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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地图-老子》

内容概要

《中国思想地图:老子》是青年学者熊逸“站”着读《老子》，力图“理解”而不是“颂扬”、“懂”
得而不是“悟”透《老子》的一部力作，也是作者清理传统文化、梳理中国思想电的一次尝试，从“
老子”开始，这一系列还将陆续推出“庄子”、“苟子”，等等。
全书以大无畏的勇气、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对《老子》一书的一切可疑之处，都作了
穷追猛打式的拷问，从政治主张到生活哲学，从理论的内在矛盾到思维方式的漏洞。既不装糊涂，也
不受任何名家名人的忽悠。
书中灼见叠出，妙语连珠。欲读《老予》，先读此书，一定可以让读者少走许多弯路、少受不明不白
的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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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地图-老子》

书籍目录

自序
引言 一部书的命运
第一章 关于老子的传闻
第二章 《老子》的版本与误读
第三章 先秦道家与黄老之学
第四章 《老子》之学的政治实战：无为而无不为
第五章 作为一种社会主张的“道可道，非常道”
第六章 普罗米修斯的“恶行”
第七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第八章 《老子》的思维方式
第九章 《老子》辩证法的三种解读：客观规律、处事操守、权谋机变
第十章 理想的人生是退步：回归婴儿
第十一章 玄牝与大地母亲
后记 对于不可言说者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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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地图-老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老子的传闻1【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质疑着通行本八十一章的“脉络、体系与关
键词”】正如我们很难把老子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也同样很难把《老子》作为一部书来讲。在1993
年之前，这个问题还不存在，因为那时候我们能够见到的《老子》的主要版本，一个是通行本，一个
是马王堆帛书本，它们虽然编排次序不同，但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直到郭店楚简本出土，麻烦才
真正开始了。郭店《老子》有甲、乙、丙三个抄本，文字要古奥质朴得多，读起来非常痛苦，最要紧
的是。内容上也和我们熟悉的那个《老子》不大一样了。但这首先可以为我们解决一个问题——通行
本《老子》一共有八十一章，正是九九之数，好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布局，劈头又以“道可道，非常
道”提纲挈领，似乎构成了一个让人不可小看的严密体系。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个体系是不存在
的，至少原本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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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地图-老子》

编辑推荐

像李零修理“论语”一样看熊逸如何修理&lt;老子&gt;!从政治主张到生活哲学，直面《老了》的一切可
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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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何解读一本书，关键要弄清楚作者将书写给谁看的。读了很多关于老子的书，这本又算是一个
新的视角...
2、既列举了史上各家观点供读者兼听，又有自己独到的议论，给后学以良多启发
3、观念的变迁。。。
4、一直都很喜欢熊逸的书，本来 在大四的时候在天涯就看他的帖子，一直想买书来细细品味，结果
苦于大四回家打包搬东西，很是麻烦，只好作罢，现在心愿终于达成。
5、思想深刻，逻辑严密，令人深思！
6、笔调轻松，骨子里不乏深刻。
7、非常好看，很长眼界
8、熊逸的书，基本都是批判性的。这本书，可读性还算不错。虽然不如六祖那本犀利，但是属于一
脉相承。走下神坛，褪去光环，放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老子也就没有那么神秘了。用现代的思维去考
察过去的事物，必然会让过去的事物（更加）漏洞百出。本数较多地提到了李零，因此对他的书也发
生了兴趣。。。
9、无需多言。。。。。。。。。。。。。。。。。
10、把老子形而下为政治哲学，应用考古新本去考据论证，用逻辑推理去推翻老子的观点，有点新意
，但是太浅薄了。我个人还是喜欢老子的形而上的解读。
11、目前的这个认知水平，基本只能看懂20%左右。这书估计能看N多年。
12、值得推荐，细细品味，很有 韵味
13、如果我写文化解读类的书肯定也会这样写
14、作者简直就是哗众取宠；拿一些所谓的西方哲学牵强附会地说老子哲学。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15、对学习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好的帮助
16、比陈鼓应有意思，比李零有思想，比沈善增更靠谱。万维钢认为熊逸依然摆脱不了“文科生思维
”，真是瞎眼了
17、熊老师又出新书了，不错，赞一个
18、熊逸又出新书了，作为他的“忠实读者”，自然是要捧场的。何况这次他把视线转向了儒家之外
的另一个先秦思想流派——道家。而我对道家思想也是颇有好感及兴趣。虽然作者在《春秋大义》中
也提及一些道家，但系统性的解读这还是第一次。熊逸解读道家，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本书行文，有熊逸的鲜明特色。其一就是旁征博引，老子《道德经》寥寥五千言，可古今中外的注本
却是多如牛毛。熊逸在写作时可谓充分利用了前人的成果，从古时的王弼，河上公，到当代的陈鼓应
、南怀瑾、李零，再到国外的道家研究者，其广度比起《春秋大义》一书也是不遑多让。当然，本书
并不是仅仅把各种注释集成起来而已。引用他人的解读，是为了更为辩证地分析合理性，指出其“过
度诠释”，“圆谎式解释”等问题，进而引出自己的解读。这一点上，熊逸并不迷信权威。事实上他
何止不迷信解读者的权威，连老子的权威他也不怎么买账呢。

