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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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通过上一章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老
子所描述的 “道” 存在于宇宙天地间，
玄妙精深 ， 恍惚不可捉摸 。 但在人世
间， “道” 也是存在的， 它的特性体现
在得道之人的身上 。 那么 ， 在 《道德
经》 第十五章中得道之人是什么模样？

《道德经》 的第十五章原文是： 古
之善为士者， 微妙玄通， 深不可识。 夫
唯不可识 ， 故强为之容 。 豫兮若冬涉
川； 犹兮若畏四邻； 俨兮其若客； 涣兮
其若释； 敦兮其若朴； 旷兮其若谷； 混
兮其若浊。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孰能安
以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 不欲盈。 夫唯
不盈， 故能蔽而新成。

通过老子对得道之士这番详尽的描

述，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位得道之士正
缓缓向我们走来。 “道” 微妙玄深， 不
可捉摸 ， 而得道之士呢 ， 他同玄妙的
“道” 一样， 静谧幽沉， 达到了深不可
测的地步。 尽管不可识， 但老子还是用
诗歌一般的七句排比， 从不同侧面为我
们描述了得道之士的品性和风范， 对他
们的风貌和人格试图作了一番 “强为之
容” 的描述。 下面， 我们逐一了解。

首先是 “豫兮若冬涉川 ”。 “豫 ”
并不是犹豫不决， 而是有所思考有所准
备， 也就是古人常说的 “凡事预立而不
劳”， 一件事不经过深思熟虑绝不轻易

下结论定调子 ， 一举一动毫不含糊 。
“若冬涉川”， 是指冬天人站在结冰的河
边， 若要渡河一定是有所准备才能迈步
前行的。 这句话写出了体道之士做事时
时小心， 步步谨慎。 《诗经》 里我们非
常熟悉的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
薄冰” 同样是形容小心谨慎， 这和老子
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在 “凡事都从忙
中错， 谁人知向静中修” 生活中， 有些
人做人做事从容豫逸， 表面看似乎一点
都不紧张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举手投
足之间早已考虑周详， 做了最适当的决
定。

“犹兮若畏四邻” 意思是得道之人
行事谨慎警惕， 像是害怕四周有敌人进
攻一样。 做事谨慎警惕， 自然就会减少
一些损失和伤害， 尤其是当事情就要成
功或是胜利在望时， 更不要放松警惕，
这也就是老子常说的 “慎终如始， 则无
败事”。

得道之人同时具有庄重的品格 “俨
兮其若客 ； 涣兮其若释 ” 。 这其中的
“俨” 是指肃然庄重， 如同在人家家里
做客， 严肃而不放肆， 洒脱而不拘谨；
“涣” 是流散消散， 如同冰块缓缓消融
一般， 融和而不排斥。 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 得道之人无论在什么场合、 什么情
形下都端庄严谨， 能够把握分寸， 与人
交往不分亲疏远近， 亲和温暖犹如春风
拂面， 冰雪消融。 在 《礼记》 开篇中提
到的 “毋不敬， 俨若思， 安定辞”， 这

也是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待人恭敬有礼，
态度端庄稳重， 言语温和沉静。

另外 ， “敦兮其若朴 ； 旷兮其若
谷； 混兮其若浊” 这三句比较好理解，
是说得道之士淳朴坦荡 ， 旷远豁达 ，
浑厚宽容 ， 胸怀犹如深山幽谷 ， 犹如
浩瀚大海 ， 不仅容得下人 ， 更能容得
下事 、 容得下言 ， 我们现在常用的成
语 “虚怀若谷 ” 就是出自 “旷兮其若
谷 ” 这五个字 。 著名典故完璧归赵中
的和氏璧 ， 这块天下奇宝为大家所熟
知， 而它背后却有着一段悲壮的故事。
据先秦文献记载 ， 楚人卞和在荆山发
现一块罕见的璞玉 ， 先后将它献给楚
厉王和楚武王 ， 想不到两位君王都认
为卞和是骗子 ， 以欺君之罪砍去卞和
的左右脚 。 卞和第三次献玉感动了楚
文王 ， 文王命令玉工加以琢磨 ， 才发
现这是一块上等的美玉 ， 为了感谢卞
和对专业的坚持 ， 文王便将这块美玉
命名为 “和氏璧”。 能够持守正道的人
往往也像这块著名的 “和氏璧”， 乍看
之下 ， 并不知道他的不凡之处 ， 他就
像质朴的原木 ， 就像空旷的山谷 ， 就
像混沌的大海 。 可是 ， 原木有被雕琢
成各种样貌的可能 ， 山谷拥有开阔的
空间 ， 而大海的混浊 ， 则是因为它汇
聚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流 。 所以 ， 得
道之人看似平庸 ， 实则低调谦逊 ， 海
纳百川 ， 包容大度 ， 有着大智若愚的
格局 。 正如 《菜根谭 》 所说 ： “■肥

