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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讲》

内容概要

主编推荐：
古老智慧的现代转换是我对这本书最大的感触。现代生活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心灵深
处的感受和困扰一如千百年前。
这本书是作者戴建业先生的心血之作，也是戴先生最喜爱的作品，作者紧贴老子的《道德经》学习老
子的智慧，并用这古老的智慧化解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难题、抚慰我们焦虑的情绪。戴先生行文风趣幽
默、旁征博引，绝对让人拍案叫绝、手不释卷。可以说，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值得拥有。
内容介绍：
时代日新月异，人们仍旧为孤独、烦恼、焦虑、痛苦所困扰；时尚不断更新，人们依旧要去面对虚伪
、做作、狡猾、阴险。因此我们把老子请上前台，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发言，与我们面对面对话，让他
做我们时代的“心理医生”，治愈大家心灵的创伤，抚慰人们焦虑的情绪。这本书讲述的是老子思想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延伸，是老子智慧的现代转换，既是照着《老子》讲，更是接着《老子》讲。这
本书应该能让古代的老子首肯，更能让今天的读者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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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讲》

作者简介

作者介绍：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组长、学术带头人，《华
中学术》主编，湖北民族学院“彩虹学者”，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诚邀之
重量级老子专家，曾出版著作多部。网易博客“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之首，华中师范
大学 “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第一位，“爱思想”网站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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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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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讲》

精彩短评

1、很喜欢戴老师，但很遗憾这本书不对我胃口。
2、《老子开讲》虽然是阐释老子的思想，但它是用随笔的形式写成的，好多年前，我曾在《美文》
和《中华散文》杂志上读过部分章节，当时觉得美极了，所以这次一看它就买了，回家读后感到物有
所值。书中十几章，一百多篇随笔组成，差不多篇篇都是优美的散文。
3、跟《老子》可以这么愉快的玩耍，真的好神奇！
4、用白话的形式解读老子，以老子的原文结合作者自己深厚的积累所形成的理解。老子一书的思想
是很深邃的，而该书老子现代版由浅入深地解释了它的哲学思想、现实意义，对一个需要了解老子的
人来说是必要的。读这本书的感觉是与作者聊天的感觉，由他娓娓道来，他对老子的理解。
5、老子曾向孔子临别赠言：“富贵人家用钱财送人，有学问的人用言辞送人。我不算富贵，只有学
问的虚名，所以我还是用言辞为你送行吧！”这本书也是老子向现在的我们的赠言，值得好好一读。

6、这本书很棒，有很多独具一格的思想在里面
7、有幸在华中师大进修的时候聆听戴建业老师精彩的授课，戴老师是我此生到现在为止遇到的唯一
一个每节课下课时学生会集体为他鼓掌的老师，唯一一个错过了他一句话都让我后悔得不行的老师，
唯一一个让我疯狂地想去买他的书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戴建业老师讲的陶渊明。那种带着挚爱与了悟
的传授，不是宣讲，而是谐鸣，道也，进乎技矣。 窃以为《老子开讲》是一部超越了《澄明之境——
陶渊明新论》的书，可读性也更强，在学术探讨之外融入了万千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字里行间，睿智
迭出，掩卷之后，余思袅袅。敬佩戴老师的学识更敬佩他的才华，以及他对人生的通透感悟。期待新
版《澄明之境》的推出，也期待戴老师分享给我们更多精彩的文字。
8、过去觉得《老子》中“大道废，有仁义”十分费解，《老子开讲》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它讲得十
分透彻：“有人违法才少不了警察，处处是纠纷才离不开律师，世逢纷扰才颂贤尊圣，官吏腐败才称
道包公，人患疾病后才会找医生，真性破坏后才讲仁义。”
9、《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过去一直读不懂说的是什么意
思，查找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还是觉得没人讲清楚，《老子开讲》第一章第一小节《谈玄论道》阐释
又明白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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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讲》

