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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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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
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
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
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
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
早已。 ”

老子在这一章整体谈了自己的

战争观， 明确反对违反自然法则和
社会发展规律的战争行为， 可以分
三层来理解。

第一层：开篇至“师之所处 ，荆
棘生焉”。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佐，辅佐；人主，君主；兵，军事力量。
老子这些话， 是针对当时辅佐君主
的文武大臣们说的。 春秋末年，战乱
兴起，各国争相招贤纳士，大批游士
奔走于各国担任要职， 因为无功业
就难以有地位， 就极力游说君主发
动兼并争霸战争。 针对这种现象，老
子明确指出被国君委以重任就应该

辅佐君主用大道治国， 不能依赖扩
军备战，更不能靠兵强马壮去逞强。
当然，老子不是说不要武力，只是想
说明，武力的作用不能夸大，不能把
它当成救命稻草， 真正能救国的还
是遵道而行。 这两句是说，用道辅佐
君主的人，不凭借武力在天下逞强。

其事好还：事，指战争杀戮；好，
容易；还，报应。 俗话说“一报还一
报”，天道循环往复，一切都是有去
有回的，这是道的法则，人力绝对抗
拒不了。 以暴力征服别人的人，迟早
也会遭到暴力的反击。 这句意思是
说，用兵动武这种事，很快就会遭报
应。

接下来的两句， 就是说明遭报
应情景的。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师，
指军队；处，战争发生的地方。 这句
话意思是说，战争发生的地方，荆棘
丛生。 曹操身处东汉末年的战争时
期，他在《蒿里行》中写道：“铠甲生
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
肠。 ”与曹操同时、年龄小于曹操的
蔡琰，是东汉史学家蔡邕的女儿，因
为战乱， 先后被董卓部将和南匈奴
王抓去，后被曹操从匈奴赎回来。 她
在《悲愤诗》中写道：“既至家人尽，
又复无中外。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
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诗人的文字，
竟至于白描与写实， 而相关的统计
数字，更是血腥与冰冷。 中国历史上
王朝更迭时的大规模内战， 总是伴

随着巨大数量的人口死亡， 一般在
总人口的 60%以上。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古人的感叹 ，不无道
理。 所以，老子才发出沉重的劝诫。
具体表现在第二层———

第二层：“善有果而已”至“果而
勿强”。 老子一连用了五个排比句，
显示了劝诫话语的重要和对战争的

基本态度。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善 ，

善于；果，结果；已，停止。 这里，对
“果”多解释一下。 这个“果”，指的是
“佐人主”的效果。 “佐人主”是为了
帮助君主把国家治理好， 把国家治
理好才是成果。 老子的意思是说，军
队虽然不能不要， 但军队是为了防
御，发动战争不是目的。 善于治理国
家的人， 达到防御的目的不受欺负
就可以了。 要做到“不以取强”。 取，
获取 ；强 ,逞强 ，指凭借武力逞强称
雄，为所欲为。 这两句是说要善于做
到取胜后就收手， 不因为取胜而四
处炫耀，进而称王称霸。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
骄：矜，自我夸耀；伐，自吹自擂；骄，
骄傲自大。 意思是说战胜了， 不自
负、不夸耀、不骄傲。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不得
已，没有办法只能如此，也就是没有
第二种选择；强，逞强好胜。 意思是
说战争胜利只是出于不得已， 不能
在主观上热衷于征战， 更不能逞强
好胜。 由这句话自然引出了第三层
论述———

第三层，“物壮则老”至结束。
物壮则老：壮，指武力兴暴。 意

思是说凭借武力称雄， 虽然能够逞
强一时，但物极必反，到头来必定会
走向反面，招致失败。 “物壮则老”是
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 “果而勿矜 ”
“勿伐”“不得已”的。 除了上面提到
的“其事好还”、有报应外，事物自身
的发展规律也应该如此。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已，灭亡，
指发展到头不能再发展了， 也就是
死亡的意思。 这两句是说凭借武力
逞强称雄不合天道， 一定会早早败
亡。 说明这是作死的节奏。

“春秋无义战”。 春秋时期，随着
礼坏乐崩，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控
制力日益削弱， 诸侯战争频繁 ，百
姓生灵涂炭。 观察遍地征战的残酷
社会现实，老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
反战命题， 并运用辩证思维方式 ，
对战争作了深入思考。 这种思考的
成果，在后续的《道德经》第 31、46、
50、57、68、69、76 等章中都有阐述 。
而这一章， 老子主要是从整体角度

阐述战争观， 这种战争观是从道的
视角入手思考并分析的，一气呵成，
透彻地表达了独到的、 遵道而行的
见解， 其中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有三点：

