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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十四章
本期撰稿人:陈大明 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秘书长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传承优秀文化， 解读历史经典，开
启智慧之光。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道德
经》第十四章。

“道”对大家并不陌生，我们每天都
要走的路，是道；我们工作生活中常说的
处世之道、管理之道、持家之道、修身之
道、学习之道、研究之道等等也是道。 这
些“道”指的都是具体事物处理运作的道
理、规则 。 而老子的 “道 ”，是从道路的
“道”和各种具体事物的道理、规则概括
出来的，作为天下万物的本体、本源，内
在于天下万物中的客观规律， 这是一个
大写的“道”。 就像一个婴儿出生后已经
取名了，但究竟长得什么样，要抱出来让
亲戚朋友们看一看、 接受大家的祝福一
样。老子在第一章给道取名后，在第十四
章重点描述道体， 用意就是想让大家能
够亲眼看一看道究竟长得什么样， 以便
更好地学道、悟道、体道。 我们听听老子
是怎样说的———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
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
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下?，其下不
昧。 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是谓无
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迎之不见
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从老子上面对道体的描述我们可以

体悟到，老子所说的“道”超越所有事物，
是无形无状的，因而是看不到、听不见、
摸不着的。 对于这种没有形体的高度抽
象的东西，人们根本无法通过眼、耳、鼻、
舌、身去体验，所以也就无法用语言说明
它的属性。“道”虽然虚无缥缈，但它又实
实在在地存在着。 为了让人们对超脱于

具体事物之上的“道”有一个更加清楚的
认识， 老子就用现实社会人们熟知的一
些概念来对它加以解释， 然后再一一否
定，进而反衬出“道”的深微奥妙。从这个
意义上说， 否定性思维是老子重要的思
维方式， 与这种思维方式紧密联系的是
《道德经》“正言若反” 的语言表达方式，
这一章用的就是这种表达方式。

具体说来，什么是“夷”，肉眼无法看
到的东西，称为“夷”，看不到并不代表它
不存在。 比如，由于地球是圆形的缘故，
我们站在地平线上朝远处张望， 即使视
力超强，看到的平原丘陵、山川河流、戈
壁大漠也非常有限， 更不用说地平线的
那一端了。 但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就否
定万物的存在，正像“道”的存在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样, 只是它是老子说
的“大象无形”般的存在。同样道理，什么
是“希”呢？ “希”是用耳朵无法听到的声
音，它的特点是细微、缥缈，不可能被我
们听得真切。同时，距离也会使我们无法
听到一些声音。四季轮回、日出日落，“坐
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宇宙
大化的循环运行，声音该有多大啊！我们
竟然一点也听不到，为什么？距离太远了
啊。更何况那若有若无的“道”的运行，即
使有声音，也不会被我们听见。 所以，老

子说“大音希声”。 那么，什么是“微”呢？
“微”就是小的意思，当一个东西小到无
法被人们摸着时，就称它为“微”。

写到这里，老子就把“道”的形体描
述出来了，它原来是“夷”“希”“微”,是看
不到、听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无法用人
们的眼、耳、鼻、舌、身来感知，同时，这种
“夷”“希”“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混
而为一”的存在。

接下来，老子就对“道”这个“混而为
一”的存在作了具体描述，并得出了“是
谓惚恍”的结论。那么，什么是“惚恍”？在
老子看来，道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
是有形体形象的 ， 但它的形体形象是
“夷”“希”“微”，看不到、听不见、摸不着，
它是一个超越了物质世界的东西， 并且
若有若无、 若隐若现， 无法用语言来解
释， 只能用心去领悟； 无法用感官去体
验，只能用身心去感知。 这种亦真亦幻、
模糊而又深奥的状态，就叫“惚恍”。这虽
然有些牵强， 但已经是所有词语中最能
表达“道”的形体特点的词汇了。

“道”虽然看不到、听不见、摸不着，
但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远在天边、近在
眼前，无所不能、无处不在。 “道”和万物
其实是一体的， 万物的变化无处不体现
着“道”的规律，万物的运行也最终体现

