔克刚老子是世上最伟大的
警句制造者之一。
他的《道德经》一书充满新鲜、深邃、使人难忘的话语，是人们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道德教科书。
书中老子教导世人要柔弱，“柔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如，莫能行。
见小日明，守柔则强”。
老子还用水做例子来证明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的确，天下还有比水更柔弱的吗？
还有比水更随和而没有个性的事物吗？
随物赋形，何其温柔，何其卑弱，但攻坚攻强，舍水取谁？
由此看人，合乎大道德行的人，他们的行为像水一样，没什么竞争，随方就圆，因此谁也打不败他们
。
在现代社会里，要想处理好各种关系，圆满完成各项任务，首要的就是不可太张扬、太强悍、太自以
为是：相反，有水一样的柔情、水一样的细腻，水一样的韧劲，反而能更好、更顺利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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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一层温柔的外壳，既亲近了他人，又保护了自己，两全其美。
这就是做人的法则之一。
法宝之二：以退为进恺撒要做世界第一人，可是老子却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日俭
，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老子的话不无道理，“先”意味着锋芒毕露，意味着爱出风头，“先”也将招来失败和非议。
可以说，老子的慧眼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不敢为天下先”，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的充
满毒素的智慧，“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老子的经验，他不是让我们卑微而苟且地活着，更不是让
我们丧失所有的道德和良心无知下贱地活着，他只是看到了世事阴险，人情淡薄，得志者又往往是小
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如退一退，领略海阔天空。
老子的哲学，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技术，是在盘根错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是当时专制社会中唯
一能保护自己肉体存在的法宝。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时代需要我们领先。
但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谨慎的人，需要清醒的人，如果贸然往前冲，难免会碰壁。
因此，做事前都要作好全盘考虑，协调好各方力量，才有信心、有把握去做好每一件事。
司以说。
今天的“退”不是简单的放弃、落后，不是不思进取，打退堂鼓，而是一种理智，一种成熟，一种含
蓄，一种修养。
能“退”才能“进”，甘心“退”才会“领天下先”。
退一退，也是给予别人尊重，能体现一个现代人广阔的胸襟，博得更多人的信赖，这就是做人法则之
二。
法则之三：以“傻”为乐老子说过：愚者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
他的弟子庄子继续着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名言而说：弃智；柳宗元称他比邻的山为“愚山
”，称附近的水流为“愚溪”；郑板桥也说过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
；而近代的文学家林语堂也为此作诗一首：愚者有智慧，缓者有雅致，钝者有机巧，隐者有益处。
由此可见，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会装傻的人。
老子恪守自己的信念，博学深思的他只是著书立说，不参与朝政，不做官，与世无争，甘于清贫，以
此为乐。
那么，老子果真“傻”吗？
其实，他是把自己所有的心思放在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从中自得其乐，所以显得与众不同，与俗世
格格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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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时，一本适时的好书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指路明灯，确定他终生的理想。
如果你想从阅读中获得值得你永远铭记于心的知识，你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那些无疑是富有天
分的作家的作品，不断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
 ——塞涅卡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
准备的谈话。
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
 ——莫洛亚 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
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儿为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不如用宝贵的时间
专读伟人的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
 ——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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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时，一本适时的好书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指路明灯，确定他终生的理想。
如果你想从阅读中获得值得你永远铭记于心的知识，你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那些无疑是富有天
分的作家的作品，不断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
  　　　　　——塞涅卡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
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
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
  　　　　　——莫洛亚  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
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儿为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不如用宝贵的时间
专读伟人的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
  　　　　　　——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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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次读完20部修身处世经典》是一本好书是一个由优美语言与闪光思想所构成的独特的世界，选择
一本好书，不仅可以品味一时，更可以受益一生。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在各个领域创作出惊世之作的伟人，他们所留下的一份份
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既没有时空界限，也没有地域之分，像星斗辉煌于当时，也像阳光灿烂
于今天。
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但也是值得关注、值得崇拜、值得追随的一批人。
他们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
正是他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所留下的杰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供我们一代一代分享
下去。
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大师，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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