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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这样读《老子》

代 序

在众多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唯有《老子》的注解最

多、研究成果也最丰富，其成果之间的分歧也最大。造成

这样的原因很多，但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子》的

理论博大精深，每一位研究者都能从中吸收到自己所需

要的营养，从而形成不同流派的《老子》学说体系; 另一方

面是绝大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老子时，或多或少具有一定

的目的、带有一些既成的观点去研究( 常有欲) ，很难做到
“常无欲”，这当然只能窥到《老子》的一点皮毛 ( 观其

徼) ，难以得到《老子》的精髓( 观其妙) 。

一、正确解读《老子》的三个前提条件。

读懂一个人的著作，我们认为至少应当搞清三个问

题:一是作者的学术背景和职业背景，二是作者所生活的

年代及其政治经济形势，三是作者的写作习惯。作者的

学术背景和职业背景决定其作品思想的来源及其想解决

或表达的思想与观念，其所生活的年代及其政治经济形

势则影响其作品的思想和观念，作者的写作习惯决定其

作品的表达方式。搞清了以上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

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写给谁来读，我们就可以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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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者进行对话，挖掘其思想的根源，把握其精髓。

有关老子的传说很多，仅《神仙传》中就列出了近十

种说法，多带神话色彩。在汉代司马迁和班固两个著名

史学家的著作中，有关老子的记载也不多。东汉司马迁

的《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履历陈述仅仅 32 字( 老子

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西汉班固的《汉

书·艺文志》虽列了道家流派，却没有老子的详细资料。

尽管关于老子的传说很多，但有两点是大家的共识，

一是老子生活在西周晚年( 春秋末期) ，且比孔子早( 孔子

曾问礼于老子) ; 二是老子的职业是周守藏室之史，即相

当于现代国家图书馆馆长之职。这两点共识可以确定老

子职业背景及其生活年代。

二、老子是周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人类第一个

知识集大成者，《老子》蕴含着无穷的领导智慧。

根据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我们就能基本确定

老子的学术背景。周朝的守藏室主要收集整理历朝历代

的帝王的政令、外交、占卜、对外战争等政治事务的记录，

同时也收集当朝先进生产工艺技术以及巫医技能等科技

成果。也就是说守藏室收集到当朝最先进的技术、管理

理念，代表了当时最先进文化与文明成果，也就是说老子

掌握了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孔子问礼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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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子的收获得到佐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

子到周王朝请教老子回来对弟子表达的收获是这样说

的:“鸟，吾知其能飞; 鱼，吾知其能游; 兽，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

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 600 年至前

300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段时期是人类

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

神导师———中国有老子、孔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

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

先知们……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

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在所有这些精神导师中，

老子是唯一个全面、系统地掌握当时最先进文化成果的

先知，是人类第一个知识集大成者，是当时最先进文化的

代表，明白这一点对正确理解《老子》具有重大意义。也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老子》时，不能把老子的思想局限在

某一方面，而应从更深层、更高角度去理解。

虽然老子通晓中国周以前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但我

们研究《老子》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整个《老子》学

说中没有其所在年代的一些代表性文明成果如五行、周

易以及《尚书》中一些思想，却是这些理论背后更基础的、

更具公理性的思想，蕴含着无穷的领导智慧。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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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掌握了老子学说后，就更有利于我们从更高的角度

去把握和提升我们的领导艺术。

三、老子学说主要是为指导侯王们治国理政服务的，

其受众主要是统治( 领导) 阶层，是人类第一部领导学著

作。

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在收集整理所在朝代的

文明成果，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还作为一个旁观者，着

重研究了优秀侯王是怎样炼成的，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

规律( 道)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要做的。

因此，老子学说主要是为指导侯王们治国理政服务的，其

受众主要是统治( 领导) 阶层。这是正确解读《老子》的基

础和前提。

这一观点也可从班固对道家的界定中得到佐证。

《汉书·艺文志》对道家是这样阐述的: “道家者流，盖出

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

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

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在《老子》81 章中，直接以王、圣人、王公、侯王为对

象的共有 28 章，若再加上重大治国理念章节近 29 章，两

者合计约 57 章，约占 70%。这就证明了《老子》的研究对

象主要是治国方略及其背后的规律，其受众主要是统治

( 领导) 阶层，是人类第一部领导学著作。需要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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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在《老子》里是指侯王中优秀者，并不是一般人等，更

不是指得道的隐士。圣人为而不争，隐士不争也不为。

四、大量使用比喻、类比等说理方式。

大量使用比喻、类比等说理方式是老子的写作方式

的一大特点。如老子在第 2 章用“无为”来隐喻政治上的

治国方略，在第 8 章用上善若水来隐喻君子的德性，在第

11 章用造车、制陶、建屋之事类比如何处理有无之关系，

在第 12 章用“为腹不为目”比喻侯王们为政时要实事求

是，等等。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老子的时

代还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人们在认识规律上，都以

周围的事物运行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用类比就不足为

奇了;二是在传道时，使用比喻容易讲清道背后的规律，

容易为人所接受。其实，佛教在传道时也大量使用比喻、

类比手法，这充分说明了比喻、类比在传道上有其独特的

优越性。

五、《老子》应该与《论语》一样，是其弟子们的听课笔记。

司马迁认为，《老子》是应关令尹喜的请求而作的。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

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

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我们认为
·Ⅴ·



这种说法不可靠，理由有二: 一是传说中尹喜为迎接老

子，曾组织人力清扫道路近四十里，可见其对老子之尊

重，不可能妄求老子为其著书，若请求老子为其讲道则较

合乎常理;二是若真是老子愿为其著书，其不可能不把写

书主旨明白表现出来，同时还要考虑其能读懂，因而不可

能采取此种体例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光明日报社的高级编辑李卫东博士认为，《老子》是

