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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典籍周口》

传承优秀文化 ，解读历史经典 ，开启智慧之
光。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道德经》第四十
九章。

在上一章中，老子讲到圣人无论是在修身还
是治国方面，都应该注重“为道日损”，坚持“损之
又损”才能达到“无为”“无事 ”的境界 ，那圣人对
待天下百姓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
习《道德经》的第四十九章。

原文：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
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在
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就开始了由神本向人本
的转化，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到民贵
君轻的发展历程，在史书《尚书》中，就有“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
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等有关民本思想的经典表
述。 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本思想的内涵也在不断
丰富并有所衍变 ， 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
化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各家学派围
绕如何爱民 、重民 、贵民 、安民 ，如何更好地践行
“得民心者得天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命题。 比
如 ，道家老子的 “治大国 ，若烹小鲜 ”“圣人常无
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法家管仲的 “政之所兴在
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儒家孔子的 “修己
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舟民
水”等等，这些思想均传递着朴素的以民为本、以
民为心的情怀。 其中，“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
为心”中的“常无心”，通行本作“无常心”，现根据
帛书乙本改正。 “常”字与“恒”字，多指某种固定
的东西、固定的心态、固定的道德标准、固定的社
会运转规律，而在这里，“常 ”可以理解为 “总是 ”
的意思，它强调的是一种态度。人皆有心，圣人怎
能无心呢，他只是没有私心私欲而已。 理想的统
治者 ，往往会收敛自我的成见和意欲 ，以一颗公
心治理天下，尊重人民意愿，倾听百姓的心声，关
注民众的利益 ，始终践行 “以人为本 ”“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可见，“圣人常无
心，以百姓心为心”走的不仅仅是群众路线，更体
现着理想的治理境界应是尊重百姓的自然本性，
以无为之心，施无为之道的深刻内涵。 这句古语
也曾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 ，“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 ，决定事业兴衰成败 ”，这些都是对 “以百姓
心为心”的当代解读与践行。

那么，圣人的这种“无为之心”是如何体现的
呢？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找到答案：“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
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
在对待善与不善方面，不会拘泥于所谓的道德标
准。 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呢，我也好
好对待 ，这样可以使人人向善 ，塑造人心向善的
风气，这样才算有“善”之德。讲诚信的人，我信任
他 ，不讲诚信的人我也信任他 ，这样就能鼓励人
人愿意守信 ，塑造天下诚实守信的风气 ，这样才
算有“信”之德。 关于善与不善的概念，首次出现
是在《道德经》的第二章，老子从相对论的角度论
证了它们二者之间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
而在现代概念当中，善与不善则是指人们对某种
行为或事件道德与否的评价 、观点和看法 ，善是
指符合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 不善呢，则
是指违背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它们成为
道德哲学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 咱们中国的文化
历来是注重教化的文化，儒家主张通过礼教伦常
来教化百姓 ，道家同样重视对人的教化 ，但道家
的教化方法显得更加宽容，对待善者抑或是不善
者，老子主张都要以善相待，以期感化他们；对于
信守承诺抑或是不信守承诺的，老子主张以诚信
去对待他们 ，这恰恰是 “道 ”的博爱和感化精神 。
因为从“道 ”的角度来看 ，圣人和百姓是平等的 ，
人性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正所谓 “天地不仁”
“天道无亲”，善人之所以得助，是他自为的结果。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善”是合乎大道，是循
道而行。 因此老子的教化方法也是依道而行，主
张无为，对待善与不善、信和不信的问题，老子建
议统治者应采取无差别的态度， 破除心中成见，
以大公无私的心念去体认百姓的需求，用善心去
对待任何人 ，不管他善与不善 ，以诚心去对待一
切，不管他守信还是不守信 ，始终怀有 “无弃人 ”
“无弃物” 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
神。 可见，老子的善，是最高的善，它可以善待一
切；老子的信，是最高的信任，它可以信任一切。

接下来老子说 ：“圣人在天下 ，歙歙焉 ，为天
下浑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圣人皆孩之 。 ”“歙
歙”，指收敛主观的意欲 ，“浑其心 ”，使人心思化
归于淳朴，没有那么多心机和套路。 “百姓皆注其
耳目，圣人皆孩之”这句话中的“注”是关注、聚焦
的意思，“耳目”，指耳聪目明。王弼对此句注解是
百姓在竞相使用心机手段的情形下，自然会产生
各种纷争巧夺。 面对这种情况，圣人是如何对待
的呢？ 答案是皆“孩之”。 圣人怀抱浑厚淳朴之心

对待百姓 ，使百姓像孩童般单纯淳朴 。 由此 ，我
们能看出在圣人的世界里 ，没有世俗中的贵贱 、
高低 、尊卑区别 ，他一方面收敛自我的成见和意
欲 ，时刻把百姓的需求记挂在心头 ，注重以民为
本 ； 另一方面他以博爱的胸襟去对待任何人和
事 ，坚持德化天下 ，使更多的人同归于善和信 。
这种无差别的态度主张是立足于天道规律 ，立
足于世人秉性各异 、状态各异的客观现实上 ，不
仅开出了一剂治世良方 ，又为营造淳朴善良 、诚
实守信的社会风气提出了强大的指导意义 。 在
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实践中 ， 惟有施行仁政使万
民归心 ，才能深得人心 ，这样的做法的确行之有
效 。 比如在 《资治通鉴 》中就记载着一段千古美
谈 ，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 390 名囚犯 “死亡约
定 ”的故事 。 故事是这样的 ：唐太宗历来不主张
严刑酷罚 ，贞观七年腊月 ，他视察朝廷监牢 ，有
390 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等待执行死刑。 为避免
冤假错案发生 ， 他对囚犯的审核极为慎重并亲
自问话。 虽然囚犯们对自己的罪责没有异议，但
都表达出想回家看望父母妻儿的强烈渴望 。 唐
太宗听后陷入了沉思 ， 不过他很快就宣布了一
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 ： 所有囚犯可以不
受任何约束回家与亲人团聚 ， 在亲情和关爱中
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 但必须遵守一个约
定 ： 来年九月初四准时自行返狱伏法 ！ 毫无疑
问 ，这是一场豪赌 ，是一场死亡之约 。 群臣纷纷
对此举表示不解 ， 因为囚犯们明知自己难逃一
死，有可能会借此机会放手一搏而逃之夭夭。 然
而， 到了第二年九月初四这一天 ，390 名囚犯全
部归来。 唐太宗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死囚
们也为他们的信守承诺得到了最高奖赏 ， 那就
是全部被赦免 ！ 群臣没有人对唐太宗的这个决
定提出异议，因为惩罚从来不是目的。 我们暂且
不去考究这些囚犯在返狱约定背后是否有行政
束缚 ，但唐太宗的这种信任与宽容 ，即使呈现出
最大的力量 ，也改变不了罪犯犯罪的性质 ，但它
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升华罪犯心中应有的
道义，使之得以教化与感化。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
体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

总之，这一章老子从圣人治国理政的根本遵
循应 “以百姓心为心 ”的角度入手 ，重点阐述了
“德善”和 “德信 ”是理想的君主应具备的德性修
养。“道”化于心，“德”见其性，人生于世，长于世，
行于世， 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它
既是为人之本，更是处世之道。

（记者 黄佳 苑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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