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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传《道德经》由老子所述，后人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
五千言的《道德经》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和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道德经》充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智慧。
德国十八世纪的大哲学家黑格尔赞誉老子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
　　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老子说：“你谈的礼，制定它的人早死了，只是言论还在。
君子遇到适当的时势就出仕，遇到不适当的时势就隐居。
君子虽有很高的德行，可看上去却如愚钝之人。
去掉雍容华贵的风度和过高的志向吧，这些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　　孔子对老子非常敬佩。
孔子对弟子们说：“我今天见到了老子，他就像一条龙！
”　　孔子说老子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龙，这个比喻正好体现出老子“道”思想的精髓。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道是天地万物之源。
万物之源的“道”是“无形”的、“无名”的，“道”是“无”。
　　老子所说的“无”，并非虚无，而是无形、无名之物。
一切有形、有名之物，都是无形、无名之物产生的。
所以“道”又是“有”，“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宇宙间的一切，都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最初本源，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的法则就是自然。
这是老子的自然观和基本思想，也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自然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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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庄子讲的“万物一体”的
境界。
老子的宇宙观，充满了辩证统一的思想。
例如：阴阳、刚柔、强弱、兴废，《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贵以贱为
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无为”的观点，是老子的另一个主要思想，例如：“道恒无为，而无不为。
侯老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
欲，而民自朴”。
　　“无为”的思想看似消极，但实际上是老子针对“有为”的弊政而言的，是反对春秋时期诸侯各
国因剥削和压迫造成的畸形社会现象。
要研究老子的思想，首先要读懂《道德经》。
所谓读懂，一是要了解《道德经》的内涵和要义；二是了解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三是要
以客观求实的态度进行分析，如《道德经》中关于“道”字的有几十处，不细致研究，会产生许多疑
惑。
　　曹越先生编著的《显密（道德经）》一书，从《道德经》五千言的表义和内涵两个层面入手，不
仅解译了《道德经》的文字内容，而且依据他自身的体悟阐述了老子思想的内密之意，并以“道”的
体、性、相、用和源、流、通、变，具体地、分层面地解析了老子思想的“道体”、“道性”和“道
相”、“道用”，以便读者更加清晰了解《道德经》的表象和内要。
如此解析《道德经》很有价值，如此研究解译《道德经》并不多见。
　　大多数关于《道德经》的解析，都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或仅从字面上解
译《道德经》。
而《道德经》的内密，恰恰是老子认识宇宙、认识生命的体悟。
养生之道、内修之法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世界是一个大宇宙；人若要长生，就要追求“天人合一
”。
　　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于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被中国道家继承，并立老子为道家的先祖。
《道德经》中的“玄牝”、“道冲”、“谷神”，都是道家的内修之法。
这些概念的内涵，远非文字能解释其玄妙。
仅从文字上解译《道德经》，难达其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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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越，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与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多年从事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曾被聘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特邀研究员，曾任中外社会文化经济交流协会
理事等职。
上世纪九十年代，曹越在全国各地先后推出自己编创的禅定舞蹈、禅定音乐、禅定书法，得到了宗教
界、音乐界、舞蹈界、书法界及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多次应邀到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
。
近年来，他著述了《如何契入大圆满》、《般若心要》，主编了《明清四大高僧文集》（包括憨山、
藕益、莲池、紫柏），任《大圆满》副主编、《大藏全咒》编委。
他还著有《清净道论导读》等专著，书写了《云海如梦书法集》。
其自编、自创、自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咒》、《长寿佛咒》、《文殊菩萨咒》、《准
提佛母咒》、《六字真言咒》以及《道德经》等音像制品，也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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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解密《道德经》第一章 《道德经》到底讲了什么第二章 道之体、性、相、用第三章 道之源