一是战争要适度， 用老子的话
说就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与老子同时代的军事家孙武说过 ：
“国虽大，好战必亡。 ”古今中外的战
争史表明，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只要
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味
地侵略扩张，四处施暴，终归都不会
有好下场，都会以耀武扬威、称霸一
方开头， 以四面楚歌、 走向失败收
场。 世界历史上的亚述帝国、赫梯帝
国、阿提拉帝国等，中国历史上的商
朝、 秦朝和隋朝， 都是因为不知收
敛、肆意扩张、四处征战而最终灭亡
的。 还是老子看得透、说得准：“善有
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达到预期战
略目标，取得一定战果就得停下来，
千万不能争强好胜， 更不能久拖不
决，久战不停。 一场无限扩大战争规
模和对抗强度的战争，处理不好，极
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和民族由盛转

衰，对此不可不慎！
二是胜利后要低调， 用老子的

话说就是“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做
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春秋时期楚
庄王对战争的理解和做法可以看作

是对老子这五个排比句的经典注

解。 公元前 597 年，晋楚之战爆发，
最后以晋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
这时， 楚国将领提出把晋国军人的
尸体堆在一起，铸成一座大的“骷髅
台”来纪念战争的胜利，并以此向失
败者炫耀。 楚庄王坚决不同意 ，他
说 ：“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武
功， 而是为了给老百姓带来安定的
生活。 你仔细看这个‘武’字，它是由
‘止’和‘戈’两部分组成的，止戈才
是 ‘武’， 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
功。 ”说完之后，楚庄王命令修建了
一座祖先宫室并隆重祭祀， 安葬了
晋军阵亡将士， 然后非常低调地启
程回国。 这种低调，看似示弱，其实
展示的是内心的强大和对生命的尊

重，符合天道，顺应人心，是战争的
最高境界。

三是战争要有道， 用老子的话
说就是“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
下”。 从老子战争观的论述中，一方
面， 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对战争是
持否定态度的；另一方面，他又承认
战争不可避免的现实， 表达了战争
对社会生产力破坏的深切忧虑 ，以
及自己对和平安定生活的热烈渴

望。 回望历史，主张兼爱、非攻、尚

贤、尚同的墨子，是把“以道佐人主
者，不以兵强天下”做得最到位的。
一次，他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
鲁班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便
立即出发，走了十天十夜，来到楚国
首都，找到同乡鲁班，告诉他不应该
帮着楚王征战杀人， 又与鲁班一块
儿面见楚王。 他说：“有人不要自己
的好车，去偷别人的破车；不要自己
的锦衣，去偷别人的粗服；不要自己
的美食，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
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患了
偷盗癖。 ”接下来，墨子通过层层比
较，说明楚国打宋国，也是有病。

楚王说：“那我已经让鲁班造好
云梯啦！ ”显得仍然不甘心。墨子说：
“不碍事。 请让我造出防守用的装
备，与鲁班比试比试。 ”结果，一次次
都是鲁班输了。 鲁班着急了，告诉墨
子 ：“要赢还有一个办法 ， 但我不
说。 ”墨子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我
也不说！ ”楚王好奇地问：“你们说的
是什么办法啊？ ”墨子答道：“鲁班以
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赢他， 如果
把我除了，也就好办了。 但我要告诉
你们， 我的三百个学生已经在宋国
城头等候你们多时了。 ”楚王一听就
下令不再攻打宋国了。

表面看，这是墨子与楚王、鲁班
间的一场对话， 说的是攻防装备和
兵员素质的事情，实际上，隐含其中
的是有道、无道的问题；是战争的正
义性、非正义性的问题；是“以道佐
人主 ”，还是 “以无道佐人主 ”的问
题；是称霸逞强，还是“不以兵强天
下”的问题。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

今世界，霸权国家奉行冷战思维，维
护单极世界， 相继发动的伊拉克战
争、叙利亚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
“以兵强天下”的表现。 与此相伴随
的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处处
显示着霸凌思维下的双重标准。 这
种现代版的“以兵强天下”给相关国
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颠沛

流离，偏离了天道、人道，注定会应
验老子说的“物壮则老，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综上所述， 这一章揭示天道好
还、“物壮则老”的规律，指出不逞强
好胜才合乎道， 表现了老子对战争
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老子从道有好
生重生之德、 自然清静无为的原则
立场出发， 从整体角度愤怒控诉战
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进而否定 、
反对当时流行的争霸兼并战争。 这
种观点， 对后人具有很强的警示意
义。 ②16

（记者 黄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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