这也就带出了第二个特色：注重流变。全书有许多地方都着重对三个不同版本的《老子》——通行本
、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楚简本——进行比较，从其中的异同来揣摩道家思想的流变。在熊逸的观点里
，没有一成不变的思想。无论是《春秋》《论语》还是《老子》《庄子》，其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姿态都是在历史的不断演变中形成的，是经过了许多的更改乃至颠覆的。《老子》的作者并不是老子
，至少，不全是老子。

而第三个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特色就是，对老子及其思想，作者并未采取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态度。
这一点与市面上一般的解读书籍可谓全然不同。后者往往把被解读的思想家说成是至圣大贤，每一句
话都是蕴含无穷哲理。我们只需用心揣摩其中精要，就能令自己受益匪浅。对于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解
读方式，对于读者不自觉地对老子的敬仰，看看熊逸是如何说的吧：“这些情况对一些人也许会构成
或多或少的打击，毕竟我们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的天性，沉迷于那种匍匐跪地式的仰望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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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地图-老子》

的快感。如果《老子》的作者真的只是孤单一人，以通天彻地的智慧，在毫无前辈们的思想积淀的情
况下洞悉了人天之际的无穷奥秘，把这些奥秘用一种诗样的语言记录下来，留待后人们用尽毕生的精
力去不断参详，这，才是符合大众心理的。事实上，道家在日后也正是这么发展下去的。”

这就是熊逸，在看似戏谑的表达方式之下，却将深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彻底颠覆，而且还
让你无话可说。因此，《老子》对他来说不是必须仰视的圣言经典，而是可以付诸逻辑辨析的思想体
系。撇开后世加诸其上的种种光环，转而与老子进行一场思想上平等的对话，这就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所以，熊逸会质疑《老子》中的立论方式，会认为其思想体系不够完备，会挑出其逻辑的疏漏和错
误。这在当前风行的“励志式”解读经典书籍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那么，熊逸是否是在批判老子？也并非如此，因为他也没有否定老子一些观点的合理性，以及其作为
“启发性思想碎片”的价值。其实，不是赞扬就是批判的二分法思维本身就是一种谬误，熊逸抛弃了
这种思维方式，从而真正做到了客观公允地看待老子及其思想。

其实，仔细想来，《道德经》的本质，不正是一部可以探究的思想著作吗？《道德经》不是需要顶礼
膜拜的圣经，也不是不容置疑的教条。老子说的话，难道就是“道”吗？这样理解，才是对“道”的
曲解。一部《道德经》，其实是先哲用自己的智慧对“道”所作的理解和诠释。如果将其本身当成了
不变的真理，那才是对先人智慧的漠视，是对“道”的亵渎了。对此，我们需记住的，是《道德经》
开篇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

不过在阅读本书前，建议还是先看一遍《道德经》，有了自己的体悟后再来进行辨析。
19、看不懂，忘了内容啦
20、老子的道德經究竟這是政治主張還是生活哲學?
作者廣徵博引、力舉群書做證, 努力地辯證他的獨特觀點:
他認為, 道德經是老子的政治主張, 而不是生活哲學,
因此, 道德經其實沒有悔人想像那麼’玄’.

