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 子 》 四 章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  

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史记》
等记载老子出生于楚国或陈国。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  

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与庄子并称“老 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  

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  

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  

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 

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   

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
老子传世作品《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  

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一、作者简介



《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  

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  

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  

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   

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主题思想为“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  

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  

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  

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  

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   

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  

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  

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  

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  

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  

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
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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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
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
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实，无论是从李姓起
源的时间与由来、先秦称人名书之例以及《老子传》中所
载李耳与孔子后裔代数的差距来看，还是从先秦主要典籍中
都无有关李耳的记载，更无老子、李耳互见的文献来看，都可   

以肯定，老子并不是李耳。 西晋末年道教徒王浮与当时贵族   

出身的僧人帛远展开辩论，但屡辩屡输。无奈之下，伪造
出《老子化胡经》,宣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学界习
知明确的“道家”一词，资料是初见于汉初，如《史
记 · 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
所禁。’”汉人所谓的“道家”,虽然都从学术宗旨着眼，   

但至少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包括黄老、《老莱子》在内的
道家，黄老是道家中最有影响者，这应该是当时人的通见；  

一类是外延更大的兼综各家之长的道家，这很可能只是司
马氏父子等少数人的意见。道家的含义在后来有所流变。
比如，从《汉书 · 艺文志》来看，讲阴谋的《太公》也属
于道家；而到了东汉，则讲神仙方术者被称为家。“道家”  

一词是后世追溯出来的，先秦无此名称，后世所谓的道家
诸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道家。

道家学派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老子看来，万物的生 

成是由道和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道支配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老子主张通过以道治国、
推行无为政治来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当他发现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时，便选择了退隐， 

主张守柔不争以保身、修身。
与黄老学派的价值观相比，庄子更为理想，他向往的是“至德之世”,主张通过“任其性命  

之情”以实现这一理想。而庄子后学着重发挥无为政治的现实意涵，承认仁义礼法在国家治理  

中的现实作用，主张对仁义礼法等治国之具进行改造，在批评儒家所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观的   

同时，提出“至仁”“至礼”等观点。尽管庄子及其后学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做出了种种探讨， 

但他们更着力考虑的是：如何通过“齐物”“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以此忘记尘世的苦  

难，自由逍遥于内在的精神家园。

当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时候，道家有独到的发挥。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 

本性自然的“道”。道性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理论框架虽然是“自然”,但其着   

眼点却并没有离开过“人”。老子道家对人的地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只是道家对人   

性的看法及在人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道家重视人   

的自然性。在实现“人”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   

一套理论；道家讲避世无为而“归真”,想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  

人生。

道家思想



思想核心
“道”是世界的本原；“道”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法则。

老子认为相互对立的

事物会互相转化，即 

是阴阳转化。转化的

方法( 德 )来源于事 

物的规律( 道 ) 。

老子试图建立一个

适合于所有事物的 

理论，一切事物都 

遵循这样的规律

(道)。

太极阴阳



道家类别  

老庄之学
老庄派为老学、庄学的合称。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 

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因  

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
“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成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 

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 庄”思想。从 

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  

并给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 
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5     其代表人   

物是老子、庄子、王弼、郭象、嵇康、阮籍、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吴筠、傅山等。代表作：
《老子》、《庄子》、《嵇康文集》、《阮籍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傅山全 

书》、《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黄老之学
黄老派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 

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
主张“不贵治人贵治己”,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养生息，成了历次大乱后政府的治 

世急救包，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盛世关系密切。代表人物为老子、文子、列子、田骈、宋研、尹文   

鹘冠子、刘安、严遵等等。
代表作：《老子》、《文子》、《列子》、《庄子》、《 慎 子 》、《  鹃冠子》、《淮南子》等等。



杨朱之学
杨朱派则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

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不与物往以不染物性，无为以两不相累，两不相扰。另外，信仰  

"道"也不是信仰任何高高在上者，而是"道法自然",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  

体和谐。代表人物杨 朱 、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等。  

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代表作：
著作多亡佚。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   

