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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 凡是能够以文字的形
式留存到当代， 都是经过几千年无数先贤圣哲们
精挑细选并通过实践证明的，是对人的生存、行为
规范、社会构造、民族发展、国家兴旺具有重大影
响和积极意义的经典。 这些经典，在今天看来，就
是浸透在我们的遗传基因中的文化因子， 就是我
们中华民族枝繁叶茂的文化之根。 传承民族文化，
播扬人文精神，最好的方式和途径，莫过于阅读经
典、学习经典。 诵读这些经典，就是在和古圣先贤
对话，就是在获取文化的精髓，就是在开启我们的
智慧之门，就是在擦拭我们的心灵之尘，就是在接
近我们的自然之性， 就是在回归我们的宁静致远
的祥和之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以崭新的面貌融
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 中国人在学习他人的同
时， 也在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各个

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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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孔子学院遍布全球的文化交流，就是一个最
好的证明。 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
撼。 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强盛的中国人，不会忘记
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要求，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明办成立
“国学经典全民阅读读本”编委会，并由黄河出版
传媒集团出版了全套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国学
经典全民阅读读本”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国学经典面向社
会，进入社区，走向工厂、农村、部队、家庭，倡导全
民阅读，继承文化传统，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望这套“国学经典全民阅读读本”能够成为
广大读者进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向导。



国

学

经

典

目

录
一
章

一

二
章

二

三
章

四

四
章

六

五
章

七

六
章

八

七
章

九

八
章

一○

九
章

一
一

十
章

一
二

十
一
章

一
四

十
二
章

一
五

十
三
章

一
六

十
四
章

一
八

十
五
章

二○

十
六
章

二
二

十
七
章

二
四

十
八
章

二
五

十
九
章

二
说

二
十
章

二
七

二
十
一
章

二
九

二
十
二
章

三○

二
十
三
章

三
二

二
十
四
章

三
四

二
十
五
章

三
五

二
十
六
章

三
七

二
十
七
章

三
八

二
十
八
章

四○

二
十
九
章

四
一

三
十
章

四
二

三
十
一
章

四
四

三
十
二
章

四
六

三
十
三
章

四
七

三
十
四
章

四
八

三
十
五
章

五○

三
十
六
章

五
一

三
十
七
章

五
二

三
十
八
章

五
三

三
十
九
章

五
五

四
十
章

五
七

四
十
一
章

五
八

四
十
二
章

六○



老

子

四
十
三
章

六
一

四
十
四
章

六
二

四
十
五
章

六
三

四
十
六
章

六
四

四
十
七
章

六
五

四
十
八
章

六
六

四
十
九
章

六
七

五
十
章

六
九

五
十
一
章

七
一

五
十
二
章

七
二

五
十
三
章

七
四

五
十
四
章

七
五

五
十
五
章

七
七

五
十
六
章

七
九

五
十
七
章

八○

五
十
八
章

八
二

五
十
九
章

八
四

六
十
章

八
五

六
十
一
章

八
六

六
十
二
章

八
八

六
十
三
章

九○

六
十
四
章

九
一

六
十
五
章

九
四

六
十
六
章

九
五

六
十
七
章

九
六

六
十
八
章

九
八

六
十
九
章

九
九

七
十
章

一○
○

七
十
一
章

一○

一

七
十
二
章

一○

二

七
十
三
章

一○

三

七
十
四
章

一○

四

七
十
五
章

一○

五

七
十
六
章

一○

六

七
十
七
章

一○

七

七
十
八
章

一○

八

七
十
九
章

一○

九

八
十
章

一
一○

八
十
一
章

一
一
二

目
录



国

学

经

典

译 文

能加以阐述解说的“道”，并非是那个浑然一体、永恒存在且运
动不息的“道”；能命名的道名，也不是那个浑然一体、永恒存在且
运动不息的道之名。

天地之初始称为“无”，万物之本原称为“有”。
从永恒的“无”，我们将观察到宇宙万物的奥妙和规律；从永恒

的“有”，我们将观察事物变化的端倪和界限。
“有”和“无”都来源于道，但各自代表了道的不同存在方式，都

可谓玄妙、幽深。 玄而又玄，正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总源头。

［1］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可以阐述的，
但并非等同于永恒存在、 运动不止
的那个道。第一个“道”是名词，是老
子使用最频繁的哲学概念。 指天地
万物的本原。第二个“道”是动词，有
言说、阐述之意。