甘辛非真味 ， 真味只是淡 ； 神奇卓异
非至人， 至人只是常。” 那些看似精明
老练的人 ， 他们或许是能人 ， 但绝不
是最高境界的 “至人”， 因为他们没有
足够的雅量和胸怀。

这诗一般的七句排比刻画出了得道

者的样貌和心境： 谨慎、 警惕、 端庄、
温暖、 厚道、 旷达、 包容。 这显然是老
子比较看重的品格素养和境界。 在老子
的描述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得
道的先贤们举手投足间无不体现道的特

质， 他们深知道的严谨， 所以凡事三思
而行， 深知道的深远， 所以心怀敬畏，
从不妄自菲薄， 而是敦厚朴实， 深藏不
露， 韬光养晦， 蓄势待发。 所以老子心
目中明智的人， 是谨慎的人， 是谦逊的
人， 是小心的人， 是朴实的人。

得道之士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本
章的后半段便由对人格特征的描述， 转
向对行为方式的关注， 表现出对什么是
理想人格的追问。

老子接着说 ： “孰能浊以静之徐
清？ 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便点出了世
俗之人和得道之人的差别， 就差在这静
定的功夫和精神活动的状况上。 我们都
知道， 一杯浑浊的水， 放着不动， 时间
久了杂质自然就沉淀下来转浊为清， 成
为一杯清水。 如果老是摇晃， 这个杯子
里的水永远都是浑浊的 。 那么由浊到
静， 由静到清， 这三个阶段中最关键的
一步就是 “静”， 静如何体现， 就在这

“徐” 的过程。 “徐” 字， 老子用得恰
如其分 ， 意思就是要有耐心 ， 要慢慢
来， 才能由浊到清， 这是一个逐渐趋向
安和静的过程 ， 体现的就是静定的功
夫。 正所谓 “万物静观皆自得”， 越遇
到事情， 越要让自己先静下来， 在冷静
中方能更好地审时度势。 所以 “非淡泊
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想要拥
有大智慧那就更需要宁静。 《大学》 中
的 “知止而后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
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同
老子的这句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静” 只是一个方面， 静到极点后
要逐渐动起来， 只有动起来， 才能生生
不息，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 “徐生”。 但
此处的 “动” 不是盲从乱动， 不是浊世
中的随波逐流， 真正的动， 是静定之后
的明白和精进。 “浊” 和 “清” 对立，
“安 ” 和 “生 ” 对立 ， 一方面 ， “浊 ”
是动荡的状态， 体道之士在动荡的状态
中， 透过 “静” 的功夫， 静定持心， 转
入清明的境界， 这是动极而静的生命活
动过程。 而另一方面， 在长久沉静安定
之后又能逐渐生动起来， 趋向于创造性
的活动， 这是静极而动， 动之徐生的生
命活动过程。 “静” 和 “动” 是生命生
生不息的两大原动力， 它们之间， 透露
着 “动静相养” 的辩证思维。 这种相反
相成的思维方式和道理是要告诉我们得

道者的状态并不是一潭死水， 不是形如
槁木， 不是呆板僵滞， 而是可以静之动

之， 清之生之的 ， 但是要徐 ， 要慢一
点， 要克服浮躁。 20 世纪哲学界影响
巨大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把 “孰能
浊以静之徐清， 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这
两句话用中国字写在硬纸片上， 悬挂于
他的山庄书斋墙壁上， 由此可见海德格
尔对老子思想的崇敬。

所以我们宁可敦厚朴实一点 ， 谦
卑忍让一点， 也不要张扬， 盈满僵硬。
从这一点上 ， 我们便可以看出老子强
调的是不要满 、 不要盈 ， 他是从毋满
毋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 “盈 ” 就是
满， 可以理解为追求某种终极的状态。
所以 ， 在生活中 ， 我们应该常常体认
到自己的缺陷空白 ， 有道是 “泰山不
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深。” 盈满， 只会让我们故步
自封 ， 不盈 ， 才有徐清徐生的余地 。
光是不自满是不够的 ， 还要能放低姿
态 ， 才能使好的意见源源不绝而来 ，
也才能真正达到 “夫唯不盈 ， 故能蔽
而新成” 的境界。