、流、通、变第二部分 《道德经》之解译第一章 有无妙窍第二章 美善之称第三章 虚心实腹第四章 象
帝之先第五章 橐籥守中第六章 谷神玄牝第七章 外身无私第八章 上善若水第九章 功成身退第十章 专气
致柔第十一章 “有”为利“无”为用第十二章 为腹不为目第十三章 大患有身第十四章 大道纲纪第十
五章 善为士者第十六章 致虚守静观复第十七章 我自然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第十九章 见素抱朴第二
十章 求食于母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第二十四章 余食赘行第二
十五章 道法自然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第二十七章 袭明要妙第二十八章 知白守黑第二十九章 去甚去奢
去泰第三十章 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一章 兵者不祥之器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第三十三章 自胜者强第三
十四章 大道汜兮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第三十六章 将欲微明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第
三十九章 得一为本第四十章 道之动用第四十一章 大器晚成第四十二章 冲气为和第四十三章 无为之益
第四十四章 知足知止第四十五章 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六章 知足常足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第四十
八章 为道日损第四十九章 圣人之心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第五十一章 尊道贵德第五十二章 知子守母第五
十三章 唯施是畏第五十四章 何以知天下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第五十六章 和光同尘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
国第五十八章 祸福互倚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啬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一章 大者宜为下
第六十二章 坐进此道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第六十四章 慎终如始第六十五章 善为道者第六十六章 
善下不争第六十七章 我有三宝第六十八章 配天古之极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第七十章 被褐怀玉第七十
一章 病病不病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第七十三章 天网恢恢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第七十五章 无以生为第
七十六章 柔弱处上第七十七章 天道犹张弓第七十八章 正言若反第七十九章 天道无亲第八十章 小国寡
民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第三部分 编著者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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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解密《道德经》　　第一章 《道德经》到底讲了什么　　千百年来，有关《道德经》的
解释众多，有从道家、仙家、儒家、佛家、医家解释的；有从兵家、法家、易学解译的；近代还有从
量子、　　原子、质子等物理学、天体学、生物学解释的。
这些解释，都从理论角度，从道的体、性、相、用，从内修感悟上解译《道德经》，有其道理、有其
意义，但都不尽圆满。
　　关于《道德经》的解释认为，“道不可说，道不可为，道不可知，道不可见”。
　　《文始经》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　　本来没有大道，自然不可言说。
不可以言说便是大道。
本来没有大道，自然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便是大道。
　　“道不可说，不可为，不可知，不可见”，那么《道德经》中的“道”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文始经》讲的不可言、不可思的“道”？
　　从古至今，有上万篇关于《道德经》的解译，有何意义？
　　“道”的言、议、思、解是否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讲的“道”和“德”？
被解释的“道”还是“道”的本来面目吗？
如果非本来面目，言、议、思、解其道的意义为何？
是否能理解其为道家、儒家、佛家、医家、易学、现代科学之道理？
　　五千字的《道德经》的道非道，而为言语之道；德非德，而为言思之德。
一切所解、所译不过是借道说言语之道。
我解为我解之道，他思为他思之道。
一切言、思、议、解都不离于人。
所以，《道德经》的“道”实为人道，诸家解译的不过是解人道。
对《道德经》理解的越透彻、越深入，反而离老子的本意、离《道德经》的本来面目越远。
《道德经》有不同的版本。
紧要的是，今天所知、所见的《道德经》到底说了什么？
对今天和未来的人类有多少意义？
这才应该是解译《道德经》时，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易也不易。
　　易，即：《道德经》无论出于老子，还是他人，无非都讲了一个道、一个德、一个道德。
　　不易，即：何为其道，何为其德，何为其道德？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从一、从二、从三、从万物解道、悟道都不离道而解道、译道。
广义上来讲，一纯阳是道，两仪是道，三之万物是道。
人是道，天地是道，万物之相是道，万物之灵是道。
人的肉体为道，人的精神为道。
　　如果道包括一切，那么《道德经》所说的“道”有什么玄意？
《文始经》何谓“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文始经》曰：“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玄。
物既如此，人岂不然。
人皆可日天，人皆可日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尽神，致命造玄。