作者反對別人以’悟’道的方式去理解道德經,
認為老子寫這五千字本就是寫給統治者看的,
是屬於用來治國的理論, 不是闡釋宇宙玄機的先知式預言.

其實道德經的貴生與利他、無為無不為等主張一直都以自然規律為藍本,
至於如何利用、用於何處等基本上沒有硬性指定,
基本上對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都適用,
這就是它的奧妙之處,
硬要說它只是政治理論而削弱它的玄妙光環,
對作者來說可能有出位的好處,
除此之外, 知人看不出這對中國與世界的文化有甚麼幫助.

(摘自維基百科) 《道德经》的版本有多种，傅本、河本、想本、王本、今本、郭店楚简本、马王堆汉
墓本等不同年代王公贵族随葬的《道德经》版本。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初的版本，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
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比马王堆帛书本的《道德经》年代早100多年，其它版本，傅本、河本、
想本、王本、今本都是汉代以后的版本。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帛书《老子》，
是西汉初年的版本，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也受到学者的重视。

此書的可取之處, 是作者透過將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比對今天的通行版本,
為我們指出了許多謬誤的地方, 讓我們能進一步走近真實的老子.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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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的版本問題還會出現新轉折嗎?
真的是天曉得了⋯⋯

21、读熊逸的书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22、作者这个Level总是很属我的意，既觉得高深，又不难接近，作者似乎也在孟子系列和春秋系列中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部，期待下一本。
23、虽然罗嗦，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好是很多~~~打折买不错
24、跟《周易江湖》是同样问题⋯确定了两件事情，作者大概不适合读诸子，在下大概也不适合读该
作者的书。
25、熊逸的文字轻松飘逸，有深度，又好读。所以一买一套。不料本书与《道可道》重叠。内容完全
一样，只是书名不同。提醒读者，不要和我一样买重了就亏啦。
26、作者从通行本与郭店楚简本对比之后，从中寻出疑点，参照国内外学者著作中相关论述既做了归
纳又有引申发挥，让人有眼前一亮之感。相对于一味故弄玄虚的吹捧，可以看到作者那种要从跪拜到
站起来的勇气。
27、古今中外
角度宽广
已值得学习
28、当当的书的质量确实不错,价格也公道
29、老熊的书一如既往的深刻，一针见血，有根有据，好书
30、熊教授的书，写得都不错，值得看。
31、熊版主对老子的解读，评述道家思想的最初以及对后世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作为治国理念的道
家。
32、作者对《老子》的态度不是“悟”，而是追求“懂"。”悟“的话总是把《老子》拔的太高，成了
古代版的心灵鸡汤，人生感悟，什么都能往里装。喜欢他的旁征博引，赶紧找他的其他书来看看。
33、熊逸到底是何方妖孽
34、购于静安书友会
35、作者对一些有关老子的观念进行了辨析
36、《老子》思想的要点是什么？四个字——崇本息末。
37、道可道，非常道。懵懵懂懂。
38、我看过的有关老子的评论书中最有新意的。
39、不错一家之言
40、很有诱惑的一本书
41、读过关于老子的最好的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42、需要消化好熊的东西，又将一人拉下我的神坛。
43、有理有据，平实易懂
44、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值得每个中国人阅读！
45、我承认,在人世间的四十多年的时间中,是三个月的时间,区区五千言的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甚至是
我的一生.我花了八十一天的时间,把完本地背完了.可以说,几乎其中的每个字都浸淫在我的血液中.这期
间,我背诵的是原文,几乎不看任何的参考资料.用自己的人生去体悟其中的文字. 教导我"不争""不辩". 不
过,拿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底线". 通篇都是不知道哪里的引据、引用，然后就
是自己令人作呕的质疑和卖弄。 青年学者，这次真得让我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了！ 拜托好好把《道
德经》读上几十遍，把上面的字认全、弄明白，再过来发表意见好吗？ 2500年来，多少好东西都灰飞
烟灭了，流传到今天容易吗? 你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别人要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么跪倒。我知道
您不属于上面的两类，您是想把巨人踩在脚下，想把老祖宗踩在脚下。 道生之，德蓄之，是以万物莫
不尊道而贵德。 青年学者，你不是缺了一点“德”，你连“道”都没有！！！
46、挺好的一本书，有一些不同视角