俗。”)
新道家

新道家，主要指的是当代新道家，它是董光壁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文中首先提出  

的，在他的文章中，新道家指的是那些受道家思想启发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后来，陈   

鼓应、胡孚琛、孔令宏、许抗生、张京华、宫哲兵等人把新道家的概念进行拓展，把它定   

义为一切从事道家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凡是认同道，继承道家传统，在新条件下建立新   

体系并使之得到运用的人，都可称为新道家。还有民间人士认为，凡是愿意按自己的天性   

生活，也不反对别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现代人，都是新道家。代表人物陈鼓应、胡孚琛、 

许抗生、孔令宏、张京华等人，代表作：《道家的人文精神》、  《论道》、 《当代新道
家》、《  道家文化研究》等等。



①辐：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古时代的车轮由三十根辐 

条所构成。此数取法于每月三十日的历次。

②毂：车轮的中心部位，周围与辐条的一端相接，中间的圆孔用 

来插车轴。

③当其无，有车之用：车的功用正是产生于车毂的无。"无"指车 

毂的中空处。之，的。

④蜒填[shān zhí]:和 泥(制作陶器)。蜒，揉和；填 ，黏土
。 以为，把……作为。

⑤户牖[yǒu]:门窗。

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车子、器皿、屋室)供人方 

便利用，正是"无"起了作用。

三十辐共一毂，

当其无，有车之用。

蜒填以为器，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牖以   

为室，当其无，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三十根辐条穿在车轮，中间必须留出空处，

才能装上车轴，使车轮有转动的作用。揉打  

泥土做陶器，器皿中间必须留出空处，器皿  

才能发挥盛放物品的作用。建造房屋，有了  

门窗四壁中空的地方，房屋才能有居住的作  

用。所以，“有”(车子、器皿、房室)能  

给人带来便利，是因为“无”所发挥的作用。

三十辐共一毂，当

其无，有车之用。蜒填 

以为器，当其无，有器 

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有室之用。故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 

用 。



1.第十一章阐述的观点。
阐述“有”和“无”的关系：“有”和“无”同样重要，他们共  

同存在，相互配合，才使事物发生作用。

2.第十一章列举了车子、器皿和屋室的例子，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想让人们明白“有”与“无”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只 

是为了实现目的而设置的便利，“无”才是带来这种便利的根源。
老子对于“有”与“无”的辩证认识，说明“有”与“无”是相互  

依存，相互为用的，同时提醒人们无形的东西并非没有用，相反能  

产生很大的作用，只是不被人们所觉察而已。



· 一般人：只看到“实”和“有”及其作用，忽略另一面“空”和 

“无”的作用；只会利用“有”,不知“有”的功用是“无”造
就而成。
老子：把“无”的作用凸显出来，论述“有”“无”的关系。二  

者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没有“无”就无所谓“有”。

探究主旨

学习任务：老子对“有”和“无”的认识，与世俗常见 

的“有”和“无”有什么不同吗?

有无相生、对立统一 ，是道家的重要思想。



· 事物存在着对立面：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

高下、音声、前后，彼此相反，又互相依存。

· 学握了万物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规律，便能在相反事

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

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物中获得力量。

· 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是老子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老子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善于从纷乱多样的现象中，概

括出"无"这一负概念。其可贵处在于把负概念给予积   

极肯定的内容。 老子的“无为“不是一无所为，而是用“ 

无"的原则去"为"。所以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虚，以退  

为进，以守为攻，以屈为伸，以弱为强，以不争为争，

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建立了中国古代辩证 

法贵柔的体系，与儒家《易传》尚刚健体系并峙。两大 

流派优势互补，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摘自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