学之，徇异名，析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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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契同实，忘异名。
”　　这段话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事物不是苍天，没有一个事物不是运命，没有一个事物不是神灵
，没有一个事物不是玄妙。
事物既然都是这样，人类难道不是这样！
人们都可以称为苍天，人们都可以称作神灵，人们都可以招致运命而沟通玄妙。
绝不可以彼是苍天，而此不是苍天；彼是神灵，而此不是神灵；彼是运命，而此不是运命；彼是玄妙
，而此不是玄妙。
因为这样，擅长于我这个道的，就在一个事物中能知道苍天而穷尽神灵，招致运命而达到玄妙。
学习大道，会追求相异名称，分析共同的本质；得到大道，会契合共同的本质，忘记相异的名称。
”这段话是说，道是一，是二，是三，是万物；道是人的肉体，是人的精神，是人的意识。
如果认为一纯阳、二两仪、三万物和人的肉体、精神、意识是道本身，是道的本来面目，那就大错了
。
因为这一切只是道的相，不是道之性、道之体。
　　道相有万千，其性只有一个。
依一相能通道性，依一法能达道体。
道相，生生灭灭，不生不灭；道法，自然而然，本来自然；道用，自然而然。
故道有性、相、用。
换言之，道无言、无思、无为，其性恒久光明，其相变化无常，生生灭灭，刹那生灭，又不生不灭，
其法本来自然，谓为之法。
法不可为，为者伪也。
“伪”字分开是人和为。
人为之法非自然之法，人为之法称为伪。
伪者，非真实自然，故道法自然不可为。
无为是法之真正之为。
真正的法之道是无为、自然。
　　道之性、相、用不离体，一体无分别。
　　一法生，是道之性、道之相、道之用的全体现；一法灭，是道之性、道之相、道之用的全体现。
生灭，不过是一种状态，此状态并不改变道之性、道之相、道之用。
　　生是显现，灭是显现，显现变化万千，其性、其相、其用不离其体，不受其变化而改变道之体。
性、相、用比较，虽有形态的不同，而性、相、用之本身无非自然，道正是此自然之法则。
其法则非谁所定，非天地所出，非其体所左右；其法则无非因缘和合，阴阳变幻，如月有阴缺阳圆，
天有雷电雨泽，自然之法如是。
　　依蓝天、白云、雷鸣、电闪而明道，非明道，因其为道相，非为道性、道体。
所谓相可见，而非其道；道相可名，而非能名其道；依相名其道、明其道、为其道，非道也。
《道德经》阐述道法自然不过是“以道破道，以道悟道，以道生道，以道得道，以道证道。
其道自然也，无为也，无为者道为也”。
　　一、以道破道　　以道破道：以究竟不可名、不可言、不可思、不可为之道，以道性、道体破道
之名、道之言、道之思、道之为即破道之相、道之用。
因道之相、道之用不过是道体的一部分，即道体的本身无有分别，是道自然之显现，其显现生灭无常
。
所以，见、言、名、思、为皆为道之相、道之用。
不为者，真道也。
另外，道相、道用的显现、生灭是自然法则，故不可为，为者非自然，为之伪也。
正如《道德经》老子开篇之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能够表述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的道；可以叫得出的名，就不是永恒不变、不生
不灭的名。
　　二、以道悟道　　真道不可思、名、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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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思、名、言、为的，是道之相、道之用。
执著于道相，不可得究竟的真道。
　　“道”到底是什么呢？
　　不可言、不可名、不可思、不可为，就是“道”。
　　什么是不可言、不可名、不可思、不可为呢？
　　首先，“无”是不言、不名、不思、不为。
“无”是相对“有”的名词，“无”是时间与空间的概念。
计算机、汽车、电视、原子弹未产生之前，并不等于永远没有这些，正如今天人类没有“贝磁”，但
不等于未来就没有，这只是时间的“有”、“无”。
　　其次，某一空间没有的东西，不等于其它空间就不存在。
目前人类世界上没有的物质，在宇宙空间里可能就有这种物质。
人类存活在一度时空，而二度时空、三度时空、多维时空中，并不以一度时空的“有”、“无”来界
定。
　　道的有、无，是相对的，非能说。
在多维时空中，一度时空中的有、无、名、言、思之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态、另一种事物。
一度时空认知的，在多维时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概念。
目前，人类科学通过试验已证明：时间为零。
　　老子在《道德经》中没有直接讲时空观，而是以“道”引出时空，即：“有”和“无”。
　　三、《道德经》的时空观　　“有”，既是时间，也是空间。
“无”，既是时间，也是空间。
按人类语言的表达方式，“有”、“无”，不是直接表达时间与空间的概念。
　　“有”从哪里来的，何时“有”？
“有”指什么，内涵是什么？
　　“无”从哪里无的，何时“无”？
“无”指什么，内涵是什么？
　　“有”从何处生，生出的“有”是什么？
“无”从哪里灭，灭到哪里去了？
　　生活在一度时空中的人类很少思考这些问题，很少细微观察其中的奥妙，因为人们习惯于惯性思
维。
人从出生到死亡，始终被概念包围着。
　　平时的思维、观察，不过是概念与概念的比较、融合、交流，是概念的重复，未跳出过去、现在
（当下）、未来，很难沉下心，思考生命、宇宙、本源、出始、归结的问题，一生都在忙碌，忙于学
习如何做人，忙于学习谋生的技能，为生活而奔波。
即使有闲暇和福报恩考以上问题，也难以想明白，因为人一降生，即从先天进入后天，乾坤颠倒，进
入到一个真实又虚假的世界。
　　道家认为母亲怀孕后，胎未有身时，先有气。
此气与宇宙的无为一体。
无为无形，气为有形。
　　此气从哪里来？
　　谭子《化书》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
化老，老化死。
”　　顺则成人，逆则和道。
血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和道。
　　婴儿在胎中仅有胎息，鼻不呼吸。
出胎时，大哭一声，外界的空气乘隙自鼻而入，于是有了后天的呼吸。
起初，吸人的气长，呼出的气短。
随着身体日壮，呼吸长短平均，此时身体发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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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后，呼出的气渐长，吸入的气渐短，标志着身体衰退。
临终时，仅有呼出，而没有吸入。
鼻息一停，命根遂断。
　　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命来源于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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