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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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章。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
义 ；六亲不和 ，有孝慈 ；国家昏
乱，有忠臣。 ”

老子精心截取他所处的春

秋末年的世相图，以简短的篇幅
告诉我们： 大道废弃丢失了，才
开始标榜仁义；家庭亲人间不和
睦了， 才提出孝子慈父的规范；
国家陷于混乱了，才召唤能够忠
君报国、解救百姓的忠臣义士。

陈大明：老子让大家观看的
这幅世相图，的确是春秋末年的
真实写照。 当时最显著的政治特
点是分封制崩溃， 王室衰弱，诸
侯争霸。 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
令，天子反而要依附于强大的诸
侯。 为了争夺领土和人民，各诸
侯国之间不断进行战争。 强大的
诸侯，迫使各国承认他的首领地
位 ，成为 “霸主 ”，最终形成以齐
桓公 、晋文公 、宋襄公 、秦穆公 、
楚庄王为代表的春秋五霸 。 所
以，司马迁说 ：“春秋之中 ，弑君
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在
前后共 243 年间，诸侯国间大大
小小的战争， 就达 482 次之多，
几乎每年两次。 并且大多是强凌
弱、众暴寡、大欺小。

在这一大背景下，风雨飘摇
中的周朝廷也不平静。老子在 33
岁时，身不由己的卷入周天子宠
臣与王室贵族因争权夺利而发

生的内讧中， 遭到免职罢官，离
开王城去鲁国游历。 52 岁时，又
经历了两个王子姬朝、姬猛因争
夺王位而爆发的持续六年的内

乱。 王城被毁，守藏室被烧，图书
典籍被抢 ， 不得已离职返回家
乡。 百姓的离乱之苦，自己的切
肤之痛，促使老子深入思考礼坏
乐崩 、天下大乱的原因 ，而这一
章短短的六句话，就是这种思考
的结论。 是对“仁义”“孝慈”“忠
臣”意义与作用的重新界定和认
识，也是老子面对乱世所发出的
深沉感慨。

宋丹丹：为什么会得出这样
的结论，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我
觉得，这与老子的“尊道贵德”思
想是一致的。 老子认为，世间万
事万物都是既尊道又贵德的。 道

被尊崇，德被珍惜；道的运行，德
的施行 ，是历来如此 、自然而然
的， 并没有谁在那里强迫命令。
上自君臣、下到黎民百姓的尊道
贵德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勉
强，更不需要指令。 这种情形，在
圣人之治的尧、 舜时代出现过，
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就越来越走
样了。 由原来发自本能、自然而
然的尊道贵德， 变成人欲横流，
失去了大道，抛弃了大德。 于是
“大道废 ”“六亲不和 ” “国家昏
乱 ”的种种乱象就出现了 ，这是
虚伪的、不自然的，更是同“尊道
贵德”的要求与本性相背离的。

陈大明：是这样的。 在老子
看来，“德”是“道”在人间社会的
投影，是道在人身上的反映与表
现 ，具体表现为品德素养 、人格
境界、理想追求、责任担当、家国
情怀 ，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德
性”。 有什么样的“德性”，就有什
么样的 “德行 ”，“德行 ”是在 “德
性 ”支配下的行动 ，具体表现为
仁、义、礼之类。 对此，老子在《道
德经》第 38 章明确表述为“失道
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
义，失义而后礼”。 认为失去了道
才要讲求德，失去了德才要讲求
仁 ，失去了仁才要讲求义 ，失去
了义才要讲求礼。 老子深刻揭示
了这样一个逐层变异和下降的

过程，但他并不反对作为“德行”
具体表现的仁、义、礼，第 8 章中
的“与善仁”就是证明。 他反对的
是违背天下大道 ， 掺入虚假成
分，被别有用心的奸邪小人盗用
的虚伪的仁、 义、 礼和在伪仁、
义 、 礼幌子下标榜的所谓的孝
慈、忠臣。

在这一点上，老子与孔子观
点一致， 道家与儒家并不矛盾。
显明的例证就是《道德经》第 19
章传世本写作“绝仁弃义”，不少
人曾以此作为老子反对仁、义的
证明，而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
简 《老子 》中 ，这一句则是 “绝伪
弃诈”，没有半点反对仁、义的影
子。 孔子多次向老子请教，前期
多是问礼，后期多是问道。 他没
能进入老子形而上的、高度抽象
的“道”的领域，但孔子却在形而
下的 、具体的个人修养 、社会秩
序规范层面对老子的 “德 ”作了
具体发挥与创造 ，其实 ，也是对