精彩书评

1、大    约两千五百年前，道家圣人老子见周之衰，意欲绝尘而去。在路过函谷关时，幸亏关令尹喜“
死死纠缠不放”，才使得他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千古奇书。此书虽短短五千言，然而其精神之博大，思
想之恢宏，却令后世之人望尘莫及。自庄子申述、韩非解喻以至后世诸贤的章句、注笺无不在对此书
进行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梳理与研究。然而，时运交移，情理代变，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
中体现出经典的现代性，并且能使之为世人所接受，却是一个关系到经典能否持续的大问题。窃以为
，在当下要关注老子及其《道德经》，不可不留意戴建业先生所著的《老子开讲》一书（海南出版
社2015年4月版，以下简称《开讲》）。因为从与世推移的角度讲，这正是一部既具有现代性特征又容
易为世人所消受的经典演绎。著者曾说：“世事虽然沧海桑田，时代虽然日新月异，但人们依旧为孤
独、烦恼、焦虑、痛苦所困扰；衣着虽然不断更新，发型虽然总在变换，但人们依旧要去面对虚伪、
做作、狡猾和阴险。”老子之所以伟大而又精深，就在于他从不回避人生的苦难，他敢于正视社会的
不公，他能够直探人类心灵的深处，他所论及的乃是人类永远必须面对的“母题”。由于每个时代都
有各自的烦恼，每个时代各有不同的痛苦和焦虑，所以著者特地“恭请”老子这位伟大的智者出山，
来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医生”，让他来治愈大家心灵上的创伤，让他来抚慰人们情绪上的焦虑。
但是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请出这位伟大的智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在《开讲》的开
篇，戴先生引西哲的话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重视而又人人不读的名著。”并且谢天谢地地表示
，这种观点对于当下的中国并不适用。看到戴先生如此诙谐幽默的谈论，我就已经意识到他肯定找到
了结撰一部让大家既重视又喜欢读的“老子”读本的写作方式。果然，戴先生在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
探赜索隐、提要钩玄之后，很顺利地将这部恢宏有容的思想文本以“以一统众”的方式给擘划了出来
。在“总纲”（即导论）中，他先依据史料刻画出老子模糊的肖像，然后围绕历年来对《老子》著者
和成书年代的论争，寻绎出最终的结论；然后捻出“道”作为《老子》一书的中心论旨，指明“道”
乃天地之根和万物之本；然后捻出“自然”作为大道的本性，同时指出这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落实
到具体的层面）；然后捻出“无为”作为“回归自然”的药引，并指出它乃是统治者最好的治国之道
和世俗人最好的处世之方；最后以“悖论”的逻辑再次为我们验证老子是一位“崇尚自然诅咒智巧的
先驱”，而《老子》更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当然，《老子》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道家和道教的经典，研
究者要谈论它，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对作为“众妙之门”的“玄之又玄”的“道”的释读问题。解
决不好这个问题，要说自己的讲解多么精妙，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不过，戴先生凭借本身所具有的深
厚哲学修养和较强的辨思能力通过第一章的论说便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因为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他就
深入浅出地诠明了这一问题。他首先指出“道”是《老子》中的核心范畴，然后以形上形下之变申明
了“道”的不可言说性，并对比中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指出西方哲学直到康德才明了“自然之
物”不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对象。不过，康德也还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辨识这一命题，而老子的“道
论”却具有本体论的深度。“道”虽不是世间万物中的一种，但它却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天地因“
道”而生，万物因“道”以成，那么，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就应该无不惟“道”是从。这也就从本质
上挑明了所谓“以一统众”的“一”，其实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由于“道”本身极具抽象性，
所以论者为了讲解清楚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笔墨来将这一问题层层展开。不过，鉴于推理和思辨的难度
，我们似已无法再强求论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所应具有的精彩度。可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在论述中
不时地看到论者采择大量的诗词、俗语、箴言以及故事等文学体式入文，并结合当代人的习俗、心理
、思维方式等进行有效分析。所有这一切手段的运用，其目的无非就是在让古代的老子首肯的同时也
让今天的读者为本书“点头”。告别了“玄之又玄”的“道”，《开讲》便进入了全书的精华部分，
亦即为“一”所统的“众”的部分，主要涵盖自然与造作、无为与有为、拙与巧、弱与强、静与动、
进与退、仕与隐、治与乱、战与和、修身与养性等论题。其实，读者从这些标题便可以察觉出著者是
深契《老子》之旨的，因为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在这些章节中凸显无疑。在精华部分，论者主要是依据
《老子》智慧，针对时代弊病开出各种“药方”，体现出了著者从老子的诗意玄想到现实关怀的有效
对接。比如“自然与造作”部分指出，“自然”乃是指人们的天然本性，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
。然而现代文明越发达，人却变得越造作越诈伪。中国人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话到嘴边留
三分”，这些所谓对人生“有益”的“经验”总结，其实是将人的真思想、真性情扫落殆尽。为此，
戴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会做人”在今天的真实涵义就是会敷衍会欺骗，就是待人能八面玲珑，在
任何人面前都能巧舌如簧，在任何场合都能随机应变，这简直就是比变色龙还精明不知多少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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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开讲》