［2］名可名，非常名：道名也是可以命
名的， 但并不等同于永恒存在、运
动不止的道之名。 第一个“名”是名
词，指道名。 第二个“名”是动词，命
名的意思。

［3］名：动词，命名。
［4］母：本原，根源。
［5］徼（jiào）：边际，界限。
［6］玄：玄妙，深远不可测知。
［7］门：这里指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总
源头。

道可道，非常道［1］；名
可名，非常名［2］。

无，名［3］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4］。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5］。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6］。 玄之又玄，众
妙之门［7］。

︻

一
章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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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章

︼

［1］斯恶已：则显露出丑陋了。斯，则，就。
恶，丑陋。 已，通“矣”，相当于“了”。

［2］相生：互转互化。
［3］相成：相辅相成。
［4］形：显现、体现。
［5］倾：侧，依靠。
［6］音声相和：音与声相互协调和谐。
音，不同声的组合。 声，单个声音。

［7］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因此圣人根
据自然无为的方式处事。 是以，所
以、因此。 圣人，老子认为的具有道
行的杰出人物。 无为，不妄自作为，
顺其自然。

［8］行不言之教：实行不言的教化。 行，
实行。 不言，不用言语，不发号施令。
教，教化、教育。

［9］万物作而弗始：作，出现，发生、兴
起。 弗，不。 始，开始。

［10］恃：倚仗。
［11］居：自居。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1］；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 ［2］，难易相
成［3］，长短相形 ［4］，高下相
倾 ［5］，音声相和 ［6］，前后相
随，恒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
事 ［7］，行不言之教 ［8］；万物
作而弗始［9］，生而弗有，为
而弗恃［10］，功成而弗居［11］。
唯弗居，是以不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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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文

人们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则显露出丑了。 人们都明白善之

所以为善，就显露出了不善。

有与无互转互化，难与易相辅相成，长与短互相比较，高与下

互相依存，音与声相互和谐，前与后永远追随，这个道理在世间万

物中都是永恒的。

所以，圣人采取无为的处事方式，实行不言的教化；让自然万

物自由地生长，而不人为地改变它们的生长规律；生养培育万物，

而不占有倚仗它们；功业成就也不以功臣自居。 正是因为圣人不

居功，他们的功业才流传千古。

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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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章

︼

［1］尚贤：崇尚贤能之人。 尚，崇尚、推
崇。 贤，贤能之人。

［2］不贵难得之货：贵，重视，看重。难得
之货，指稀缺、珍贵的东西。

［3］不见（xiàn）可欲：不炫耀引起欲望的
东西。见，同“现”，显现、炫耀。可欲，
引起欲望的事物。

［4］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
些是老子理想中圣人治理国家所应
采取的措施。 虚，空虚，无欲。 实，充
实，满足，即让吃饱。 弱，削弱，弱化。
志，志向，意志。 强，强健、增强。 骨，
体质，筋骨。

［5］使民无知无欲：使百姓既无心智，又
没有欲望。

［6］为无为：用无为的方式处理事物。第
一个“为”是动词，用，以。 无为，老子
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处事态度。

不尚贤［1］，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 ［2］，使民不
为盗；不见可欲［3］，使民心
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
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4］。 常使民无知无欲［5］，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
为［6］，则无不治。

译 文

如果领导阶层不崇尚贤能之人，那么百姓就不会因为想成为

贤才而去争名夺利；不把难得的物品当成贵重之物，百姓就不会

去偷盗；不炫耀那些可以激发人们内心欲望的东西，百姓淳朴的

内心就不会被扰乱。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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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圣人在治理天下时，既要简化百姓的思想，还要让他们

吃得饱，既要设法削弱他们的志向，又要尽量增强他们的体质。 永

远使百姓没有奸诈的心智，没有贪婪的欲望，使那些自认为聪明

的人不敢妄自行动。 如此这般，用无为的方式处理事务，那么国家

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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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译 文