为始于道并归于道。所以，老子接下来就
明确指出：“迎之不见其首， 随之不见其
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
谓道纪”。 也就是说，“道”的普遍规律自
古以来就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
要认识和把握现实存在的个别事物，就
必须把握古已有之的“道”的规律，认识
“道”的普遍原理。 掌握了这种规律和原
理，就把握住了“道纪”，也就是把握住了
认识具体事物的根本。

老子通过对“道”的样态与形体的描
写，从玄妙抽象的空间，落到现实的人间
社会，强调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
重要性。换句话说，老子是在强调从历史
经验中探索总结自然界、 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重要性。

西方有一句古老的名言：“一个人如
果不了解他出生以前的历史， 那就永远
长不大。”科学家牛顿曾经说过：“如果我
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
人们无法事必躬亲，前人的经验与教训，
恰恰是今天的宝贵财富。 大家都熟知的
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 由于天文学
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 世界近
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天文学开始的。
1000 多年前，托勒密提出了 “地心说 ”，
这种学说被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所掌握，

成为压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随着社会的
发展、科学的进步，490 多年前 ，哥白尼
提出了“日心说”，突破了“地心说”的偏
见和无知， 打开了人们长久以来被蒙蔽
的视野。 330 多年前，牛顿在前人学说有
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定律”，对自
然规律作了第一次理论性的概括和综合。
100 多年前， 爱因斯坦丰富了牛顿的学
说，提出了举世闻名的相对论，为人类进
入太空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深空探测器
的发射、贵州大窝凼“天眼”的启用和人们
对宇宙空间认识的深化，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又被当代的量子时空理论所充实。科学
家试图将相对论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统一

在量子时空框架内，以指导对广袤的未知
世界的认识与探索。科学史上的进步无不
彰显着人类在知识积累以及历史经验上

的借鉴、传承和进步，这些都浸透着“执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的道理。

同样，老子的这一观点，也包含着借
鉴前人治国理世经验教训，更好地治理当
今天下的道理，这是老子的根本用意之所
在。 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告诫他的“经济不
外读史”；唐太宗李世民的“以铜为镜，可
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宋代司马光为“鉴于往
事，有资于治道”而编撰《资治通鉴》，目的

都在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遵循天道法则，当今世界无数国际

组织、良知国家 、社会精英纷纷站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永续发展
出谋划策，甚至不惜投入巨量资源寻求
世界安定、安宁、安全发展之路。 但令人
遗憾的是 ，二战结束后 ，世界虽然没有
发生大规模战争，但也没有如世人所期
待的那样和平安宁。 全球气候变暖、生
态失衡导致的自然灾害突发频发；新冠
疫情肆虐 ，病毒一再变异 ，人类正面临
着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局部战争
硝烟弥漫 ，千万难民流离失所 ；一极独
霸招摇过市 ，贸易战火四处蔓延 ，多元
化发展、多极化征途时出变数。 出现这
些乱象，都和一些人尤其是霸权霸凌国
家不遵道、不守道、不从道有关。 解决当
今世界诸多棘手问题和人类长远发展

问题，特别需要深刻体悟老子 “执古之
道，以御今之有”的思想，积极为解决世
界发展难题、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方
案、中国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道”
虽然是玄妙精深、惚恍不定的，其中却包
含着先于宇宙而存在的纲纪、规律，并且
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运用极广。 “道”看
不到头，也见不到尾，好像是惚惚恍恍的
“无”， 但它自古以来就支配着茫茫宇宙
和人世间的具体事物，统率着一切“有”。
因此，要认识和把握世间的万事万物，就
必须把握“道”。 掌握了世间万事万物运
动变化的规律，就能知过去、探未来，识
破天机、洞察秋毫，顺势而为、赢得人心，
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②18

《道德经》第十三章
本期撰稿人：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李晓英 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暨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
智慧之光。 大家好！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道德经》第十三章。

我们非常熟悉一个成语叫 “受宠若
惊”，意思是受到过分的宠爱或赏识而感
到意外的惊喜和不安。该成语出自《道德
经》第 13章。 “宠辱若惊”似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态，而“宠辱不惊”显然是人生有
定力、有气度的一种表现。 这“惊”与“不
惊”之间，体现着怎样的境界？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看看老子是如何解读 “宠辱若
惊”，如何教我们面对世间荣辱得失的。

