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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
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
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
乐方式的各种学问。
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
上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土而兴起
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
数千年来，中国人作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
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
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
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近代以来，西风劲吹。
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
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
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学、因明学；
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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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释、道、法，诗、词、曲、赋，我们的先贤为我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国学经典。
《老子》、《庄子》、《孙子兵法》、《论语》、唐诗、宋词⋯⋯每个中国人对这些名词都耳熟能详
，可是，你读过这些吗?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国学经典，蕴含了先人丰富的智慧和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和重视中华传统经典，人们似乎突然认识到这个亦旧亦新
的国家曾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道德的规范。
什么是经典呢?首先，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次之，是值得我们反复地捧读。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扪心自问，不读一读这些传统的国学经典，不是人生的莫大遗憾吗？
    时间步入二十一世纪，传统国学经典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存在着某些阅读障碍。
于是，我们在策划这套家庭阅读无障碍版丛书的“国学经典”部分时，本着为广大读者着想的原则，
对于那些现代人存在阅读困难的经典，增加了注音、注释、译文等内容，方便读者阅读。
丛书还选用了大量传统版画作为插图，为读者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氛围。
    让我们带着对先贤的崇敬和感激，重读这些国学的经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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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子（前600年 —前470年之后)(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诞生），姓李名耳，字伯阳，又
称老聃，楚国苦县(河南鹿邑人太清宫镇)。
汉族。
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老子又名老聃，相传他母亲怀了七十二年身孕，从腋下将他产出，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
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
馆馆长）。
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
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
最后不知所终。
《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
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
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
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
从汉代起，历代帝王就开始到河南鹿邑去祭拜老子。
《道德经》的国外版本有一千多种，是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中国书籍。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
来”。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
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
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反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
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
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编辑本段]二、老子著作　　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
《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
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
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
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
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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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
　　《老子》从古至今有很多种翻译，就光原本也有很多的版本，所以研究起来比较艰难。
[编辑本段]三、老子哲学　　1、宇宙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
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
远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 “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　　太极阴阳2、价值观　　无、道、德　　老子的价值观由「无」、「道」、「德」三者所构成
