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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太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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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生活中我们常说 “凡事要三思
而后行 ”，遇事要沉得住气 ，稳得住
神。 沉稳冷静它有着一种无声而强
大的力量。 那么让我们在今天的分
享中， 更好地理解沉稳冷静的重要
性。

原文：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
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虽有荣观，
燕处超然。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
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在《道德经》的主要思想里，“清
静”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是道家学
说的重要范畴，它不仅关系着对万物
运行的解读、个人修养的要求，还包
含着在人际交往乃至治国理政方面

的应用，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影
响深远。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曾分享
过“孰能浊以静之徐清”，水静方能致
清，人生宁静方能致远，“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叶落成泥 ，是归根是复
命， 更是重新繁衍的过程，“清静”使
得世间万物依照“道”的运行而循环
往复、生生不息。 可见，世间万物一
切存在的本性是虚静的状况，回到虚
静的本性，才是回归本原，“静”是万
物运动的趋向。

在这一章开篇， 老子用简短的
八个字 “重为轻根 ，静为躁君 ”不仅
再一次阐述了事物间相反相成的辩

证关系， 更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向了
对事物基础性和本源性方面的关

注， 这是老子哲学思想中最具特点
的地方。 首先， 我们从字面上理解
“重为轻根”， 它的意思是重物可以
承载住轻物。 一般来说，基础性的东
西总是比较厚重的， 比如日常生活
中的地基房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才

能建设万丈高楼。 但是在这一章中，
“重”和“轻”脱离了它们本身的物理
概念 ，而引申为 “稳重 ”和 “轻浮 ”这
些关乎身心修养的概念， 这也是老
子惯用的写作手法。 因此，“重为轻
根 ，静为躁君 ”这句话中 ，“重 ”指稳
重 、谨慎的意思 ，而 “静 ”是指沉静 、
笃定的意思。 所以这简短的八个字
便可以理解为： 稳重是制御轻浮的
根本，沉静可以主宰躁动。 可见，老
子言语中 “重 ”，不仅与基础的扎实
牢靠相联系， 更与行为方式的稳重
稳健相联系， 并且具有价值观的意
义。 而“静”的概念，亦是如此。

老子这一章中重点说“静重”，批
评“轻躁”，可见轻重静躁之辩，是修
身功夫的根本要害。而关于“静”的理
解在之前学习中我们已了然，它不能
单纯地理解为“不动”或者是舍动求
静，而是在静中存养，在动中省察，戒
除浮躁，做到动静合一。所以，老子希
望我们贵重尚静， 培养敦厚持重、笃
静沉稳的气象，摒弃自以为是、张扬
浅薄的气象。河上公对这两句话的注
解是“人君不重则不尊，治身不重则
失神；人君不静则失威，治身不静则
身危”， 可见河上公的观点同老子一
样， 都是在强调贵重尚静的重要性。
讲到这里， 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
想， 人的生命中什么才是最贵重的？
是地位、权力、名誉等这些外在的附
属品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应该是
品格、境界、格局、高度和学养，甚至
是对生命的珍爱，这些才是最为重要
的，是生而为人的立身之本，它们犹
如草木之根。草木只有把根深深扎入
大地才能茁壮成长，如果我们的声名
欲望过重，甚至否定生命价值去追名
求利，等同于培养无根之木，是结不
出硕果的。 我们常说于细节处见精

神， 当一个人他可以大声的话小声
说，着急的话慢慢说，严厉的话轻轻
说，这些微小的行为举止反而彰显出
他沉稳的素养。 另外，我们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稳” 字中含有一个 “急”
字，“静”字中含有一个“争”字，越急，
心越要稳，越想争，心越要静。所谓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 骤然临之而不惊，
无辜加之而不怒以及戒骄戒躁等众

多论述，都是在说明相对于轻率和浮
躁而言， 稳重和静定更具有自然力，
更有底蕴，更可持久。

老子贵重尚静的主张，不仅有修
养身心层面的意义，其更深层的用意
在于引申出他的政治哲学，告诫统治
者应该持重而弃轻躁。所以接下来老
子便说到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
重”。“辎重”本是军事用语，是指行军
打仗时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 粮草、
被服等物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辎
重是行军之本，胜战之基，后来泛指
一切后勤保障。 在这里，老子采用一
种比喻的说法，把“不离辎重”引申为
恪守天道的本性。 “不离辎重”，就是
不离根本， 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
“重”与“静”。个人修身须以持重守静
为本，那么治国理政的君主更应该以
贵重尚静为务，以拥有天下的地位和
权力为轻，以修身为重，以百姓为重，
存有一颗济世为民的责任心，有着负
重载物的担当精神， 不轻浮轻率、妄
作冒进瞎折腾。历史上有多少看似聪
明有为的君主，因自恃其能而浮躁冒
进，大兴土木以炫耀豪贵；又因好大
喜功而四处征伐， 导致百姓苦不堪
言，最终揭竿而起，终至王朝覆灭。所
以老子告诫掌管万民生息的大国君

主“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身处豪贵
奢华的宫殿之中，更应该保持超然物
外、恬淡虚无的素朴，岂能放纵欲念，

沉醉堕落在奢靡的生活中呢？厚德方
可载物，德性修养不足，岂能任天下、
治天下呢？ 于是老子深深地感叹道：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一
句反问，实则给出了肯定的判断：“万
乘之主”不可“身轻天下”。

讲到这里，我们便可以明白，老
子重点将修身之法拓展到治国之

道，告诫治国者应该以国家为根，以
百姓为重，以修身为治国之本，若轻
视民众则会动摇国家的根基， 忤逆
天道肆意妄为必然会失去天下。 历
来 ，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
理念为我们所熟知， 它以一种循序
渐进的方式阐明个人修养的重要

性 ，这种 “欲修外先修内 ”的主张和
道家的 “内圣外王 ”之道是一致的 ，
崇尚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形成

了完美的融合， 尽管后来的分歧是
后人理解与运用的区别， 但二者思
想体系的产生却是同源同向的。 此
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儒道互补，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发挥
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总之， 本章老子通过以重制轻、
以静制动的论述，来说明他所奉持的
是一种稳重谨慎，沉着静定的处世哲
学。而稳重和静定又是自然之道的本
性。《菜根谭》里有句话叫：“性躁心粗
者 ，一事无成 ；心平气和者 ，百福自
集。 ”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
有一步登天的法门， 所有的收获，都
归于汗水的灌溉，所有的谋定，都源
于三思而后行。 稳重积于历练，静定
成于识见，心态因稳重静定而从容不
迫， 生活因稳重静定而平安顺遂，岁
月因稳重静定而美好祥和，这便是老
子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所要传达给世

人的人生启示。 ②2
（记者 黄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