“道”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在宇宙中的作用却是无

穷无尽的。 它多么深邃啊，如同世间万物的宗主。 它虚无缥缈啊，

又好似真实地存在于世间。

我不知道它是谁家之子，但又觉得它好像在天帝出现之前就

已经存在了！

［1］冲：本为“盅”，这里为虚无，空虚。
［2］不盈：不充盈。 盈，满，充盈。
［3］渊兮：渊，深渊，深邃，这里形容道的
奥秘与神奇。 兮，语气助词。

［4］宗：宗主，头领。
［５］湛：没，隐秘。
［６］似或存：好似没有但实际上却又真
实存在。 似，好似。 存，存在。

［７］ 象帝之先： 好像先于天帝而存在。
象，好像。 帝，天帝。

道冲 ［1］。 而用之或不
盈 ［2］。 渊兮 ［3］，似万物之
宗［4］。 湛兮［5］，似或存［6］。

吾不知谁之子， 象帝
之先［7］。

︻

四

章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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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没有偏爱，它对待万物就像人们对待刍狗一样，将万物

的生与死都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圣人没有偏爱，他对待百姓也

像对待刍狗一样，不分厚薄，一视同仁。

天地之间的人类社会，岂不像风箱吗？ 看似空虚，但内里的动

力却不会枯竭；当鼓动风箱的时候，越鼓动风就越大，风越大风箱

的寿命就越短。

统治者的政教法令繁多而屡次失败， 还不如坚守虚怀无为，

静观其变，任其自由发展。

［1］刍狗：用草扎成狗的形状，在祭祀时
使用。 作为祭品，受人敬重；用完后
则被践踏焚烧。 刍狗只所以先后遭
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并不是由于人
们的感情变化，而是因为环境、条件
等不同需要而造成的。

［2］橐（tuó） （yuè）：古代烧火用的风箱。
橐，装气的口袋； ，通气的竹管。

［3］虚而不屈（jué）：空虚但不会穷尽。
虚，空虚。 屈，枯竭，穷尽。

［4］多言数穷：政教法令繁多而屡次
失败。言，政教法令。数，屡次。穷，
失败。

［5］守中：持守虚静。 中，通“冲”，虚静。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
刍狗［1］；圣人不仁，以百姓
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 ［2］

乎？虚而不屈［3］，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 ［4］，不如守

中［5］。

︻

五

章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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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文

道作为生养天地万物的神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它是生育

万物的神奇的母体，而且母体与生俱来的微妙的产门就是天地万

物产生的根源。 道绵延不绝，似有若无地存在着，一刻不停地运行

而不知倦怠。

［1］谷神不死：道永恒存在，永不止息。
谷，养。谷神，即道，生养天地万物之
神灵。 死，停止，止息。

［2］玄牝（pìn）：玄妙的母体。 玄，深不可
测，幽深玄远。 牝，指雌性动物的生
殖系统。

［3］绵绵若存：绵绵，绵延不断。若存，好
像永远存在。

［4］用之不勤：不知疲倦地运行。 勤，疲
倦，倦怠。

谷神不死［1］，是谓“玄
牝”［2］。 玄牝之门，是谓天
地根。 绵绵若存［3］，用之不
勤［4］。

︻

六

章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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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的存在是长久的。 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存在而不消

逝，是因为天地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因而它们能长久存在。

同样，圣人在利益面前总是置身于众人之后，这却能使他得

到大家的推崇而处于领先位置； 在危险中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

外，反使他自身得以保存。 因为他无私，所以能够成就自己。

［１］以其不自生：是因为天地不是为自
己而生存。以，由于，因为。其，代词，
指天地。 不自生，不为自己而生存。

［２］故能长生：所以能够长久。故，所以。
生，久。

［３］后其身而身先：把自身放在众人之
后，却能得到推崇而占先。

［４］外其身而身存：把自身置于度外，反
而能保存自己。 存，留存，保存。

［５］成其私：成就自己。 成，促成，成就。
私，自己。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
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1］，
故能长生［2］。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
先［3］，外其身而身存［4］。 以
其无私，故能成其私［5］。

︻

七

章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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