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我们明白了人
生最好的境界是 “不欲盈”。 一个人收
放有度的生命活动过程， 恰恰是基于对
自身的正确认知 ， 时时保持自观 、 自
省、 自慎、 自律、 自谦的品质和智慧。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不自满不欲盈 ， 吐故而常新 ， 唯有这
般， 才有空间， 才有未来， 才能处尘而
脱俗。 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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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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老子在这一章着重
谈了认识和把握天道规律的方法， 并指
出准确把握并运用天道规律的重要作

用。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 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 归根
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
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这一章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 追求
“虚”，要达到极点；守住“静”，要完全入
定。万物一齐兴起生长，我就从这里观看
它们的循环往复。 天道圆转，周而复始，
各自要返回到它们的本根。 返回本根叫
做寂静，寂静叫做回归本来状态。回归本
来状态叫作永恒的规律， 认识永恒的规
律叫作明智。不认识和把握规律，轻举妄
动就会招致凶险。 认识和把握规律才会
包容万物，包容万物才会坦荡公平，坦荡
公平才会普遍周全， 普遍周全才会合乎
自然，合乎自然才会与道同行，与道同行
才会保持长久，一生一世才不会有危险。

这一章可以分三个意群来理解。
第一个意群：从开篇到“吾以观复”。
开篇的致虚极：致，达到。 虚，虚空，

没有任何杂念与欲望。极，极端、顶点。意
思是达到极端的空虚无欲， 不存在任何
功利目的，不抱有任何固执偏见。

守静笃：笃，笃实、诚笃、坚定不移。
意思是持守彻底的清静。

万物并作：并，一同、一齐。作，兴起、

生长。 意思是万物一同兴起生长。
吾以观复：复，返、周而复始。意思是

静观万物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第一个意群老子一上来就阐明了

“观复”的前提是“致虚极，守静笃”，也就
是要虚到极点，静到极点。在极虚、极静，
近于“真空”状态的、一片纯真的心境中，
才能够不受任何干扰的“观复”。 只有具
备了这个前提，才能进入“观复”的程序。
否则， 在有杂念混入、 欲望生长的心境
中，是观察不出事物的真相来的。在老子
看来，世间万物林林总总，竞相成长，呈
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而且瞬息万变，日
新月异。尽管外部世界很纷乱，但只要自
己的心不乱，是在极虚、极静的心境下认
识、观察宇宙万物的，就能够透过缤纷的
表象，观察并揭示出宇宙万物圆转运行、
周而复始的真相。

第二个意群：从“天道圆圆”到“不知
常，妄作凶”。

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圆圆，圆转
不已，周而复始。指天道的运行方式。根，
本根、本源。意思是天道循环，周转不息，
常常返回到各自的本根。应该指出的是，
传世本《道德经》这一句是“夫物芸芸”，
我们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 《道德
经》 版本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本的
表述，改为“天道圆圆”，这样更贴近老子
思想。

归根曰静：归根，回归本原。 意思是
回归到本原状态叫作“静”。

静曰复命：复命，本义是完成使命后

的回复，在这里指万物顺应自然，返本归
初。意思是“静”就叫做顺应自然，返本归
初。

复命曰常：常，常理，指万物生长运
行中永恒不变的规律。意思是顺应自然、
返本归初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知常曰明：明，通达、明智。意思是准
确地认识和把握规律叫做通达明智。

不知常，妄作凶：妄作，轻举妄动，肆
意胡为，也就是所谓的“有为”。意思是不
遵守规律、造作妄为便会招致凶险。

第二个意群用“天道圆圆，各复归其
根”领起，强调要从天道运行方式入手观
察并把握世间万物的根本。接下来，用顶
针修辞手法展开， 具体说明怎样才算是
认识并把握了天道运行的根本。 这本来
是一道复杂难解的题目，在老子笔下，却
说得明明白白，也就是“归根曰静，静曰
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
凶”。 追寻到世间万物的根本后，要在极
静的心境下观察认识， 最终把握蕴含其
中的常规常理，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在
老子看来，到了这种程度才叫做明智。为
了提醒人们对“知常”重要性的关注，又
特地从反面告诫人们“不知常，妄作凶”。
也就是不明天道、 不遵从规律的造作妄
为，就会陷入凶险的境地。