47、熊逸的书我都买了，不过还是希望熊大大先把孟子他说写完，不要到处开坑，小心变公公。
48、赞一个！ 后面感觉没有前面写的好啦
49、散而没有自己的观点 只破不立 完全用形而下来解读形而上 只能说作者并没有思考形而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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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感觉不如前几本，但还是好的
51、很好，就是与另外一本《老子的要义和诘难》有些重复
52、该书将很多《老子》的经典语句进行了非常独到的剖析，但是喜欢不仅仅在于剖析的独到，而在
于逻辑的严谨和思维的缜密，作者以大量的史料或者说文物资料为依据，结合东西方观点，深入浅出
，而且还诙谐幽默！强烈推荐！
53、不能说讲得最透 但真心很精彩
54、在这个没有大师的年代，见到熊逸哥哥，实在是幸福。这本书，以及其他的熊逸哥哥的书，必读
。
55、熊逸的方式是用现代，科学的方式解析老子这个人和道德经这本书，破除神秘主义的臆想，抛开
民族主义的自恋。道德经本质上还是为帝王执政的一本建议书，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这么现实。后来的
误读反倒是很可爱
56、很轻松的一本哲学读物，可作为思想放假时的读品。
57、熊大师的书还是看过一些，个人觉得他的书，都是值得看看的，让我们对于历史有更多的了解。
。。
58、解读老子的经典,强烈推荐
59、虽然书本感觉用纸，印刷都略差，但内容很有意思
60、书4星，行文还可以更深更连贯。外加1颗星，因为我对柔弱、谦下的错误认识有9年了，直到现在
熊逸帮我打破。
61、好熊，质量有保证
62、熊逸的书都值得买的，个人比较喜欢
63、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了这本书——然后发现太值了，它让我在五个小时内无任何倦怠地看完了全篇
，这在哲学类读物中实为罕有。所以我评了个最高分，很棒哦！
64、书不错，确实是读老子之前应该先读此书
65、冲着熊逸大名去买的。逻辑分析严密，历史知识广博是他一贯的特点。换了出版社，书价定的和
东方出版社有一拼了，，，打折在16块5买的，还可以接受。
66、开始商业化了，不如《春秋大义》，相差甚远。
67、中国人读经典古籍，不在意其原意是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原
书底是什么意思更多的是取决于注本是如何阐释它的。
68、老熊的书写得一如既往的好，不过这本书我现在看着有一点难度，虽然我知道老熊已经非常努力
的想深入浅出的讲明白《老子》，我觉得，历史需要理性，我们理解的历史永远是我们眼中的历史，
永远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同老子本人一样，他是骑牛的还是放牛的，刨根问底的究竟起来，有必
要么····最后说一句，老熊啊，你的《孟子3》啥时候出啊？期待好多年啦~~
69、好书,当当的速度很快，很满意！
70、我看过电子版的，感觉太累。还是买了一套纸质的。熊逸的书我都推荐。
71、熊逸大师的书，要买的 解构的很好
72、抱着怀疑的态度看老子是件好事，可是处处却流露出作者对无以及贵柔的肤浅不屑。
73、有启发 ， 但疑惑变多 
74、对于我们深以为就是某种样子的世界，熊逸总是提供另一个视角，罗列一堆证据，揶揄地说，喏
，其实不是那样的。嗯。我喜欢这样的“提供”，虽然不一定总是看的明白，消化得进去。——作为
书本身，给8分。处于保护熊逸这种稀有动物的考虑，给十分。
75、趣味
76、熊逸先生的书一直追着看，延续了一贯逻辑严密的分析、广博的历史知识，可以获得阅读的愉悦
和知识的梳理。期待先生曾经在周易江湖一书谈到的继续写有关易经的书。
77、不迷信经典，不唐突古人，摆事实，讲道理，比时下流行的国学鸡汤强很多，然而令人困惑的是
“知道易，勿言难”。2016.12.7~2016.12.29
78、: �
B223.15/2333
79、感觉还行，还没细看。。。。。。
80、作者读了很多书 有中有西 面挺广的 有可取之处 只是拿现代哲学 政治理论去解读老子 无疑是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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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1、罗胖推荐的熊逸，阅书时初感，先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在想描述一个道
理，或者是在评论一个道理，对子经过阳明心学洗礼过的我来说，这样的写法真是让人乏味，头被他
介绍晕了书看了一半，内心已经开始启动“毅力读书模式”，不读了
82、知道易，勿言难。不可言说不代表一说便错，而只是无法完备的言说对象。所以这些神学，佛学
书籍才有存在的意义。
83、在社会文化中总会有一些约定成俗的东西，它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仔细考究论证还有可能千疮百
孔，尤其是对“言”，但是这样的反驳是没有必要的。带着那么一点冠冕堂皇的“质疑”，成本书里
都弥漫着戾气、自傲、琐碎，打着“形而下”不停缩小范围，拉出数个学科却掩饰不了酸味和哗众取
宠，貌似博学其实浅薄。这书不看也罢。 
84、熊逸的另一本力作。中国两千年以来，做人是内道外儒，政治是内法外儒，现在看来，真的很有
道理。
85、看完只想说：老子不是东西。
86、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解释得很清楚
87、不错的书，非常满意
88、看这类哲学书如果完全要弄清作者想说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是给自己找麻烦。个人认为更应
该结合当下，梳理出相对通用的道理。 

