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窝口 

   老 子 的 价 值 

         ——《道 德 简》鉴赏 

   

        
  

          

 

 

          内 容 提 要    

 

    笔者深入研究现存《老子》与《道德经》各种版

本，秉承老子“言有宗，事有君”的教诲，依据老子

的著书宗旨，步入老子“明智、明道与明德”三进门

楼，观赏老子“天地之道、养生之道、兴邦之道、治



国之道、用兵之道、和谐之道与玄同之道”七条大道

的奥妙。 

    

    拂去历代尘土与污垢，修复老子“吾言甚易知”

的原貌是当代学者的义务。本书以【简文】与【译文】

传道授业，以【辨析】与【鉴赏】解惑释疑，文脉清

晰，通俗易懂，有益于“认识老子，增厚道德”，为人

类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老子著书的年代，著作者把文字刻写在“竹简”

上，故本书原名为《道德简鉴》。“鉴”是古代的镜子，

具有鉴赏之意。鉴赏老子“三进门楼与七条大道”的

美景，能够吸纳精神营养，获得身心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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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混沌亦可知， 

龙行天下已能识。 

紫气乘风飞云动， 

青牛出关静月迟。 

 

 

笔走坤乾意未尽， 

心生阴阳念当止。 

众妙之门无玄奥， 

千古道德有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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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清朝末年，有人在中药材“龙骨”上发现了难以

辨认的单体文字，始冠名为“甲骨文”。随着中国考古

事业的发展，专家们从河南殷墟出土了几万片夏商

时代的甲骨文物，从中整理出四千多个单字。这个事

实说明夏商时代，中华民族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文字

表述能力”。遗憾的是，夏商之前的远古文化历史，如

同这些甲骨文字一样，被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界埋没

了，仅剩一小部分保存在民间传说里。

经过近百年破译，现在已经认识的甲骨文字接

近两千多个了。这些难能可贵的巨大认字成果，证实

了夏代《彖辞易》与商代《象辞易》都曾经客观存在。

例如，“密云不雨，我自西郊”等《周易》中的“彖辞与

象辞”，清楚的出现在“甲骨片上”，证明那是周代以

前的作品。随着甘肃省天水市【大地湾古人类遗址】

的发现，证实了民间传说的【伏羲故里】确实存在中

华民族的祖先。那些妄图虚无中华远古文化历史的

闹剧，不得不落下帷幕。



老
子
的
价
值

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顶峰，一个是《周易》，另一个是《道德

经》。东周老子在《道德经》里告诉世人：“自古至今，（道）其名不

去”，表明“中华道学”历史悠久。追根溯源，《道德经》与《周易》皆源

自远古“伏羲日月三爻图”。

郭沫若等现代历史学家，依据考古成果，确认了上至伏羲皇，

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千多年的悠久中华文化历史。

伏羲皇创作“日月三爻图”开创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神农与黄

帝继承伏羲文化，发展了农业、天文、历法、医药等中华古典文化。

尧舜禹的“禅让制度”彰显了三皇五帝时代的政治文明。商代伊尹

《咸有一德》与《坤乾易(象辞)》，周代姜太公《六韬》与老子《道德

经》，都是中华道学的代表作品。

一些人幻想虚无老子，他们扬言“道德经是后人编造的”，从而

否定中华道学的悠久历史。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吧。

据古典文献记载，老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周代知名的学

者与文化高人。儒家的“圣人”曾经拜访老子，却听不懂老子讲述的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之类的道学。回来后，思索三日，

“圣人”依然不得其解，不得不感叹到：老子其人如同龙一样，不可

琢磨。

另一个事实就是老子的作品曾被很多人传抄。例如，长沙马王

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又如，后来在湖北郭店东周楚国墓地出

土的“竹简老子”。因此说，老子其人与其作品《道德简》都是可信的

事实存在。

“道与德”并非老子的发明，而是老子对远古道学的继承与发

扬光大。老子赞美的那些无私圣人，就是远古三皇五帝等伟人。

老子通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实事求是的

发现了“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是谓复命”。“复命”就是现代人所

说的“周期循环”。

老子发现：在远古三皇五帝时代，不存在“君尊臣卑，男尊女

卑”等压迫与剥削，也没有人把王权传位给自己的子孙。老子依据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的规律性认识，预见到将来社会必将从剥削004



压迫与战乱的“失道时代”，回到“无亲疏之别，无贵贱之分，无尊卑

之等”的“玄同时代”。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平等、公正、民主”的新

时代。这是符合“天地之道”的“人道时代”。

然而，在维护家天下王朝世袭制度的愚民文化长期腐蚀下，

《道德经》与《周易》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神秘化篡改与歪曲，变成了

难于理解的“天书”。因此，拂去历史尘土，清除传抄谬误，修复老子

“吾言甚易知”的原貌，阐析《道德经》的思想内涵，以利于读者阅读

和理解，已经成为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义务。

今天，中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自由、平等、公正”，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道德经》

包含这些价值观念，有利于人们遵道而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老子的价值》一书把历史呈现给世人，期盼人们亲近优秀经

典，期盼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庞雅莉

201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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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就会发现：很多“中国字”都有三种以上的

用法；很多“中国事”都有三个以上的“名称”。

例如，中华文化巨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

聃。世人尊称李耳先生为“老子”。李耳、李聃、李伯阳，都

是老子的“名称”。“子”是中国古代对学者的尊称。“老”

也是尊称。诸如“老师、老乡、老张、老百姓”等都有尊敬
的意思。

老子曾任周朝王室馆藏史，因其学识渊博，德高望

重而受到世人敬仰。司马迁先生将老子的一些信息，记

载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第三》。

汉代以后，老子被中华道教尊奉为“太上老君”，尊

称“太清道德天尊”而升华为天长地久的神话人物。

神话，虽然是人们想象的产物，但其{基本}内容{皆}

来自人们的实践经验。

人类的实践经验促使人类产生了“思维判断与想象

设计”等思维能力，创造了无量工具、房屋、艺术品等“人

造事物”。“人造事物”存在于人类文化世界，统称为“人

文事物”。人文事物皆有{其}物质载体与意识信息。人们

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接受某些“自然事物与人文

【小引】

00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