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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养生大智慧》

内容概要

《道德经的养生大智慧:健康快乐二百岁》适宜于对养生益寿学、国学、道家内丹学有兴趣的读者朋友
和方家。《道德经》之养生法门殊胜于《黄帝内经》，在于能够教你怎么培固、旺盛生命的元气。人
的生命基础是先天一气(元气)，得此气则生，失此气则死，而保养此气正是养生的要诀。王兰锁先生
直扣养生之门，结合自己的修道养生实践，在《道德经的养生大智慧:健康快乐二百岁》中开解、诠释
《道德经》，发明其所透露的老子亲修实证之养生妙法，可谓大泄天机。书后特别传述了丹道修炼方
法门径，帮助读者入门修炼：而想要提升至高层境界，则非三言两语可传，读者细读《道德经的养生
大智慧:健康快乐二百岁》自能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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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养生大智慧》

作者简介

王兰锁，河北省博野县人，生于1934年。王先生是养生家、国学学者，幼承家学，研究道教，又得机
缘学习佛教，并得高人指授而修炼内丹道功，1970年代以来坚持修炼，层次不断提高，对《道德经》
的养生大智慧尤有实证和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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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弁言前言道可道章第一欲识大道真实义，返观有无可归宗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章第二得此一气可益寿，
妙感无穷美其中不尚贤使民不争章第三养生所忌是心贪，返观内照一气生道冲章第四悟空明义知道义
，先天地生妙无穷天地不仁章第五体道无言识妙处，二气相交水火功谷神不死章第六玄牝之门若欲求
，天地之根首须明天长地久章第七清心无私不容物，借假色身以修真上善若水章第八上善若水普利物
，道法自然一气生持而盈之章第九修道须明止观法，功成身退得安然载营魄抱一章第十性光内照因抱
一，涤除玄览心自明三十辐共一毂章第十一悟澈真空方自在，动静互根在心行五色章第十二六根清静
心安泰，净念防险气则丰宠辱若惊章第十三宠辱若惊觉则善，有身招得病魔来视之不见章第十四为道
画像夷希微，无形无声义为空古之善为士者章第十五内守真如静生慧，严诚警朴古圣风致虚极章第十
六虚极静笃大道义，复命知常见王公太上章第十七太上静纯亲亦乐，下宫气归乃自然大道废章第十八
修道无执心息念，六亲失对一气行绝圣弃智章第十九清除杂念心合道，一尘不染返于纯绝学无忧章第
二十性命双修一神气，绝学若昏知道妙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恍惚窈冥含道义，一气氤氲信在中曲则全
章第二十二虚心抱一高天下，无为不求莫能争希言自然章二十三无言明示得失义，摄心乐道心自平跂
者不立章第二十四动静交运合道义，性命双修可长生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知道妙，母仪天下
不知名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养生之要静为上，花花世界非可留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善言无语心行处
，气归元海寿无穷知其雄章第二十八守雌招雄合天道，常德不离是童真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修道养
气息心念，去甚奢泰即圣人以道佐人主者章第三十心静神安气自运，物壮则老是凶年夫佳兵者章第三
十一道者养生尚静念，炼气采药忌逞强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道常无名王天下，宇宙万物皆臣服知人者
智章第三十三自知方可真见性，心安念净寿延长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一气通透显道义，圣人成道缘无
为执大象章第三十五见象非象空四大，了知无言休求声将欲嗡之章第三十六欲弱先强因精气，有中返
无含废兴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道常无为生万物，心静不迁是主公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上德无为真气运
，下德有作妙法通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天地之间一气贵，保而勿失现清明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逆修
方知返还义，有无相生妙在中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悟空无着明道义，三士言道各不同道生一章第四十
二道生一气先天现，阴阳相交德即明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清心绝欲法日正，不言之教是真传名与身
孰亲章第四十四知足不贪心自净，养生存神何求名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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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养生大智慧》

章节摘录

道可道章第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
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道德经》开卷
第一章，也是《道经》之首，实际上也是全书的总纲。因而，对这一章的理解非常重要。道可道，非
常道这六个字是本书开卷第一句话，“道”的名称在文献中出现了，并提了“常道”的概念。在这句
话中，第一个“道”字，即常道；第二个“道”字，指的是言说。对于这句话，历来有多种解释，仁
智互见，各领风骚。我认为，关于“常道”这两个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常道”就是真
常大道，乃是混元未剖之际，阴阳未分之时，无天地以合象，无日月以合明，无阴阳以合气，无造化
以合其道，即此道之义在无言中，这是讲道之体，即道的本义，谓之道之体不变，故曰“常道”。二
、“常道”者即经常说道；“道可道，非常道”的大意是，对于大道之本义，并不是因为人们经常去
说，就可以说尽的。这两个角度的理解，其义相同，即道在不言中，张口即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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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养生大智慧》

精彩短评

1、均衡 节制 节俭
2、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这是行家写给行家看的书，与王沐先生的书对照着读，自然得窥测天
机，延年益寿，修成正果。
3、刚收到，发现是一本破损的；内容看了开头，还不错。
4、内容比较牵强，多是给道德经做个翻译而已，没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作者的独立见解，内容缺
少逻辑和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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