精”。因此，他借鉴老子“复归于婴儿”的智慧，呼唤现代人全都回归到“赤子之心”的婴儿状态：
“假如我们都能像赤子一样地真诚，人们的理解和沟通将多么容易！猜忌、冷漠、暗算和讹诈就找不
到市场。假如我们都能像赤子一样直率，那么虚伪和造作就会为此感到脸红。”在书中，像这样精彩
的论述比比皆是，在此不烦赘述。由于这些章节所讲述的内容都与实在的人生有关，所以其中所列举
的一个个具体实例、一个个古代故事，以及一场场严密的逻辑推理、一次次精辟的实证分析，都会让
你如获至宝，在轻松和愉悦中领略到不一样的人生至理，时代的病症也因此会慢慢得到治愈。最后还
不得不提及《开讲》的行文方式。著者说，《老子》五千言不仅是“思”与“诗”的“对话”，更是
“诗”与“思”的“同一”——它是深刻的“思”，也是优美的“诗”。其思辩是那样地经虚涉旷，
其文笔又是这般地灵动飘逸，无论哪个民族都会为有老子这样伟大的哲人而骄傲和自豪。因此，为了
要大致“对得起老子”，著述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以随笔的形式来阐释这位伟大的智者以及他的
作品。故而这书中的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一篇既有深度又有文采的学术随笔，而且语言生动、机智，
兼具优美。即此之故，如果我们要在当下品读老子，怎么可以错过《开讲》这样的作品？
2、如何诗意地栖居？——浅谈戴建业教授《老子开讲》“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这样呼喊过。但面对现代化的浪潮，如何诗意、如何栖居却越发成为一个“
现代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历史一刻也不曾迟疑地向前发展，为“物欲”所累的人们更加听不到心灵
深处的声音，现代文明的冲击让我们迷失了精神的家园。究竟“何处是归程”？究竟该如何认清真实
的自己并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思想的鼻祖老子已经为我们做了
最好的解答。《道德经》洋洋洒洒五千言，回答的正是“人从哪里来，该向何处去”的问题。鲁迅曾
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读懂《道德经》，便读懂了中国人的
一种处世哲学；读懂《道德经》，便读懂了中国人的大智慧；读懂《道德经》，便能在物欲横流的时
代风潮中抱朴守真、逍遥自在，永不迷失真正的自己。一、《道德经》一书最好的注解宇宙从哪里来
？人世在何处？天性何为？自然何谓？这便是中国最朴素的哲学意识，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对人类行
而上的最早思考。尽管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极力强调“道”的“不
可言说性”。但既已行诸文字，它本身所具有的可读性和可阐释性就为我们读懂《道德经》提供了无
限的可能性。何为“道”？如何理解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之至
柔”又指向何处？这些谜团无疑为我们解读老子思想设置了无限的障碍。但《老子开讲》一书正是打
开这扇大门的一把“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就不怕进不了老子思想的正堂。但这本书写作
的初衷并不是要用学术的眼光审视老子思想的智慧，而是要用机制、巧妙、灵动的语言去把握他“诗
”与“思”的碰撞，将老子思想最奥妙最深邃的地方用现代的语言呈现在我们面前。先秦思想本就博
大精深，难以体悟，《道德经》一书更是“玄之又玄”，究竟该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五千言中所蕴含的
智慧呢？首先，此书将老子思想浓缩成了十对相互制衡、又相互转化的反义词：自然与造作、无为与
有为、拙与巧、弱与强、静与动、进与退、仕与隐、治与乱、战与和、修身与养生，并以道和德这对
相互依赖的关键词统领全书，在统摄《道德经》全文思想的基础上，逐层分析五千言中思辨的智慧和
处世哲学，发人深省。宇宙是如何生成的？自然有什么法则？社会国家又该如何运作？这一切的道理
最终都将回归到这个“玄之又玄”的“道”上。正如《老子开讲》一书所说，“‘道’是自然变化的
规律，也是社会生活的法则。”“‘道’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实体，而‘道’本质特性又是‘自然’。
”所以老子一书总是绕不开这两个话题，理解了“道”为何物，也就理解了“自然”所指，也就明白
了该如何“无为”。尽管老子把“道”描绘得“恍兮惚兮”，但《道德经》一书的智慧并非不可捉摸
，《老子开讲》一书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解！二、对现实深切的关怀人们往往会问：人文学科的价值在
何处？文学对人类究竟有什么影响？就像诗歌一样，它是皇冠，但不是远在天边不可触摸的星辰，诗
歌应该走下神坛，让大地上的人们听到它的呼吸，感知到它的存在和意义。我想，人文学科的意义大
概也是如此吧！我们的职责就在于让人类认清自己，认清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本真的状态，承认世界