。
　　老子言「无」，尝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当宇宙尚未形成，万物不会存在，故称「无」。
天地初开，形成宇宙，故称「有」。
「万物」由「有」所衍生，而「有」从「无」所衍生，天下万物均起於「有」而终於「无」。
　　老子言「道」，尝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体，乃万物之根源，故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于天地万物之先，独立长存于万物之外，不断循环运行，遍及天地万物，绝不止息。
老子又认为「道」不可触摸、莫可名状，故谓：「无状之状，无物之泉。
」只能用「道」来代表，亦可勉强称为「大」。
故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意谓「道」是玄妙深奥的，常人难以理解及形容。
若可用言语来描述「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
当宇宙万物形成之际，人类会给万物命名，但都不是事物真正的名字，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衍
生出来的。
人为自然万物之一，故须遵守自然法则，故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赋予万物生机而使各遂其生，故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宗主。
　　老子言「德」，认为「德」乃「道」之体现，而「德」应服从於「道」，故谓：「孔德之容，惟
道是从。
」道家强调人应当好好行道，目的是助己之修养，避免犯过。
　　守柔　　老子言「守柔」，尝谓：「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刚。
」「道」之所以能循环不息，因为「道」具备了柔弱的特质，故言：「弱者道之用。
」老子以「水」作喻：「天下柔弱，莫过於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又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强调以柔制刚，认为「强梁者不得其死」，目的在教人谦卑逊让，以退为进。
人若如此，方可明哲保身，故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豁；为天下豁，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
。
」意谓人可有雄心壮志，但不可逞强好胜，应抱持柔弱谦下之道，保持质朴本性。
老子强调「守柔」，皆因认为除了「道」之外，世间万物总有没落的一日。
故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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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认为世事难测，故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老子强调「守柔」，要求人清虚自守，勿刚强好胜，否则不得善终。
　　居后不争　　老子认为人应有「居后不争」之心，尝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
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只有仁慈、俭朴、谦让不争的人，方能具备道德勇气，进而博施於人，受人尊敬拥护而成大器。
老子尝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只要人能舍弃争先争胜之心，深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理。
莫自恃聪明，锋芒太露，应抱持以退为进的处世态度，从而达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
境界。
　　寡欲　　老子谓人应「寡欲」，故谓：「罪莫大於可欲，祸其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
」人若怀有「可欲」、不知足」之心，则贪念自生。
只有「知足」带来的满足感，才是真正的满足。
老子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沉醉於声色犬马和口腹物欲会使人神昏意乱，使身体的感官和灵性受损。
故老子要求人「无欲」、「去欲」，故谓：「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又谓：「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争。
善用人者为之下。
」於生活起居、待人处事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达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境
界。
　　3、政治观　　无为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也。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　　“无为”，
不能理解为无所作为。
《淮南子·原道训》：“无为为之而合于道”。
 道家的“无为”，是清静自守之义，是道家以“道” 修身所要达到的“合于道” 的理想境界。
能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便无所不能为（无为而不无为）。
　　善为下　　“古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仁者为下．是谓不争之德，
是以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
祸莫大於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
”　　4、知识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 “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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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编辑本段]四、老子故里　　老子故里在楚国苦县（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集）。
河南鹿邑县是老子的诞生、成长及青年弘学之地、道家之源、李姓之根，鹿邑明道宫是道教祖明道宫
庭。
　　2001年，鹿邑县太清宫遗址、老君台、明道宫一起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鹿邑县老子故里旅游区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
　　据文献记载，自东汉以来，唐、宋、金、元历代帝王都到老子诞生地鹿邑太清宫修建大规模建筑
进行祭祀。
[编辑本段]五、老子新说　　老子文产生于中国春秋末期，史经周景王变法、战国纷争、秦始皇“焚
书”和汉武帝对老子“绝其道”，其诸多版本仍然传抄、传印了2500多年！
这个历史奇迹用汉武帝下属司马迁《史记》解释说：是老子见周朝将亡，隐居到边关，为关尹写的五
千余言道德文章。
这，难以令人信服！
周王室的诸多古籍都没流传下来，而一位所谓的“古代图书馆长”在边关写的文章，竟在交通不便的
古代传文全国、流传百世？
纯属无稽之谈！
历史上肯定是掩盖了周朝末期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老子的其人、其事。
　　经过对先汉史料的逻辑考证，认为历史上周朝春秋末期所谓的“王子朝之乱”实际是“单穆公之
乱”！
