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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的“德”不仅是理论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在具体实践中对“道”的贯彻，符合“道”的实践

便是“德”，所以“德经”中所体现的对社会、个人的

理想也就充满了“道”的特点。

一“道”的周期性对人类社会及个人的“德”
的影响

道家思想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认识到了事物

有周期性向自身对立面转化的规律，这是在农业生

产经验中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它无疑是受到太阳、月

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周期性的启发，对于农民来说，

注意这些自然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必须。比如我们中

国的传统历法农历，便是从对月亮的圆缺观察中总

结产生的。在这样的观察中，道家思想家注意到了

月亮周期性的变化，认识到月无常圆，花不常在，事

物都包含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规律，并总结为“反者

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家依据这样的“道”的规

律，提出了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人的行为规范。

从人类社会上来讲，《道德经》首先反对战争，在

《道德经》第三十章中说：“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强天

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

年。”为什么反对战争呢？我们可以由“反者道之动，弱

者道之用”进行推导。对一个国家来讲，强盛与衰弱是

一对对立面，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强盛而不是衰弱，但是

事实上是一个国家发展到极盛状态时，往往就会向对

立面发展。那么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长期处于比较强

盛的状态下呢？《道德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道德

经》第六十一章中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

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就是说作为大国，要甘

心自处江河的下流以容纳百川，这样天下就会归附于

它，还应该居于天下最柔雌的状态，雌性动物常常能够

依靠柔静制服雄性动物，因为沉静也是一种卑下的表

现。因为不欲“反者道之动”，因此必须“弱者道之用”，

将自身保持在“弱者”的状态。保持了这种弱者状态，

国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道德经》第八十章中

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

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

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

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说的：“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正是由“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所引申出的一种人生态度。福与祸同样是事物的一

对对立面，这对对立面同样在“道”的作用下可以互

相转换，因此人生处于得意状态时，心态反而要更加

谨慎，因为人上得越高，可能摔得越惨。当然这句话

更深层次的意思在于，人生无论处于何种困境，都不

要放弃希望，只要你仍然在坚持，仍然足够努力，你

就有希望能够走出困境，因为在“道”的作用下，只要

条件成熟，你所面临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这一点

为中国人所深信，既便是在遭遇巨大自然灾害的情

况下，广大中国人也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有这样

一种信念在支持他们面对一切的苦难。当然，事物

是具有两面性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一方面让人敢

于面对一切苦难，同时却也甘于承受苦难，无论怎么

样都可以，缺乏反抗精神也正是由此传统而来。

二“道”的归纳性对人类社会及个人的“德”
的影响

在《道德经》这部书中我们就看到道家把万物

的规定性纳入到天地的规定性之中，又把天地的规

定性纳入到“道”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把

握了“道”的规定性，就可以把握世间一切事物，而

不用针对不同事物的不同特点不断变化应对方式。

在《道德经》第三章中所说的：“为无为”正是这

样一种归纳倾向所推出的理论结果，道家认为，在

人类社会中要顺应“道”的规定性，就应当体现为

“为无为”，因为外界事物太纷繁，比如知识是无尽

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想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学

习无限的知识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在道家看来不

能汲汲执着地去学习知识，而应该静下心来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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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样做比单纯地去学习知识更有效率，这就

是“为无为”。所以人类社会在治理国家时应当怎

么做呢？道家根据这样归纳的倾向给出了的答案，

在《道德经》第二章中说道：“是心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在第三章中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

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

为，则无不治。”看上面这两段引文，里面出现的最

多的字眼是不，是无，不是要去做什么，而是不做什

么，这样不做，那样不做，其结果反而会更好。

这样的“为无为”的思想，最后被法家真正地进

行了实际地应用到了帝王的“术”上去。法家认为

作为一个帝王，他要管理天下的军队，天下的农业，

天下的财政，可是他自身不需要也不可能去懂得军

事、农业、财务，他只需要把这些事交给懂得这些事

的人，督促他们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就个人来看，“为无为”也是极有意义的，王蒙先生

说：“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不做那些愚蠢的、

无效的、无益的、无意义的，乃至无趣无聊，而且有害有

伤有损有愧的事。”“无为就是力戒虚妄，力戒焦虑，力

戒急躁，力戒脱离客观规律、客观实际，也力戒形式主

义。无为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时间节省下来，才可能做

一点事，也就是——有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为

方可与之语献身。”在纷繁的万物面前，我们常常少了

这样一种归纳的道家智慧，总是遇事而是，浪费了不少

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把精力和时间集中在几件值

得做的事情上去，可能我们个人的人生会更有意义。

三“道”的相对性对人类社会及个人的“德”
的影响

万物由“道”而生，不论寿命长短，力量大小，都

是相对而言的，他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

“道”赋予他们的天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快乐。

这里就产生了道家的著名理论，“齐万物”的思想。“齐

万物”出自《庄子》，但这一思想发端于《道德经》。在

《道德经》中第二章中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

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注意

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这些看似对立的状态其实却

可以统一于同一事物，什么都只是相对而言。在《道

德经》第六十二章中说：“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

之不善，何弃之有。”既然万物都有自我分裂，自我矛

盾，自我对立的性质，那么善与恶是同时存在人身上

的，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都有恶的一面，只是有时

表现为善的一面，有时表现为恶的一面，人人都是如

此，那么说一人恶就要抛弃他，无疑是没有道理的。

在人类社会中，“齐万物”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呢？其实《道德经》给了我们答案。大与小，高与

下，长与短都是相对而生的，并不存在谁比谁高明，

人总有能力的大小，特长的不一，这个世界上有许

多人为我们树立了难以企及的目标，我们或许不能

达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人

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个性，让自己与社会

都感受到你存在的价值，并从中得到满足与快乐。

因此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天

性与特长，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享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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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ecific Impact of Dao in Daode jing on Moral in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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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RAL”is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DAO”. Social or individual actions are all called“MORAL”if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DAO”.“DAO”of Taoism originated from the summery of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social life. Therefore，it has a guiding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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