89、熊逸的书还是很有见地的，不过这本太过于散乱和死磕了，不仅一个字一个字的死磕，还老死磕
别人⋯⋯挑骨头的倾向很大，不如梳理出自己的主线，讲自己的多好
90、熊逸让我想起令狐冲。。。。
91、好熊的书，没说的！
92、好熊的书，没话说，一个字，顶！
93、呼之欲出，而又戛然而止。
94、大神，膜拜
95、熊逸就是棒，独立思考，不媚不俗，观点永远新颖大胆，发人深省。
96、可爱的实用主义者！只能说拆得漂亮，合我胃口！看着看着就放声大笑！嗯～老子是给圣贤修生
养性用的，不是给吾辈屁民炖鸡汤喝滴～哲学么！本就是吃饱饭没事干后的更高层次追求么～
97、正經了就好不咯~
98、熊老头精力太充沛了。。孟子他说，周易江湖都不错。。春秋大义太水了，废话太多。。
99、从春秋到老子，从易经到禅意，从诗词到~~~好熊真要把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一网打尽呀。也
好，有得看了。好熊论老子，依然是解剖批判的风格。不过，感觉思想地图系列没有春秋大义深入，
少了令人迷迷瞪瞪、昏昏沉沉的考据般的长篇大论，因而也丧失了治疗失眠症的特殊疗效，所以，我
还是喜欢春秋大义的类型，即读了书，还能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用来催眠，一物两用，真是妙哉！
100、角度很新颖，对一般人来说很颠覆
101、在被熊逸的博学碾压，自愧不如的同时，我好想揉他那张贱萌的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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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萧萧 　　《中国思想地图：老子》，熊逸著，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５月出版。 中国文化源
远流长，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太多。而中国历史又特别悠久，所以关于经典的注解也就特别地多，多
到让人发怵。自然，这又是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的通病。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人们不管有没有
见过它长什么模样，却都可以或高或低或深或浅地讲上几句。《老子》一书就是如此，在人们印象中
，除了《周易》，它就是中国最“哲学”的书了，但《周易》不大为人想得起，《老子》的名声却要
大得多。对于这样一本“至尊之书”，人们只有比着去膜拜，生怕自己不够高深，不小心一句话就露
了馅，让人耻笑。正因为这个原因，对经典的阐释也就越来越玄妙，一方面让人望而生畏，一方面时
不时地闹出些“美丽的错误”来——流传上千年、历代人奉为座右铭的高妙道理，却被考古发现证实
不过是因抄写错谬而引发的天大误会。青年学者熊逸称之为“圆谎式的诠释法”，本来是个不值一提
的谎言，但越经诠释，越变得高妙，越到后来，人们就越只能匍匐其下。熊逸是青年一代读者中传说
已久的人物，有人总结，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熊逸：“其行踪扑朔迷离，其学问深不可测”。前一句
是因为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见过的也未必知道他的真名字，熊逸也只是他众多的化名之一；他也
不供职于任何科研单位，全然一待业青年，没车没房没钱。后一句则可以由更多的人来证实，他中学
没毕业过，却出过很多书（当然是用不同的化名），而出的书里，或者好卖得一塌糊涂，或者滞销得