·老子发现了"无"的价值，把它提高到应有的位置，是老子的  

贡献。如果把"无"的地位、作用过分夸大，反倒背离了真理。 

比如，老子指出建房屋供人使用的地方是墙壁中间的空间部   

分。但也应看到供使用的空间部分是在墙壁、梁柱等实体支   

持下才能供居住。没有墙壁、梁柱、砖木的"有",也就没有  

供起居的空间，只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虽有空间("无"), 

却不能居住。有与无互相依存，相得益彰。

· 总之，老子发现，提出了"无"这个范畴，是一大贡献，并赋
予以肯定、积极意义，功不可没。老子的无为，不是什么也
不干，而是变换一种方法去干。

摘自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 ” 》



①企者不立：踮起脚的人不能久立。

②跨者不行：跨大步的人行走不稳。

③自见者不明：自我显露的不能显明。明，明察。

④自是者不彰：自己为是的不能彰显。彰，明辨是非。

⑤自伐：和下文的“自矜”都是自我夸耀的意思。

⑥长：长久。一说读zhǎng, 意思是得到敬重。

⑦其在道也，日余食赘行，物或恶之：(自见、自是、自 

伐、自矜等行为)用道的观点来看，就叫做剩饭、赘瘤， 

人们常常厌恶它们，行，同“形”。

⑧处：为，做。

企者不立；跨   
者不行；自见者不  
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  
者不长。其在道也， 
曰余食赘行。物或  
恶 之，故有道者不  
处 。

=十四章读老子作品，品思想精髓
疏通文本，初解其意。



踮起脚的人不能久立；跨大步的人行走不

稳。自我显露的不能显明；自以为是的不能彰 

显；自我夸耀的不能建立功勋；自我夸耀的人 

得不到敬重。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行 

为)用道的观点来看，就叫做剩饭、赘瘤，人

们常常厌恶它们，所以通晓道义的人是不会这

样做的。

企者不立；跨者 
不行；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无功；自矜者不   

长。其在道也，曰   
余食赘行。物或恶  
之，故有道者不处。



1.第二十四章阐述了什么观点?

本章主要论述急躁冒进、自我炫耀不可取。从反面论述违背这一处世原则将导致 

的不良后果。

2.哪些行为影响人达到老子追求的境界?

文章列举了六种不合乎“道”的行为。

“企者”和“跨 者”喻指所谓的有为者急躁冒进的行为。老子认为他们的举动违 

背了自然规律，不合“道德”,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自 见”“自 是”“ 自 伐”“ 自 矜”这四种毛病比喻为“馀食赘行”,认为它 

们就像剩饭赘瘤一样令人厌恶。有“道”之人是绝不会“自见”“自是”“自

伐”“自矜”的。



①“企”意为举起脚跟，脚尖着地，“企者”是想要高出于人，想站   

得高，望得远，结果反而站不稳，甚至摔跤。

②“跨”即越过，跨过，“跨者”是想要比别人走先一步，想走得快， 

走得远，结果反而走不远，走不快，也走不久。

③究其原因就在于超过自己的能力，违背了自己的天性，欲速则不达。 

凡是急躁冒进，急功近利，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不会长久，甚至   

会受到惩罚。

研  读  文  本

怎样理解“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怎样理解“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是说偏执己见的人反而不能明察， 

自以为是的人反而不能明辨是非。因为“自见”“自是”都是认

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他们只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我，   

只依赖自我，所以就会局限于自己狭隘的小范围和狭隘的主观意    

识，导致他们不能明白真相，常被假象蒙蔽，使真相得不到彰明。

研  读  文  本



“自伐”自矜”,是自夸自己的功劳，认为自己最

能干，好胜好强，好大喜功， 一有点成绩就自鸣得意，  

这样的人，到最后终究为大家所抛弃，连性命都可能   

被丢掉。

怎样理解“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研  读  文  本



顺道而行，不自己妄为。急躁冒进、自我炫耀的行为都会导  

致失败，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政策也同样不会取得相应的成果，老子 

告诫人们为人应谦恭谨慎，为政应温和柔顺，只有脚踏实地，不自  

以为是，不好高骛远，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方可长久。

不自见
不自是
不自伐
不自矜

“有道者不会彰显自我”

这一章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结合本文内容，谈谈怎样理解“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

“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 

这才是最聪明、最难能可贵的。“知人”“胜人”十分 

重要，但是“自知”“自胜”更加重要。 一个人倘若能 

审视自已、坚定自己的生活信念，并且切实执行，那他 

就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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