老子在做守藏室之史，阅读其馆藏图书后，所做的读书笔

记。其理由有三: 一是与当时的问答体式的成书形式不

一样，如《论语》学生问孔子答、《黄帝内经》中黄帝问歧伯

答等;二是书中没有出现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书中也没

有一个事件或故事;三是书的体例编排上比较特殊，其思

想的前后逻辑性不强，往往一章一个主题或几个主题。

李卫东博士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巨大的缺

陷，其理由有三: 一是老子书中直接摘录的句子很少，分

别为 22 章“曲则全”、41 章的“建言有之曰”、69 章的“用

兵有言”等极少几处; 二是即使是老子做的学习笔记，也

应将相同主题汇总，不可能形成现在的 81 章。

我们认为《老子》与《论语》一样，应是其弟子们的听

课笔记。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老子》的思想是对其当

时所阅读的书籍研究的成果，其将成果传授给其学生，符

合当时传道的通常做法; 二是《老子》成书体例也正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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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老子的每一章都有一到三个不等的主题，而

老子在传道时可能根据每天时间的多少，安排不同的主

题来讲授，其中有重复的，则是重点强调; 三是道家传统

的择徒而教的传道方法也间接地佐证这一点; 四是虽然

《老子》大部分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也存在一些口语

化论述，存在大量的讲课痕迹; 五是《老子》版本不统一，

这可能是由不同的弟子其记录的不一样而造成的，而不

是后人转抄造成的。

老子虽然离我们而去已 2600 多年，但其学说的光芒

依然璀璨，依然能够温暖我们的心田、滋润我们的心灵。

由于《老子》文字太简练、思想太深遂，又缺乏必要的背景

资料，于是世人对《老子》产生了许多误解。造成世人误

读《老子》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世人将《老子》中的关键文

字误读，二是世人在解读《老子》时，无法还原其真实的背

景，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断章取义。

《老子》作为一本旷世奇书，本身并不奇( 甚易知、甚

易行) ，只是因为世人都把它当做奇书，于是便成为一本

奇书了。其实，只要我们以一种平常心，不过分神化它，

我们就会读懂它，就会从中吸取到无穷的智慧与力量，从

而自正、自化，不断精进。

张泽华 杜申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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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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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 1 章

道可，道非，恒道。

名可，名非，恒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讲解

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是可以被人们所认

识的，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也可能不被人们所

认识，但不管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是否被人们

所认识或不认识，其规律( 道、真理) 都是客观存在的。

揭示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的理论是可以

被人们所正确表述的，揭示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

理) 的理论也可以被人们所错误表述，但不管揭示规律
( 道、真理) 的理论是被人们正确或错误地表述，揭示规律
( 道、真理) 的理论也是客观存在的。

无，常用来描述天地万物的开始状态; 有，则用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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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天地万物的现实状态。

我们在探索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时，如果不带
着自己的观点或已有的想法去探索，就会有很多收获，就
可能发现其规律( 道、真理) 的奥妙所在;如果我们带着自
己已有的观点或已有的想法去探索，就可能只摸到万物
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的皮毛，收获就会很有限。

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 道、真理) 和揭示天地万物运
行之规律( 道、真理) 的理论本质上是一回事，但人们在探
索规律( 道、真理) 的方式、方法上还是有区别的。同就是
指世界万物运行背后的规律( 道、真理) ，但规律 ( 道、真
理) 隐藏在万物之中很幽深，有些还隐藏得很深，寻同( 天
地万物运行背后的相同点即规律) 就是探索规律( 道、真
理) 奥妙的途径。

发微

本章是《老子》歧义最大的一篇，能否正确理解这一
章将决定对整个老子思想的把握。要正确理解老子的本
义，必须正确地断句。按照帛书本和王本的断句，可道之
道就不是恒道，这显然是一种悖论，与老子整个思想不吻
合。老子认为道常无名、朴、微，是可道的。如果按帛书
与王本的理论，这些可道的道就不是恒道了，这就好像说
1 + 1 = 2，不是真理一样。旬子的“天行有常，不以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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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纣亡”就是对老子恒道( 即规律客观存在性) 最精准

的注解。

说文将“名”训为自命也，即命名之义。老子将“名”

使用为描述及进一步的理论之义，这可以从第 47 章的
“见天道”、“不见而名”得到佐证。其实整篇老子都是在

名道而已。

老子认为“无欲”是寻道的第一准则。无欲即是人们

常说不要带有色眼镜看人，不要带着自己观点去认识新

事物。“致虚极、守静笃”是无欲的最高境界。但要做到

无欲是很难的，于是老子给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

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等建议。其实

无欲并不是老子一人的主张，如佛家将无欲作为其最根

本的教义，孔子也说过“无欲则刚”。在追求恒无欲的过

程中，有的人是受困而做到无欲，如周文王因身陷牢房做

到了无欲，因而研究出了《周易》;有的人是通过修炼实现

了恒无欲，如道家老子、佛家的释迦牟尼等圣人。但真正

能够做到恒无欲的人少之又少。

老子认为“求同”是寻道的第二准则。“同”就是天

地万物运行的共同规律，天地万物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存

在一些相同点，才能分门聚类为人们所认识。寻道之路

也就是寻同之旅，但“同”又隐藏在各种表象之中，非常玄

妙幽深，因此是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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