“道”的发挥与创造。 因为，“德”
是“道”在人世间、人类社会层面
的体现。 这种发挥与创造，集中
表现在对作为 “德 ”的重要内容
的仁、义、礼的探索与规整、研究
与传承上。

宋丹丹： 这种角度的分析，
我觉得更切合老子在这一章想

要说明的本义。 当然，也有了孔
子对仁 、义 、礼的一系列论述和
对弟子的谆谆告诫 ，以及为 “克
己复礼” 而率领弟子周游列国、
陈述政见，力图恢复讲仁、尚义、
有礼的开明盛世的实践。 尽管不
被诸侯国君采纳， 四处碰壁，仍
然不改其志，游说不止。 即使到
了陈蔡绝粮、惶惶若丧家之犬的
地步，依然前行不已。

正是由于作为老子学生的

孔子的传播与弘扬，加上孔子后
学的传承与发挥，以及从隋唐开
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考试内容

来选拔大量管理人才，才使得作
为 “德行 ”重要内容的仁 、义 、礼
逐渐演变成“仁义礼智信”“温良
恭俭让”“恭宽信敏惠”而进入中
国人尤其是历代文人学士的精

神世界 ， 成为他们的理想和追
求，说到底是对“道”的理想和追
求。 伴随着这种理想和追求，形
成了中华民族最高的道文化精

神 ， 并作为精神标识和文化基
因， 铭刻在人们的灵魂坐标上，
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成为金岳
霖先生所称道的“中国思想中最
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这种思想的原动力经由历朝历

代无数文人士子生命的滋养而

生生不息，并通过不断锻造和淬
火，终至凤凰涅■。

陈大明 ： 这方面的事例很
多。 南宋覆灭时的文天祥留给世
间的绝笔书是这样的 ：“孔曰成
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
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
后，庶几无愧。 ”

字里行间透露着传统文化

已经沉淀成为一种人格，是这种
崇高的人格，使文天祥至死都保
持着不可覆灭的气节。

宋丹丹：宋代文人不仅有文
天祥惊天地 、 泣鬼神的人格力
量 ，也有陆游 、辛弃疾的抵御外
侮、报效朝廷的家国情怀。 这种

家国情怀荡漾在他们千古不朽

的作品里。 比如陆游的：“当年万
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关河梦
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
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
山，身老沧州！ ”

陈大明：这些诗句所包含的
精神气质 ，就是老子 、孔子缔造
并经由道家、儒家传承发展锻铸
而成的、以道德价值观为主体的
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精神。 这种
最高文化精神所衍生的精神印

记 、文化基因代有所出 ，代有所
行，一脉相承地支撑着中华民族
的精神世界，是人们安顿心灵和
生命的精神家园。 同时，也形成
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精神

内涵和道德价值取向，并转化成
中华民族的坚定信仰和精神谱

系 ， 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气凛
然 、气吞山河 、青史留名的热血
男儿。

宋丹丹：从苏武持节不改的
坚贞 ，到张巡抗击安禄山 、史思
明叛军的悲壮 ；从岳飞 “精忠报
国”的誓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
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豪
放；从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的坚定 ，到夏
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的雄壮 ；从方志敏对 “可爱的中
国”的无限期望，到吉鸿昌“恨不
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
此，我何惜此头？ ”的慷慨激昂。
他们 ，传承老子大道 ，坚守人间
正道，“我以我血荐轩辕”开辟了
中华民族站起来 、兴起来 、富起
来 、强起来的康庄大道 ，显示了
以老子 、孔子思想为主调 ，以道
家、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内在的巨大精神力量。

总之，本章以陈述历史事实
的方式，通过论说在治理国家社
会的总原则被废弃后，社会百病
丛生 、昏乱危殆的状况 ，说明了
以道治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深
刻揭示只有返璞归真 ， 循道而
行 ，德化天下 ，才能重建人的精
神世界，进而使社会治理达到理
想状态。 尽管这些设想在春秋末
年的社会发展大趋势下很难具

体施行， 但老子提供的思路，对
人们很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
考与借鉴。 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