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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典籍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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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
章。

原文：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开其兑，济其
事，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
遗身殃；是为袭常。

张岱年先生曾说：“在老子之前， 似乎无人
注意到宇宙始终的问题。到了老子，乃认为宇宙
有始，是一切之所本。 ”本原，哲学上指的是一切
事物的最初根源，关于宇宙的本原，西方哲人往
往用风、水、火等具体事物来说明指代。 在中国
古代，由于自然因素的原因，“天命论”是大多数
人的宇宙观。 尤其是中华文化由伏羲“一”画开
天，“一”从哪里来？ “一”是什么？ 中国人喜欢万
事万物探求第一因。 孔子在为《易经》做了《易
传》之后，没有找到这第一因是什么，只有老子
为我们做了最高系统的回答。 他认为宇宙的本
原是“道”，并且以“道”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超越
天地且独特完整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 他在
谈论宇宙终始问题时，常常用“母亲”的“母”来
指代“道”，所以在《道德经》中“母”字出现有 7
次之多。其中，第一章老子开篇就提到“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二十章中提到“我
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以及第二十五章中的“可
以为天下母”，包括本章老子再次提到的“天下
有始，以为天下母”。 这些章节中老子都用“母”
指代万物的根源。 “子”，派生物，指由“母”所生
的万物。 这里，老子用“母”来比喻“道”，即刻让
我们对大道的感情认知投映到生养我们的母亲

身上，一种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天下所有的事
物，都是有本始的，可以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
称为万物之根之母。那“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的
意思是我们得知根源， 就可以去认识万物；同
样，“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的意思是
既然认识了万物，又持守着万物的根源，那么终
身都不会遇到危险。老子的这段话看似简单，实
则耐人寻味。 根据“大爆炸”理论和现代物理学
可知， 宇宙现在的有序性和复杂性是因果关系
的集合，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我们常把这个开

始的状态叫作“道”，用一个形象的事物来比喻，
“道” 就是天下万物的母亲， 而天下万有就是
“道”之子，老子以母子关系来比喻道体和道用
的不同，正如陈鼓应老师所说，“道”是形而上的
实存之体，它自上而下，一层层向下落实，产生
了万物并内附于万物，以蓄养它们、培养它们。
而“道”作用于万物时表现出的某些规律，可以
作为我们人类行为的准则。 当我们知晓了大道
的存在以及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那么，我
们就能知晓万物生成变化之理， 从万象中去追
索根源，去把握法则，去开展行动。 始终悟道守
道，始终修身养性，那就能终身没有危险。

老子为什么要强调“复守其母”呢？ 这表面
看似探讨宇宙始终问题的表象， 难道真是老子
的本意吗？ 实则不然，老子喜欢“明天道以喻人
事”，他的思想与其他各家思想比起来，显得更
为深刻。 人生于世，声色犬马，功名货利，各种诱
惑和考验充斥在这个纷杂的世界中， 这是大道
衍生出来的“子”。 而虚静无为、谦下柔弱、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等这些崇高品德修养，是大道之“母”原
本固有的特性， 这就有了坚定不移守护内心本
明的必要。 故而，万物的表象是纷乱躁动、错综
复杂的，但其内在的本质却是虚静自然、纯朴简
淡的，这是“子”与“母”的关系，是表象和本质的
关系。 我们处在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既要知晓
并适应其外在表象，更要洞察其内在本质，不可
被外在表象所蒙蔽，更不能一味地奔逐物欲，否
则会迷失自我。 应当固守恬淡、虚静、寡欲的天
道本性，超然于物，而不为物所伤，才合乎大道，
才能“没身不殆”。 可见，“守”是一种化知为德的
回归，体现着“反者道之动”的规律，与“知其雄，
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
的。

接下来， 老子告诉大家如何 “复守其母”：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开其兑，济其事，终
身不救。 ”这句话实际表明一个人内修的功夫。
“兑”引申为引起欲望的孔窍。 “门”，引申为引起
欲望的门户。 总而言之，“兑”和“门”都是指一切
欲念所发生的源头，“勤”， 可理解为劳苦的意
思。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这句话意思就
是我们塞住嗜欲的孔窍，闭起嗜欲的门径，终身

都没有劳扰的事情。 老子在第十二章里曾讲过
“五色”“五味”“五音”等感官欲望对人造成的危
害，所以他在《道德经》中反复强调克制减损私
欲的重要性。 同样，本章老子所说的“开其兑，济
其事，终身不救”，亦是强调欲望的大门打开，外
界的诱惑就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所以老子主张
“塞其兑，闭其门”，就是在告诫我们应关闭欲望
的孔窍，克制住膨胀的私欲。 北宋时期著名的改
革家、思想家王安石在《桂枝香》这首词中，通过
对历史的回顾，将“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
头，悲恨相续”的场景再现给世人，揭露了六朝
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荒淫生活导致亡国
的下场，对六朝兴亡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叹。 今
与昔形成鲜明的对比，引起诗人无限的追念，这
样的现实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开其兑，济其事，
终身不救”的真实写照。

接下来，老子进一步强调我们在“守其母”
的境界上， 最重要的前提是对自我生命的内省
与洞察，对自我进行深刻检视。 老子向来非常重
视向内的自省， 他认为我们的心思如果一味地
向外追逐，终将会使思虑繁杂，心浮气躁。 这种
从外在的省察返向内在的检视， 洞察生命的状
态以及生命中那些幽微的变化， 就是 “见小曰
明”。 在老子所说的“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用其
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中，“小”是
指事物的精微， 在事物的精微细小处窥一斑而
知全豹，能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就是“明”；“强”是
指内心的坚强。 这里，老子把对“见小曰明”和
“守柔曰强”的强调转入内在，变成一种德性修
养，而“用其光，复归其明”中，“光”象征着对事
物的认知；“明” 则是指对事理的了解具有很深
的境界，属于内观返照的范畴。 老子这句话的言
外之意是唤醒世人凡事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

质，在处理问题时应因势利导，不能肆意妄为，
逞强好胜。 这正如王蒙先生所说：“我们要有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又要有心如古井的清
凉静谧。 ”

总之，本章老子再次通过讲述宇宙生成论，
借此启示人们应透过现象观其本质， 在细微之
处探寻精神，去除私欲和妄见，固守含蓄内敛的
德性，善于“见小”，注重“守柔”，才是察势之法、
图强之道。 （记者 黄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