“王子朝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它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老子文和景王变法，并因此引发了一场以单穆公为首“亲下以谋上”的反变法
派对以周景王、斌起和王子朝为首的官道理论变法派的大屠杀和中国两千多年的理性黑暗，这在先秦
的《左传》《国语》等史科中均有记载。
　　老子文是公元前 522年周景王改革周朝 300年来政策钦定的“令德”，因为这一年《左传》记载：
鲁大夫闵子马公开攻击周朝不学周礼，歪曲老子改革周礼的“无学”理论是“不学”。
老子文也是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无射钟的律文，因为这一年《国语》中记载单穆公反对景王铸无射（“
宣市哲人之令德”的钟），他攻击老子文“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过慝之度⋯⋯三年之中而有
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
也因为钟上的律文无先后之分，造成了帛书抄本“德经”在先，而其它抄本“道经”在先的差别。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才称老子文是“老子贵虚静而重变法”，说单穆公政变是“亲
下以谋上”，说老子文是《周书》，留传下了春秋末期各国的不同抄本。
　　老于文是春秋末周朝变法的纲领、中华的《义经》，由于公元前 524年景王的突然去世，单穆公
才得手勾结晋国政变，实现了大贵族的霸道对追求为民作主的王室、旧臣和百工的野蛮残杀！
至此，中国这头雄狮才沉睡了两千多年，周朝理想才成为痛苦生活中的普通中国人的一种慰藉的梦幻
。
人民怀念他们，把他们称为中国的神，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老子，澄清一下历史、上可以告慰古人，下可以警示来者，今
可以借鉴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老子生于公元前 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大二十岁，是他的老师。
老聃是王族，《左传·定公四年》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
五叔无官。
”家族世袭周朝司空之职。
《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
”冉即聃，因此季载又君称聃季——聃国的君主，老聃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又官称老君。
聃季是成王的叔氏族，因此也是昭公十二年甘悼公要去除的成王叔氏聃季族人的老阳子。
老是对文王老儿子聃季族的族称，老子本名老阳子，字来，学称阳子，爵称伯阳，师称老子（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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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称老聃或老君，随王子朝携典籍奔楚国曲仁里时字称老莱子。
因封地在南之沛泽——聃国彭地（开封一带），后人又称他地主名老彭和彭祖。
“李耳”是汉武帝反黄老之道时，对“聃季”两字各去一半的贬义反称，无先汉依据。
老子曾任周景王司空，“单氏取周”后离周去秦问祖归宗，死于秦国。
　　老子骑青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道德经》，在战国时韩非子称为《周书》，在秦时《吕氏春秋·
注》称为《上至经》，在汉时则直呼《老子》，《史记》始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礼改子为经，杨雄《汉志·蜀王本纪》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
《边让老子铭》说“见迫，遗言道德之经。
”可见，对老子文最早的称谓，是韩非子的《周书》。
周时，晋国师旷称此举为“修《义经》”，周太子晋说是“立义治律”。
最近，安徽涡阳县郑店村考古发掘出老子在楚国时居地，有关尹墓和圣母墓及圣人老子石像，有春秋
时陶制井壁及“敕撰”“混元降诞”等残片。
　　依据这些线索，我们很容易找到《周书》——老子文与两千五百二十年前周景王“铸无射”钟的
关系：因为当时各诸侯国抄写铸在圆钟上的《周书》顺序和六书文字不同，造成流传到现在的汉墓帛
书《德经》先于《道经》而其它传本《道经》先于《德经》，以及文字等差异的根本原因。
其它理由无解。
　　老子的社会哲理博大精深，主张辨而不辩、知无创有、公乃王，目的是完善社会精神和机遇建设
，他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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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本章，老子以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来说明何为“善”，水是柔弱的，它无形、无色、无味，最容
易被我们忽视却又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也最离不开的自然产物。
所以老子独爱水，并以水比作圣贤之人，认为只有拥有如水般品德的人才可谓“善”。
人们常说“柔情似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说道“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这都是以水至柔的特
性作比。
但是水是至柔的，也是至刚的，自古就有水滴石穿的典故，想一想水何其微小柔弱，石头又是何其坚
硬，水能穿石，可见水的柔中带刚。
水又是至韧，李白有诗言“抽刀断水水更流”，宝刀可以削铁如泥，却无法阻断娟娟细流，可见水长
流不断之韧。
水至洁，水晶莹透明，只可被为万物所污染而不侵染万物，又可洗刷万物之尘埃，此为水之至洁。
水能与万物相容，此为至容。
可见老子偏爱水，不是毫无道理的。
同时老子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有功劳万千，却不去争名逐利，泰然安处于低洼，“此乃谦
下之德也”。
这也是一个胸怀高远的贤能之士所应该具有的高尚品德。
“上善若水”是东方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与道理，也就是说不张扬、
不巧辩，以自己所具有的美好内在去感化众人，而不是时时刻刻表现自己，大肆亩扬自己，才为“善
”人，也就更接近于老子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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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除《老子》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老子》中寻得智慧的妙要。
　　——美国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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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道家最著名的经典之一，它思想深邃，内容极为丰富。
《老子》又名《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图解老子》读解心得，紧扣今人面临的心灵困惑，用独特
的视角以及今人的标准，重新解读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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