第三个意群：从“知常容，容乃公”，
到本章结束。

知常容：容，包容、无所不包。意思是
认识并把握宇宙万物的规律就能做到宽

厚仁爱，大度包容。

容乃公：公，公平、无执无偏。意思是
大度包容就能做到无执无偏。

公乃全，全乃天：全，普遍周全。 天，
天然、自然，指顺应自然。 意思是坦荡公
平才能做到普遍周全， 普遍周全才能做
到顺应自然。

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自然
大道，这里指与道同行。 没身，终身。 不
殆，不遭危险。意思是顺应自然才会与道
同行，与道同行才会保持长久，终生都不
会有凶险。

第三个意群老子进一步引申发挥，
阐明认识和把握宇宙万物的根本及蕴含

其中规律的作用， 就在于能够在这个基
础上准确地体悟并把握道。 而达到了准
确体悟并把握道的程度，才能够长久，并
且终身都不会招致凶险。在老子看来，道
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如何认识并把
握道呢？就需要在“致虚极，守静笃”的前
提下，经由“吾以观复”的过程才行。其中
的关键是要循道而行， 善于透过纷繁复
杂的表象，抓住事物的根本，因为“天道
圆圆，各复归其根”。

也就是说，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是
最终都要回到它的根本上。树木长高了，
最后还是脱离不了它的根，“落叶归根”
就是这个道理；人们离家远行，年纪大了
就会思念家乡， 很多人总是想最初从哪
里来，最终还回到哪里去。乡音、乡情、乡
愁和家乡的味道一辈子也忘不了； 白居
易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美妙诗句赞美小草

旺盛的生命力。 小草的生命力之所以这
么顽强， 就是因为它有深植于大地中的
根。古代的大禹能够成功治理水患，就是
因为他抓住了水必须疏导这个根本；他
的父亲鲧的失败，就在于一味地去堵，没
有真正了解水性，背离了治水的根本。可
见， 变幻纷繁的万事万物中总是有一个
不变的根本， 也就是存在于其中的事物
发展的规律， 只有认识并把握住了这个
根本和规律性的东西， 才能更好地解决
问题。

抓住事物的根本， 人们经常听到的
一句话就是“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这句
话是很有道理的。 中医承载着几千年来
古代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知

识，具有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早在远古时
代，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三千多年前
的甲骨文上， 已经有了关于医疗卫生以
及相关疾病的记载，《黄帝内经》 则是中
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 中医学说
注重整体观念， 强调人与自然界有着密
切联系。 认为作为宇宙精华的人体在正
常情况下阴阳平衡， 一旦这种平衡被破
坏，就会生病。中医从人体阴阳平衡与自
然界阴阳平衡紧密相连这个根本入手，
探索自然界这个大整体对人体这个小整

体的影响与制约，分析致病的终极原因，
再从整体视角辨证施治，收到显著效果。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 天津中医药大学张
伯礼院士和他的团队研制的中医药方

剂，就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阴阳对立统
一、 辨证施治的学说与老子的 “知常曰

明”“没身不殆”的思想如出一辙。古今医
家，很多人都是精通道家、精通老子《道
德经》的。

在社会治理中， 开国领袖毛泽东是
善于抓住事物根本的典范。 1917 年 8 月
23 日， 时年 24 岁的毛泽东在写给老师
黎锦熙的信中提出了要注意把握“本原”
或“大本大原”,认识到对事物一定要抓
住它的根本，根本抓住了，枝节问题就会
迎刃而解。黎锦熙接到这封信后，大为感
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
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泽东还在革命和
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 写出了
著名的《矛盾论》。精辟指出，主要矛盾在
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处于支配地位， 起着
主导的决定性作用。抓住了主要矛盾，也
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解决了主要矛盾，
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历来都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肩负
社会治理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管

理者，应认真学习体悟老子的“归根”“知
常”思想，处理问题时善于抓住事物的根
本，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盼。

总之，老子在本章提出了“致虚”“守
静”“归根”“复命”“知常”五个重要命题，
主张以虚心宁静的立场与态度来顺应天

地万物的自然变化， 不以物喜， 不以己
悲，超越功利，把握大道。这既是学道、悟
道、体道的真谛，也是人生和社会治理的
大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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