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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道德经》的助学读物，为

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编撰的经典助学丛

书的一种。

《道德经》又叫《老子》，是道家

思想的源头和最高理论权威，也是中华

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同时还是全人

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英译本超过了

《论语》和佛经，是仅次于《圣经》的

英译著，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智慧

的作品。今天我们读经典，能够背诵其

中的句子固然很应该、很重要，但更应

该、更重要的是掌握精神实质，用于今

天的生活和工作，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

质。为了体现这一点，帮助读者开启思

路，本丛书采用主题体例，即确定每部

经典的主旨，以这一主旨为核心组织专

题。这种体例的突出优点是系统性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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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性强，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学习和理解经典。

《道德经》的主旨是什么？本书认为是回到自然。这里的自

然无疑包括自然界，但又远远超出自然界。它表示一种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认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环境无论是从来源上、基础

上还是本质上，都是自然的；同时它还表示一种存在方式，这种

存在理念尊奉生命，而生命则被认为是人身的自然；同时它还表

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理念尊奉简约，而简约则被认为是最

接近自然的生活；同时它还表示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理念尊

奉低调处世，而低调则被认为是最符合自然的生存；同时它还表

示一种治理方式，这种治理理念尊奉无为而治，而无为则被认为

是最能体现自然的治理。《道德经》的自然是大自然，回到自然

是全面向大自然复归。

回到自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正如《道德经》在历史上与居

于主导地位的儒学形成互补一样，今天也仍旧可以作为主流意识

的补充而发挥功效。我们的生活日益人化，正在以人类的利益和

价值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创造着世界——福焉祸焉，很难讲清楚。

然而我们确切地知道，人类的成就感越大，危机感也就越深。回

到自然走的是一条方向相反的道路，它的最高价值不是人而是自

然。在人类的未来选择中，不敢说这条道路最好，但至少可以肯

定的是，人们对它的呼声一定最高，它的修正意义也一定最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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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

语录

原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道德经》第 42 章）

译文——  

道演化出元气，元气演化出天和

地，天和地演化出阳气、阴气、

和气，和气演化出万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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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天地万物

我们都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杞国，那里有一个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

来、地会陷下去，到时候自己连个安身之地都找不到，这可怎么

好？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时一个人前来开导他，说：天，

不过是聚集起来的气罢了，你的一切活动无时无刻不在气中进行，

多少年都这样过来了，不是一点事也没有吗？干吗担心天会塌下

来呢？不想那个杞国人更担心了，问：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日、

月、星辰岂不是要掉下来吗？那人解释道：日、月、星辰也是气

构成的，只不过会发光罢了，就是掉下来，也砸不到你。杞人还

是担心，问：还有地呢，地陷下去怎么办？那人说：地，是堆积

起来的土块，你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地上进行的，多少年都这样过

来了，不是一点事也没有吗？干吗担心地会陷下去呢？杞人终于

解除了忧虑，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楚国学者长庐子听说了这件事，笑话他们道：天上地上的东

西，无一不是有形有体之物，有形体就会灭亡，怎么能够说天不

塌地不陷呢？担心天塌地陷固然多余，但断言天地不毁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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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郑国学者列子听说了长庐子的话，

也笑话他道：说天地一定毁灭，我们根

本无从知晓；说天地一定不会毁灭，我

们也无从知晓，既然如此，又何必去操

那份闲心呢？（《列子·天瑞第一》）

 这个故事传达出了古人关于宇宙

的两个观念，一个是万物来自于气，一

个是天地有终结也有开端。那么这一切

是如何发生的呢？说得最清楚、最精到

的是题头引用的《道德经》中老子的那

句话。

根据道家经典《淮南子》的解释，

这句话中的“一”，指“元气”，元的

意思是初始，元气就是本原之气。气作

为物质是有重量的，存在也有一定的界

域。轻微而纯粹的元气飞扬向上，汇合

为天；沉重而混浊的元气向下坠落，凝

聚为地。于是天地便形成了。向上运动

的元气轻灵，容易聚合；向下运动的元

气重浊，不易聚合，所以先有天后有地，

天比地要优先。这里用数字来表示，就

是“二”。作为一的元气分化出作为二

的天地。

天和地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天

列子

（清）任渭长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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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是圆，地的属性是方。圆的上天主宰光明，方的大地主宰

幽暗。元气在上天那里转化为阳气，在大地那里转化为阴气。阳

气生成火，火之精华组成太阳。阴气生成水，水之精华组成月亮。

阳气和阴气、火和水、太阳和月亮也都是“二”。

上天将光芒施予大地，阳气被大地吸收，与阴气融合，形成

精气，老子叫它和气。精气（和气）是作为“二”的阳气和阴气

相激荡、冲撞、聚合的结果，用数字表示是“三”。天地的精气

形成四季，四季的精气又分化成万物，所谓“三生万物”，这样

才有了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寰宇。

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的产生过程。用一般观念

来衡量，这个过程相当完备了，然而在道家那里，这只是宇宙运

动的一个阶段。

关于宇宙，道家学者文子这样解释：“古往今来为宇，上下

四方为宙。”（《文子·自然》）古往今来是时间，上下四方是

空间，是说时间为宇，空间为宙。庄子说：“彼其物无穷，而人

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庄子·在

宥》）宇宙万物无穷，而人们却以为有边际；宇宙万物无尽，而

人们却以为有极限。

那么这个无限的宇宙在物质世界产生之前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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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2  

混沌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可以为天地母。”（《道德经》第 25 章。下文凡引《道德经》，

不再标注书名。）混成，自身没有任何分化，无法区别。这句话

的大意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它浑然一体，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已

经存在了。它没有声音，没有形体，独立自足，恒常不变，可以

说是天地之母。

这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尽管无法言说，但确实存在着，

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第 14 章），即没有形状的形状，

没有现象的现象。可以说是有与无的统一体，相当于哲学上的纯

存在。关于这种东西，老子叫它“微”“希”“夷”。微是视而

不见，你瞪大了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希是听而不闻，你竖起了

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夷是触而不觉，你伸长了手臂却什么也摸

不着。老子说，它就是这样地“混而为一”（第 14 章）。

《庄子》有个寓言专门讲这个东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浑

沌。浑沌是中央之帝，它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南海之帝儵（shū），

一个是北海之帝忽。儵和忽经常到浑沌那里去聚会，浑沌招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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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周到。儵与忽总想报答浑沌，商量

道：人身上都长着 7 个孔，用来看、听、

吃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不妨试

试给它凿出孔来。于是儵和忽每天给

浑沌凿一个孔，到了第 7 天，浑沌死了。

（《庄子·应帝王》）混沌无声无形，

迷迷蒙蒙，恍恍惚惚，说它不存在吧，

它就在那里；说它存在吧，却什么也

抓不住，没法起名字，只好称之为混沌。

打个比方，它如同盘古开天地神话中

描述的那样，“混沌如鸡子”（《太

平御览》卷二），像蛋壳内部模糊一团，

看不到后来鸡的形象。据说我们吃的

馄饨最初即写作混沌，各种食材混在

一块儿，分不出彼此；包馅部分是圆形，

象征宇宙之初，无馅部分为片状，合

起来是混沌一片。混沌不能区分，如

果非要在它身上整出点动静，它就不

成其为混沌了，就会像寓言中说的那

样死掉了。

混沌是天地之母，也就是天地万物

形成之前的宇宙状态，是宇宙运动的一

个阶段。混沌演化出元气，由此才得以

出现产生天地万物的一系列运动。

（清刻）浑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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