也一塌糊涂，当然，滞销的往往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也是被评价最好的作品，这些书都以“熊逸”署
名；他还搞过英文翻译，且颇被认可，其翻译作品曾由某最最权威的学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思想地
图：老子》就是熊逸的一部新作，以“中国思想地图”为名，是准备作为一个系列，专门地来梳理中
国思想史，第一本就是《老子》。概括起来，这本《中国思想地图：老子》可以有一个有趣的副标题
：关于一个叫“老子”的老头和他的一本叫《老子》的畅销书。再或者就是：由一部叫《老子》的畅
销书引发的悬案。关于《老子》这部超级畅销书，即使学问高深的大牌学者，也往往只肯宣讲自己的
新得，而很少敢不惜羽毛，在那些有疑的地方勇敢地质疑一次、直面一次，往往是能装糊涂就装糊涂
。比较之下，熊逸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的质朴和勇气，则很是让人赞赏，这就仿佛童话中的小孩在喊
：皇帝什么衣服都没有穿！——《老子》其实也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高深、神奇，高得看不清其面貌
，深得捉摸不透其心思，神奇得好似预言书，洞彻天上人间的秘密，不是的！遵循一般的学术理路，
这本书也是先从老子其人开始讲起。一共用了三幅老子的画像，有丑的，秃头大耳、缩肩呆目、鼻毛
纠结；有美的，一骑青牛、白须飘飘若神仙；还有一幅不丑也不美的，一个老农民模样的老头，胡子
拉碴，蹲坐地上，也许就是田间干活的空隙，正在那儿低头思考着什么。这幅不丑也不美的老子画像
被用作封面，则似乎正是这本书的精神气质的表露，不卑不亢，不把《老子》当神书供着，而是老老
实实地来读它；不是闭着眼睛天花乱坠地“悟”，把任何一本经典都解释成心灵鸡汤，而是以一种求
真的理解之情去接近、去弄懂。这样的老子，就好比我们的邻家老头，一个很有学问、经常就社会人
心发表些看法、但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人。这样的老子不是神仙，才更让人亲近、喜欢。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中国思想地图：老子》是一本愤世嫉俗的书。
2、虽然对熊逸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对他的关注却不能麻木。 旁征博引的叙述，告诉了你很多原
来不知道的老子的读法。 读到文中的很多话，都有同感，不过好熊已经归纳出来了，这就是高人。
3、书评：�看这类哲学书如果完全要弄清作者想说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是给自己找麻烦。个人认
为更应该结合当下，梳理出相对通用的道理。 本书结构：�讨论了老子《道德经》的若干思想点这本书
讲了什么：�1老子生平，作者阐述了三个版本，后两个甚至有点科幻地记录了老子的生平。2关于老子
甚至更早的人，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庄子》中提到过若干地位超越老子的人。3各种版本的《老
子》存在一定的差异。楚简甲本让无中生有这个成语失去了意义。关于《老子》哪个版本更好，在古
时候就有争议，的确很难判断。4介绍黄老之学。称法家受老子影响颇大，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5秦
朝，成也法家，败也法家。汉朝，以黄老之学治天下。道家治国不以目标为导向，以方法为导。西德
在战后的经济复苏正是因为无为而治，市场自由化。6圣人治国，民绝智而利。道不可言。7普罗米修
