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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知识储备不够，很多地方读不懂，也没有耐心去深究。
2、贯通中西
3、总会出现那么一帮人，没有读过原典，却对原典有非常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我想对与老子
就是一例，好熊在这个基础上说出了实话，在典籍的传承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私货，而加入私货和流
传的目的是为了政治，这本小册子毁三观，没有故作高深的云里雾里，有的是讲真话，所以注定在小
范围里传播、发芽
4、熊大对古今中外思想研究之深确实佩服，这本书第二遍要用笔记捋一下图谱
5、老庄之学，玄妙寂静。
6、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世人为刍狗。很多妙语，都是因为错解而美丽。
7、君臣异道，君无为而治，使臣民有为，敛其财，使其劳而贫，使不可见欲，民心不乱。就天下太
平，没人造反了
8、内圣外王，老子腹黑了...
9、好了 ，用道德经安慰自我已经是过去时，从新的角度看老子，不在向神秘主义找力量。
10、熊的好书~
11、很喜欢作者的风格。写的很好
12、有空读第二遍
13、真是学海无涯。。。
14、对宗教有兴趣的推荐此书。
15、熊大师的书还是那么浅显易懂⋯⋯＂道’而‘’因循‘’，“因循”而“无为”～老子的哲学～
也不是一下能够容易懂得啊⋯⋯
16、只是理解多了一层，然而还是说不清，道可道，非常道。
17、崇本息末！
18、呵呵，看不懂
19、挺碎的，感觉东一点点，西一点点，体系层次感不强。但是通篇读下来，对熊逸想要表达的思想
还是比较明了了。多听百家之言，比专听一家之言好，每个人角度不同的阐述同一问题，特别有意思
。
20、有机会一定再读一遍，这是对《老子》一书最朴素的理解，个人认为也是最客观的理解
21、懂科学，会考古，站着读书
22、学到一种态度，顺其自然吧
23、评论有一句话说得好 畅销书可能注定只有畅销书的格局
24、熊老板的书没的说，不过这本在思想上更少一些，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更多，比较适合研究者来看
，想体会其思想的就弱一些了。
25、经典在传递过程中，后代人对它的修改包括断句，添，删，换字.我们现在读的经典可能唐，宋，
元，明，清不同人的版本，讲究的是实用性（明义理，忽略事实）.最原始的版本越是神秘，后人对之
解释越多，越难证伪.这本书对一些平时耳熟能详道家语句，进行解剖，看似“无”背后是有根基，这
本书是写给君主的，不要滥用，和实践.
26、熊逸的书旁征博引、十分有趣，本书将《老子》置于政治哲学视域下加以分析，倒也不是创见。
比起之前的几部书，还是稍逊色了些。
27、“道可道，非常道”
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
睡前读本，历时一月
28、像听一位朋友侃侃而谈般，引经据典，通古论今，考证比对，却没有丝毫晦涩感。站在巨人的肩
上而非跪在脚下。相对主义，反智主义，统治阶级立场，因循，无为，崇本息末等等被谈及。“为学
日益，为道者日损”还要好好体会下。
29、世上有一把能开启所有锁的钥匙，可这把钥匙长什么样没人能做的出来。在玄而又玄的神秘主义
面前，不能因为弄不懂就不去思考，这个态度我觉得很对。
30、“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规律和形势，不胡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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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知识就需要这样的搬运工，好熊是我们的福利
32、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读完之后真的有新的感悟，感谢这本书让一个完全的古代文化盲变得
不那么无知。不刻意为之，共勉。
33、还是需要重新研读下《道德经》的原著
34、读了这本书才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哲学初衷是为了统治者而服务的，难怪版本那么多每朝每代都
变版本，西方宗教则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所谓的新旧教之间的差别也远没有那么大，一神论
只能出现在西方，而我们则必须是多神论或者说多鬼怪论吧！
35、一本道德经的考究本。 不过佩服作者的功底。  读后对道德经的理解深了一点。  不过读过经济学
以后三观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老庄了。
36、国学入门
37、中西合璧把道德经讲得很透彻的研究性逻辑性哲学性很强的书 力荐
38、好难懂
39、老子的提倡的无为之治的前提是先要“愚民”，人民都回归到像婴儿一般纯净朴素的境界时，那
么作为统治者也就可以轻松的管理他的国家。道不可说，确实是不可对民众说。
40、《老子》的要义是“崇本息末”。对《老子》的主要诘难是：这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类比——以自
然现象类比治国法则。但是，类比不能证实，更不能作为思辨依据。
41、回归本源读《老子》，是纯粹地政治教科书，后期也是杂合诸说的杂家，内部观点亦不统一
不懂训诂考辩，很容易就把诸子读成现代人的心灵鸡汤了，“柔弱”和“谦下”其实只是给统治者说
的，不是用来安慰老百姓的。
另外，《老子》的思维方式多是类比自然以推人事，得出全称肯定的判断，经不住推敲
42、看不懂。
43、难，难，难。只记得书中多次提到了《管锥编》。我囫囵吞枣的看完，心中是崩溃的。只能就着
一些小例子勉强刷下存在感。
44、很多人误读了老子   无为不是不做 ，是不乱做
45、熊逸的书都值得读一读
46、知道了许多边角的知识，但边角多么重要，也许只能透过边角才看得到可能的一点点真实。而现
在的所谓解读，多是从误读开始，最有市场的往往是鸡肉汤成功学和办公室爬虫术。听罗辑思维的那
么多人，真的有人会去读推荐的书么？虽然熊逸的写法也还是畅销书的方式，几乎每一句后都有翻译
。
47、且不论老子哲学是否自洽，其最终还是写给统治者的。
48、不是不好，从学术角度来讲很好，讲得比较深，比如到底哪个版本的《老子》（道德经）才是正
宗的，比如到底哪些话是老子说过的，哪些话其实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可是，我很庸俗，我想看点实
际的东西，并不想搞学术研究。所以不是不好，是我不喜欢。
49、从逻辑思辨的角度解读老子，实在让人蛋疼
50、开篇很有意思，把老子讲得很玄，但是最终有解释的这种玄，让这种玄走下神坛，就好比跟你说
都是老子好，但是我觉得他没这么好，最终证明出了他为什么没这么好，读好结果感到很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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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道可道》的笔记-第2页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能遇到两类人，而其实但就每一个单独个人也有这两个侧面：
1.崇尚理性，喜欢探求知识，凡事讲逻辑、讲证据，面对证据会去辨析、检验。所以这种人接受新东
西，靠的是一个字：懂。理工科思维即是这种思维。
2.崇尚感性，他们通常不太容易接受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需要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无论这样的
答案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作支撑。他们接受新东西，靠的是另一个字：悟。。
感性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人情味，但理性世界永远有未知，才会催动我们不断去探究去发现。
感性，看似“然并卵”，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来看，它还是有其存在必要性的。因为威廉·詹姆士
对于神学的一种主张：“如果神学的各种观念被证明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那么在实用主义者看来
，在确有这么多的价值这一意义上说，它就是真的了。”《实用主义》

