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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五十五章

【原文】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

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
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译文】
道德涵养浑厚的人，就好比初生的婴孩。 毒虫不

螫他，猛兽不伤害他，凶恶的鸟不攻击他。他的筋骨柔
弱，而拳头紧握，他虽然不知道男女交合之事，而小生
殖器勃然举起，这是精气充足的缘故。他整天啼哭，嗓
子却不会沙哑，这是元气淳厚的缘故。 知道淳和的道
理叫作“常”，知道“常”叫作“明”。纵欲贪生就会遭殃，
欲念主使精气叫作逞强。 事物过于壮盛就会走向衰
老，这就不符合道了，不符合道就会很快消亡。

【解读】
本章主要讲人之厚德是修为的最佳状态，是把无

为大道修炼到最高程度后能达到的境界，也就是进入
无我忘我的赤子状态。

何谓“赤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一指初生的
婴儿，二指对故土怀有纯真感情的人。

“赤子”的出处，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红色，初生

的婴儿一团粉红，所以叫作“赤子”；另一种说法是，清
代学者杭世骏考证认为，“赤子” 源于孩子的身高，早
期的“尺”通假“赤”，在古人眼中，幼儿不过尺把高，故
称“尺子”，即“赤子”，与“尺子”相对应，成人则被称为
“丈夫”。

无论哪种说法，“赤子”都是比喻像婴儿一样纯洁
善良、本色自然、生命力旺盛的人。在老子《道德经》八
十一章节中，除本章之外，还有四章提到“婴儿”。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道德经》第十章）意
思是：聚结精气以致柔和温顺，能达到婴儿的无欲状
态吗？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
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 ”（《道德经》第二十章）你
看那众人熙熙攘攘，好像赴盛大的宴席，又像春天登
台游玩。 只有我独自淡泊宁静，无动于衷；混混沌沌
啊，就像不会发出笑声的婴儿一样。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意思是：甘愿做天下的溪涧，永恒的德性
就不会离失，就会回复到婴儿般单纯的状态。

可见，“婴儿”这个概念在老子哲学思想中的重要
性。 老子形象地说明，只有婴儿才不被世俗的功利荣
辱所困扰，好像不知啼笑一般，无私无欲，纯朴无邪。
孟子也曾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孟子·
离娄章句下》） 意思是，伟大的人，不偏离他纯洁善良
的心。 这里的“大人”是指具有伟大人格的人。 关于这

一点，道家与儒家思想异曲同工。我们读过《两小儿辩
日》吧，孩子入木三分的提问，竟使孔子“不能决也”。
在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
子，让大人们无地自容。

作为一个生命体， 人不可能永远处于赤子阶段，
但无论在何时，我们都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童真之
心。

童心不伪，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童心自然，我
们可以做淡泊的自己；童心纯洁，我们可以做善良的
自己；童心火热，我们可以做热情的自己。

否则，我们时时刻刻纠缠于欲望、痛苦于得失、困
囿于名利，势必物极必反、“物壮则老”，这就偏离了大
道。 不符合道的东西，很快就会消亡。

（未完待续）

遇到童话，便遇到了全世界
———周国平《给成人读的童话》读后

◇郭西开

一

周国平先生说，“大人喜欢数字”，他们从不问你最本质的
东西，“成人都是被生活外在光环所蒙蔽的”， 想来很有道理。
成人总是关注一件事情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 都渴
望生活中最有光环的那一部分， 很少用他们极度匮乏的想象
去体会生活所蕴含的美。

同样一片树林，在成人看来，可以砍伐树木卖木材，可以
盖厂房、建别墅，可以开发为旅游景点获取经济收入，但在儿
童眼里，树林里有鸣蝉，有蜻蜓，有可爱的“熊大”“熊二”，有各
种各样能开花或不能开花的野草， 还有透过树叶之缝漏在落
叶上的五彩斑斓的阳光。

青年男女相亲时， 我们总会听到类似的问题：“你存款有
多少？ ”“你月工资是多少？ ”“你有房有车吗？ ”而很少听到“你
读过多少本书”“你对哲学感兴趣吗”“你有不良嗜好吗” 之类
和个人素养相关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一些表象。 其实，
于人生而言，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远不如自己内心感受
到的真实，因为用心感受到的才是生活里最本质的东西。