斯赐予人类火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并不是好的，那样让人类因有而坏。阐述老子的返璞归真。空心秤
砣，无以为利。王安石认为应当研究的是有之后的无。8老子的言论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天地不
仁的仁，慈，人，仁义。圣人要做到不仁，并不容易。固定思维可能出问题，需要顺应变化9弱之胜
强是假象，付出的代价可能很惊人。大器晚成其实原文是大器曼（无）成，这样便与上文大音希声相
呼应了。作者认为老子理论存在矛盾，求道难，则学天地，天地刚健，但老子又说坚硬不好，要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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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二，不敢为天下先和治之于未乱。老子是写给圣人，治国者看的，老百姓学不来。10作者也喜
欢用后事，后人语来解释老子。老子与兵家的关系介绍。11尼采的人生精神变迁:骆驼到狮子到婴儿。
回归婴儿是一种修炼方式。苏轼的易学人生三阶段:逆流而上至源头，与源头合二为一，顺流而下。外
国哲学成为认知，合一，实践。老子的回归婴儿是为了便于治国，解决资源的稀缺性。读这本书的动
机：�对《道德经》感兴趣读这本书的目的：�作者：�熊逸 书中的感兴趣点：�道德经这本书的阅读方式：�
对我的影响：�评分：�75相关书籍：�
4、集结了古今中外对老子或褒或贬、或扬或抑的论断，开篇的两幅分别存于中外的老子图像也一美
一丑着，孰是孰非，估计也只有几千年前的老子和熟悉他的人弄得明白⋯⋯那些各家之言，只是个参
考，至于我们这些后来人，看看就好，喜欢了，觉得有道理了就吸收，没兴趣就熟视无睹好了
5、《老子》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甚至都敢去读的书，无他，就是因为太隐晦了——短短几十段文
字，不但内容神秘莫测，连逻辑、史实性也是模糊不清的。我认为熊逸对此书首先在版本、生平上做
了完备的考证，于基础上理清了读《老子》的方向；然后对《老子》读本的几处重点和难点并结合该
读本的主旨——也是在这几千年的时光流逝中很容易被误解的——做了阐释，让《老子》在作者的逻
辑理性和世事感性的双重梳理（尤其是前者）下呈现它本来的且能被读者理解的面目。一本经典的著
作如果要被普及，尤其是哲学思想方面的，需要有大量的研究工作；熊逸就是这样一个研究者，他不
仅做着学术上的研究，还身体力行地为众人做着思想上的熏陶。
6、关于老子，或许你知道的很多，那么你还有不知道的吗？熊逸告诉了你他所知道的。一点也没有
架子，不端着。我想知道我不知道的，所以我就能看这本书，爱看这本书。我原来的同事加入了基督
教，因为我们的确需要一些信仰。
7、总体上很不错, 很多观点新颖, 让人大开眼界.不过执意复原老子理论&quot;最原本&quot;的形态, 总
觉得意义不大. 我们现在说的&quot;老子&quot;并非历史中的那个老子, 而更多的是经过时间空间, 经过
一代代人有意无意增删修订, 误读曲解后的&quot;老子&quot;. 就像树木的年轮一般, 现今的不那么正宗
的&quot;老子&quot;, 反而比正宗的老子更能反应中国文化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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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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