2、《道可道》的笔记-第10页

        长寿和道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道可道》的笔记-第34页

        学问的有用与无用                

4、《道可道》的笔记-第18页

        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静其应若响。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它化生万物，自己却不居功，好像什么事都没做一样，任万物自己显露出形
貌。它动起来就像水，静下来就像镜子，反应起来就像回声，恍恍惚惚的好像并不存在，静寂得如同
清虚一片。合乎它的规律，就会一切顺遂；若想贪求它，反而会失去它。它从不抢在人的前边，却常
常跟在人的身边。

5、《道可道》的笔记-第5页

        1.古人还没有严密的思想体系;
2.思想片段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发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解释都对。

6、《道可道》的笔记-第36页

        中国人往往重视政治意义而非学术意义。所以，治经学要的是通经致用，而不是寻章摘句。

7、《道可道》的笔记-第6页

        1.语言确实是一种很有局限性的工具，凡有描述，必有遗漏，就像任何一份中国地图也不可能“完
整地”描述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过我们也得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没有人会需要一份比例尺是1:1的
地图。禅宗也有一则公案，说的就是指明月亮的手指并不是月亮本身。而对我本人的启示就是：读书
学习作笔记的核心目的在于将知识内化到身体里，而笔记等只是辅助工具。笔记做的再漂亮而没有得
到其意义也是枉然。
2.《老子》之所以难懂，只在于年代久远、材料匮乏。而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进步，如考证以前
的知识（考古），如新知识的不断丰富。都会使得原来并不怎么明确的知识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学
习就在于不断清晰明确现有的知识，以保守主义的方法立足既有的而不断发现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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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道可道》的笔记-第31页

        《老子》带给后人的与其说是什么严密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启发性”的一系列思想碎片。再
次与前面P5的内容相互印证。即，不同领域对同一内容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解读，只要能有所得即
起到了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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