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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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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
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
“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
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是什么 ？ 它是一个怎样的存
在？ 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一直在说
明和试图回答的问题。 咱们已经学习
分享过的第一章提出道的概念后，第
四、六、十四、二十一章都是从不同角
度在分析道。 这一章则是《道德经》中
把道说得最充分、最透彻、最全面的
一章。 既进一步说明道的本体，回答
了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问题，又分
析了道的特性与功用，指出道是万物
法则，突出人的地位与作用。 老子着
重按照以下思路作了分析：

先是说道实有。 “有物混成”中的
“有物”，就说明道是物，是一种看似
无而实则有的存在。 当然， 这里的
“物”，不是人们常识中的物体、事物，
老子只是用“物”来比拟“道”。

接着说道“混成”。 道是一个自足
自在的混成体， 这一混成体呈现出
夷、希、微的性状，虽然看不见、听不
到、摸不着，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并
发挥着作用。 正因为这样，道才具有
“寂兮寥兮”，寂静、虚空的特性。

接下来， 便说道既具有自足性、
唯一性，也具有永恒性、绝对性，它不
依附任何事物独立存在，并遵循规律
永不停息地循环运行着，也就是“独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同时，在老
子看来，道“可以为天下母”，是天地
间万物得以产生、发展的母体。

那么，怎么给这种“天下母”取名
字呢？ 老子给这样一种“其大无外，其
小无内”，既是“无”，又是“有”；既是
“物”，又是“无物”；既是物质世界，又
是精神世界，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
存在取名为“道”，或者叫做“大”。 虽
然有些勉强，但也是能够找到的最为
确切的表达了。 给道取了名字之后，
老子便指出道运动的特点是循环往

复，并把这种循环往复形象地概括为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到了这里，老子便把作为万物之
灵的人引进来了，明确指出：“道大，天
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
一焉。 ”说明人是“四大”之一，突出人
学道、悟道、体道后，在处理与天、地、
道关系时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对人的
重视。最后，老子得出重要结论：“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需要指出的是，拿这一章与已经
学习过的第一、四、六、十四、二十一
章对读，很容易看出来，这一章在前
五章对于“道”的描述、说明基础上，
从世界的本原、认识世界的方法等角
度，系统地阐述并回答了哲学的基本
问题。 把这种阐述放在公元前五世纪
前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大
背景上考察，参与西方哲学体系初步
构建的德谟克里特、 赫拉克利特、苏
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凭着
群体之力，完成了具有简单思辨色彩
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 而在具
有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
东方，老子凭一己之力，在人类文明发
展史上第一部原创性的哲学著作《道
德经》中，系统阐释天地间的规律，成
功构建起既具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
的双重性，又有辩证法的中国哲学体
系。 当代学者王少青先生在全面对比
阐述了上述内容基础上， 深刻指出：
“《道德经》具备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这三个要素，是一个构
建得非常完备的哲学体系 。 在它之
前，没有；在它之后，都是对它的演绎、
重复。可以说，‘一部中国思想史，要么
是老子的，要么是反老子的，但没有任
何时候是可以离开老子的’。 ”

从这样一个跨越时空、纵横相连
的宏观视野理解老子和《道德经》，的
确令人耳目一新，也加深了对这一章
在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处的重要

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我觉得， 这一章
从对第一、四、六、十四、二十一章归
纳总结的角度，系统提出了以“道”为
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从开篇到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是谈世界
观；从“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到结束，是谈方法论。 把什么是“道”，

“道” 作为本体、 本原叫什么名字，
“道”循环往复、反向而动的运动特性
交代得非常清楚。 同时，强调作为域
中四大之一的人在学道、悟道、体道、
行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人得
道、 行道的具体方法就是人法自然。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 这一章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
而且是采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进行分

析和说明，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思辨
力量。 更为难得的是，古希腊哲学家
的观点多是弟子们记录下来口口相

传的，呈现出碎片化，包括孔子的《论
语》也是这样。 而老子是以自己亲作
的《道德经》，运用辩证法，说明对世
界的看法，回答了采取什么方法看世
界的问题，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世界
观、方法论，显示了东方哲学智慧远
超西方的魅力与张力。

陈大明：应该看到 ，这一章末尾
得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的结论既是方法论，又是引
导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高明的

生态智慧。 老子对“道法自然”的强
调，表明他有着深层的忧虑，已经意
识到道不远人，而常常是人远道。 人
们在生活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过程

中，常常违背“道法自然”的规律，做
出违逆自然本性的事情来。 所以，日
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
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是在两千多
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

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
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

运。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恰恰
证明老子在两千多年前的忧虑不无

道理，近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
的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提升，淡水
资源减少， 北极永久冻土层融化，沙
尘暴肆虐， 火山喷发和地震频频发
生。 生态危机连同驱之不退的新冠肺
炎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叠加， 向全人类提出的严峻挑战，仿
佛都是对老子当年论断的沉重注脚！
由此也印证了人在域中四大中具有

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人是宇宙的精
灵，人是宇宙演化偶然性和必然性的
产物，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人类
社会必须遵循并勤而行之的天下大

道。 正如德国哲理诗人、黑格尔的好
友荷尔德林提出的 “诗意地栖居”观
点，他认为人来到世间，匆匆百年，只
是在地球上“暂住”。 在这一生命过程
中，既要善待自己，更要以诗般美好
的意境面对生活、投入生活，善待为
人们提供难得“暂住”环境的地球，营
造一种充满诗情画意、万物和谐和睦
相处的“暂住”环境。 等到这一代人的
生命过程完结后，就把这种诗意地居
住的和美和乐环境留给下一代 “暂
住”者。 这样代代相传，使天更蓝、水
更绿、万物更茂盛，人类与地球融为
一体，共生共荣，共同走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我们中国也有 “诗意地栖居”的
先例。 在贵州从江县岜沙苗寨，自古
以来，人们就有对枫树和一切树的崇
拜。 孩子出生后，父母就为他栽下一
棵树，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的这棵树
也一天天生长。 孩子与他的树相伴相
随，一块儿在蓝天白云、山谷幽深、飞
鸟和鸣、 溪流淙淙的自然环境里成
长，由童年直到老年。 待到生命旅程
结束后，家人会把与孩子一块儿长大
的这棵属于他的树砍下来，选取树身
中段，剖成四瓣，保留树皮，把遗体裹
起来，埋在大山的泥土中。 没有墓，也
没有碑， 只是在上面再栽种一棵树。
活着时与树相伴成长，离世后在化作
泥土的过程中,仍然滋养着新栽的树。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以这种
方式体现着陶渊明向往的“托体同山
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展示
着生命的活力与张力。 苗族同胞这种
惊人的生命哲学， 使 2500 多年前老
子关于 “域中有四大， 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地道，道法自然”
的思想，显示出真理的光芒。

总之，本章进一步揭示道的内涵
与特性， 指出道先于天地而存在，是
化生宇宙万物的母亲。 它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强调人是域中四大之一 ， 通过论说
人、地、天、道的相互效法，提出了天
人合一、 人道要符合天道的命题，得
出的“道法自然”结论，具有积极的现
实借鉴意义。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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