原文：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
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
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
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这一章老子主要讲述了人为什么受

到宠辱就惊讶，人为什么有祸患，而什么
样的人才有资格治理天下。首先，我先为
大家解释一下本章的大意： 人得宠和受
辱都会感到惊慌失措， 重视自己的身体
好像重视大患一样。 什么叫作得宠和受
辱都感到惊慌失措呢？得宠是下等的，得
到恩惠感到心惊不安， 失去恩惠也觉得
惊恐慌乱， 这就叫作得宠和受辱都感到
惊慌失措。 什么叫作重视身体像重视大
患一样？我所以有大患，乃是因为我有这
个身体，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我会有什么
大患呢？ 所以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治理
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以爱身的
态度去治理天下， 才可以把天下委托给
他。

在这一章里，老子用两个反问句，揭
示了受宠或受辱其实都是很不光彩的事

情，阐明了“宠”和“辱”都是私欲所致的
深刻思想， 告诫世人不能汲汲于身外的

名利而不顾惜自身， 而是要 “贵身”“爱
身”，也就是贵爱生命。 尤其是一个理想
的统治者首要在于贵爱生命， 他不仅仅
是珍重自身的生命， 更要珍重他人的生
命、珍重天下人的生命，如此这般，人们
才能放心地把天下的重责委任于他。 所
以，本章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思想重点。

第一个思想重点是“宠辱若惊，宠为
下”。人生在世，难免要与功名利禄、荣辱
得失打交道， 面对荣辱一般人很难做到
安定自如，因为，能宠人者，多在人上，受
宠者，多为人下，人赞一声，喜不自禁；人
骂一句，火冒三丈，情绪被外界的评价所
左右， 价值全在人家一宠一辱上分轻重
贵贱，所以得宠而喜、失宠而辱，宠辱都
会带来情绪和心理上的波动。 而老子在
2500 多年前，就已经对福祸相依 、荣辱
相随的辩证思想进行了哲理化阐述，对
正视功名利禄、 荣辱得失的智慧看得非
常透彻。那些被人引以为荣的“得宠”，在
老子看来却是一件非常卑下的事情，于
是老子作出了最明快的判断：宠为下。老
子认为“宠 ”和 “辱 ”都是对人尊严的挫
伤，受辱固然是损伤了自尊，得宠何尝不
是另外一种损伤呢？ 因为从得宠者的心
理来看，一经得宠，总会感觉这是一份意
外的惊喜和殊荣，一经赐予就唯恐失去。
于是得宠的人在施宠者面前诚惶诚恐，
言听计从。从这层关系上来看，得宠者的

人格尊严也就没有了。 而如果是一个没
有受过恩宠的人，或者是无视恩宠，从来
不把恩宠得失记挂在心上的人， 那么他
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不卑不亢， 保持自
己人格的独立完整。 人的心理和意识往
往是倾向于受到肯定，不希望受到否定。
美国心理学哲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
“人类本质里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人
肯定。”因此，人受到肯定就会高兴，受到
否定就会感到不悦。 而境界高的人超越
了这种限制，做到了宠辱不惊。 比如《庄
子·逍遥游》中记载的宋荣子，是“举世誉
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宋荣
子是那种世上的人都赞誉他， 也不会让
他感到鼓舞，世上的人都诽谤他，他也并
不因此感到沮丧。 所以一个人从小我中
解放了出来，他就能忘掉自我，不为一时
的荣辱所左右，坚持自己的选择和价值，
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个思想重点是 “贵大患若身”。
在本章中，为了便于人们进一步理解，老
子对“何谓宠辱若惊？ 得之若惊，失之若
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
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
有何患”作了这样一问一答的陈述解释，
而答词的重点就落在了“身”字上。 一般
人对于身外的宠辱毁誉，都特别重视，就
像如临大患一样， 甚至许多人重视身外
的宠辱毁誉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因