的虚伪、黑暗以及那不可挣脱的苦难。但山的那头就是蓝天，越过黑夜便是黎明，人文学科如果仅仅
变成了远离人间、远离凡俗的“怪物”，它也便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老子开讲》一书就是要把
老子从神坛上解放出来，让他以一个慈祥老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娓娓道来这世间逃不开
的规律和法则。几年前在《老子：自然人生》一书的结尾，戴教授曾这样感慨：“世事虽然沧海桑田
，时代虽然日新月异，但人们依旧为孤独、烦恼、焦虑、痛苦所困扰；衣着虽然更新，发型虽然总在
变换，但人们依旧要去面对虚伪、做作、狡猾和阴险。”老子精神之伟大就在于“他从不回避人生的
苦难，敢于正视社会的不公，能够直探人类心灵的深处，论及的是人类必须永远面对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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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思想在千载之下的社会仍能找到映照，为我们提供生存的借鉴和指导。《老子开讲》一书条
分缕析、层次分明，既生动形象地用老子智慧装点、关怀了我们现世的人生，又极尽可能地再现了老
子思想最深刻最伟大之处。全书语言精练又不失幽默，风趣而发人深思，正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
”。戴老师在《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一书的序中还曾这样写到：“今年暑假实在
憋得慌，我在家连续写了两三个月社会评论和文化随笔，平均每天写一篇几千字的杂文，最敏捷的一
天写了一万多字，从早上的六点多写到晚上两点多，有两次我写着写着眼泪流出来了。”老先生正是
以一个人文学科研究者的身份，敏感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感慨这“大道沦丧”的社会，才会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流下无比痛心的泪水。我们的先哲早已把人生在世的种种智慧告诉我们，可我们依
然被种种无意义的“贪痴欲念”羁绊，无法活出潇洒的人生。为了保存并弘扬我们优秀灿烂的民族文
化，也为了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代人提供一剂及时救弊的汤药，《老子开讲》一书诞生了！读
完《老子开讲》，你一定会卸下灵魂的枷锁，随着那飘飞、灵动的文字畅然遨游在“无何有之乡”，
吸日月之精华，揽山间之明月，与大道化而为一。这便是《老子开讲》最神奇与最精妙之处。三、洒
脱的人生至境在先秦那个极度纷争的年代，士人阶层普遍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体精神独立的冲突
，面对历史使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他们纷纷转向对人生存在价值的思考。作为道家思想的先祖
，老子思想的深邃正在于他通过思考揭示了自然宇宙和人世间的种种道理，为我们描摹了一种“独与
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至境。在老子那里，没有自然与人的完全对立，没有“有”和“无”的完全
分离，所有的一切都融汇在了一处，便是自然与人的完全统一，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是也。只有顺应自然，顺应天道，才能得见事物本来的面目，才能永葆一颗“赤子之心”，
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感知世间最奥妙、最深邃的美。面对生死，同样要有洒脱的境界和情怀。《
老子开讲》一书曾这样写到：“深知生有常理则不厚其生，明白死属自然则不惧其死”，放下了执念
，也便放下了无须有的束缚和牵绊。执着于欲念会陷入欲念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执着于功名会被功名
所累而不能活得自在，只有卸下人生的枷锁，才能以“人生之至柔”攻克“人生之至坚”，活出人生
的厚度和深度。戴先生一生磊落光明，活得潇洒，活得自在，不汲汲于富贵，不执着于声名，连续几
年被评为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先生正是吸取了这种“无为”的人生哲学才最终到达“无不为”
的人生境界，他年近六旬，却依然无比潇洒地行走在这个世上，方退方进，方拙方巧，方愚方智。“
当我们的精神变得浮躁，当我们的思想已不澄明，当我们的心灵失去恬静，我们就非得下一番致虚守
静的功夫不可。水静才能鉴物，人静才能明理。”如果你还想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如果你一
生只想读一本关于老子的书，就听‘老子开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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