成人看到的是利益，儿童看到的才是美丽。

二

周国平先生说：“童话作家一定是极有真性情的人。 ”而
阅读童话作品的儿童恰好也是具有真性情的人，他们用赤子
之心感受人物的起落喜悲。 而成人“全在于无事空忙，为占有
物质、拥有权力、炫耀虚荣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活着”。 名利
是他们追求的目的，空虚是他们外在的表现。 他们在刷抖音、
看潮剧中傻呵呵地追求着无聊的快乐，虚度着时光。对于儿童
来说， 他们可以和一个又破又脏的布娃娃不亦乐乎地玩上几
个小时，在他们看来，那个布娃娃就是无价之宝，他们能在和
布娃娃玩耍的时候找寻到极大的快乐；你用一百万元钱，或许
也买不到儿童手里那根快融化了的棒棒糖， 因为那是他现有
世界里所有的甜蜜。 于他们而言， 金钱远不如手里的甜蜜珍
贵。 儿童的这种快乐和甜蜜， 在成人世界里是最容易被忽视
的。

孩子们看《白雪公主》的时候，会因为白雪公主被后母毒

杀而一边哭泣一边愤愤不平， 也会因为白雪公主的死而复生
拊掌欢呼；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已经赚取了几代人的眼泪，也
将继续赚取后面几代人的眼泪。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白雪公
主不能死，不但不能死，而且必须和白马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
起，不然他们是不满意的！ 同样，卖火柴的小女孩如果见不到
唯一疼爱她的祖母，孩子们也会泪流满面。

在孩子的眼里，没有富贵和贫贱之分 ，没有虚伪和做作
之嫌 ，喜则大笑 ，悲则痛哭 ，永远保持对这个世界最本真的
热爱与探寻，这就是真性情。 这也正是成人世界正在流失或
业已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 周国平说：“许多成人之可悲，就
在于失去了孩童时期曾经拥有的这样的真性情。 ”试问，你有
多久没有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了？你有多久没有痛彻心扉地
号啕大哭了？ 你有多久没有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赞美
了？

所以读《水浒传》，我们喜欢豪爽粗鲁的鲁智深，不喜欢逆
来顺受的林冲，虽然两个人都是梁山“武力担当”，都有万夫不
当之勇；所以读《红楼梦》，我们喜欢蕙质兰心的林黛玉，而厌
恶世故圆滑的薛宝钗，虽然两个人都貌美如花，都才华横溢。

三

有人说，遇到童年，便遇到了全世界。 其实，我们也可以
说，遇到童话，就遇到了全世界。

具有真性情的安徒生借童话《丑小鸭》，让很多人遇到了
自己的世界。 它不仅让很多孩子走出自卑、战胜磨难、展翅于
蓝天，也让很多一蹶不振的成人重拾初心、坚持不懈。 它能让
怯弱者虽身陷泥淖，却心向阳光；让坚强者虽遍体鳞伤，仍渴
望飞翔。 《卖火柴的小女孩》更能够让成年的我们在无情的世
界里深情地为别人捧一束烛光、点一盏明灯，照亮他们和我们
共同的世界！

请放下手机、离开电脑，抛弃《成功学》《厚黑学》吧，也请
不要再开口股票、闭口理财了，用心去读读童话吧，童话里有
我们找寻已久的世界。

读童话，能读出真性情；读童话，能映照我们“早已习以为
常的庸俗”；读童话，能帮我们找寻“湮没已久的童心”。

读童话，让我们遇到世界、遇到你！

好书 荐读

《重组与突破》
黄奇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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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新，就是对现有资源
的重新组合。 ”这句话在重庆市原
市长黄奇帆的新书《重组与突破》
里被精彩演绎。

在 50 余载的工作历程中，黄
奇帆参与、主导了一系列重组，从
中深刻领悟到“资源优化配置、体
制机制创新”的真谛和“随心所欲
不逾矩”“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妙
趣。 这些重组的案例涉及社会治
理、企业发展、行业破局 、城市变
革。 黄奇帆认为，只有把握重组的
一般规律，明白重组应有的目的、
条件、方法、注意事项、基本素质，
才能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推动重
组解困、实现改革突破。 不同于黄
奇帆此前的理论作品， 此书故事
性很强， 一桩桩具体事例读来酣
畅淋漓， 可为各类读者带来启发
和思辨。

（接上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