此老子提出贵身的主张， 要人重视生命
一如重视大患一样。需要说明的是，本章
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
身，吾有何患”这里所说的“身”，更多的
指向权位名利等私欲。 心里老是想着有
大的祸患， 那是因为心里老惦记着自己
的那点私欲，没有这点私欲，我们还会担
心有什么祸患吗？心中装满私欲，这本身
就是与天地大道相背离的表现。 功名利
禄和宠辱得失对我们来说， 都是外物暂
时的寄放，凡是寄放的东西，来去自由，
不受控制，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们放在
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位置上。 人生的种种
烦恼与痛苦， 往往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
重要、太执着、太放不开。正因为太执着、
太放不开， 所以才会对宠辱得失不能释
然接受。 中国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中曾
描述过周进和范进两个人物， 周进因为
久不得志而痛不欲生，多次寻求短见；范
进因为金榜题名而高兴得过度疯掉了。
实践证明，对待荣辱的问题，表面上看是
小问题，但从深层次上看，体现着一个人
的胸怀、 格局和境界。 明代著名的思想
家、军事家王阳明，从小就立下“读书做
圣贤”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止，虽经受
了无数的磨难、凶险和打击，却在诸多领
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成为一位终生以报
国为民为己任的贤臣。 他光辉的一生为
老子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句话作

了最好诠释。
第三个思想重点是 “以身为天下”。

尽管老子说大患来自于“身”，但并不是
要人弃身或者是忘身。他从来没有轻身、
弃身的思想， 反而是要人贵身。 如果贵
身，自然可以减除许多外患，减除纵情纵
欲的贪求，自然会漠视外在的宠辱毁誉。
自贵其身，自爱其身，体现着一种更高要
求的自我修养。在第 12 章中老子曾提到
圣人应该“为腹不为目”。 这句话是说我
们应该注重内在恬淡的生活， 摒弃外在
物欲的刺激和诱惑， 体现的是一种贵身
精神， 所以本章也可以说是上一章思想
的延伸。在这里，老子没有告诉我们他所
提倡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他只是用置身
于天下的胸怀和担当来告诉大家：“贵以
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真正珍爱自身生命和价值
的人，不会被外界物欲所困扰，而是心中
充满大爱，把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推
己及人珍爱他人的生命， 关心人民的福
祉，关注民族的命运，把贵自身、爱自身
提升扩展到爱天下。这样无私忘我的人，
才能担当大任。 我们都还记得，2019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答意大利众议长菲科

时曾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
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
献自己。 ”这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无数
人。 “无我”是一种大境界、大格局，是不

计得失、不谋私利，是鞠躬尽瘁、无私奉
献，是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拳拳之心，到“为
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铮铮
誓言，从“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
发展”的自我要求，到“人民是我们党执
政的最大底气”的庄严宣誓，无不彰显着
一种舍身忘我、 报党报国的宏大境界和
枝叶关情、 人民至上的远大格局。 正所
谓， 一滴水， 只有放进大海里才不会干
涸。 这种无私的言行，崇高的风范，让世
人更为生动和深刻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为民情怀。
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一章， 老子在这

一章中讲到了两种人。 一种人是心中装
满私欲，一心只为自己考虑，另一种人，
是心中充满大爱，没有私心和贪欲，把自
己交付给天下的人。 从这两种人的对比
中， 我们不难发现这也恰恰体现了老子
一直倡导的少私寡欲的主张。 懂得了老
子的智慧， 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人处世的
基本道理， 那就是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
地觉察自己，不断地反省自己，不断地超
越自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
可能发生一些小小的却也令人困惑的荣

辱得失， 有各种身外之物令人高兴或是
悲伤，或许我们达不到宠辱不惊，但我们
可以做到或者尽量做到宠辱少惊， 不计
当下， 就很容易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压力
和焦虑， 特别是在不顺或是受辱的时候
要保持沉稳干净，相信事情会有转机，完
全可以由于成功的自我控制而站得更

稳。 而对于荣誉和恩宠，我们不妨一笑，
最好的选择就是及时忘记， 把得失看得
淡一些，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求内而不求
外，有多么爱自己，就要多么爱他人，如
此才能大成。 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