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老子道德经的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心得体
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
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老子道德经的心得体会篇一

《道》三十四章原文：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
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於
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
能成其大。

34章的内容实在是很熟悉不过了，因为7章“天长地久”（天
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8章“上善若
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都谈
及过34章的观点和内容。

但是，我们应该去相信惜字如金的老子是不会在《道德经》
经文中重复着讲废话的，34章与7章＆8章区别在于：7章＆8
章都是以自然现象论道，而34章则是直接论道。

如果我们还对32章的内容有印象，那么应该记得32章谈的
是“朴虽小”（朴素的朴），从道很微小的角度开始谈到到
其很大的本质：天下莫不称臣。

34章则是从道很宏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角度谈到如何
实现“大”。

我们还是先意译一下经文。经文意译：

大道广泛流行，左右上下无所不到。万物依赖它生长而不推
辞，成就了功业，却不占有名誉。



衣养万物而不自以为主，在万物面前保持一种无欲的常态，
这是谦恭的“小”；反过头来说，万物都因道而被滋润、被
孕育成长，这又是一种胸怀若谷的“大”。

正因为道的不自以为大显著特性，所以才能成就伟大、诠释
其伟大。

正因为遵道而行的明道圣人们不自以为大，所以才不知觉间
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34章的核心就在最后这句总结：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
大。

浅层理解：不装。

养成不装大、也不装高大上的习惯，或许反而可以培育出一
种相对高大的形象。

中层理解：不显。

大与不大，都是既定的事实，它都在那里，不因显或不显而
改变，把姿态放低，仿效水德，这便也是一种上善若水，最
终也就形成了水德，最终也就成就了上善，高大上的上善。

较高的境界：不足。

那是一种高于虚怀若谷的不足境界，对此《周易》有着最唯
美的诠释。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

附上的图片美吧！

中欧，阿尔卑斯山脉下的一个小国：瑞士。



这个国家有多小呢？

其国土面积大约是杭州（含下面七县市）的2.5倍，其人口比
杭州人口还少60万左右，820万人左右。

以2013年度为例，其国民生产总值是杭州的5倍，约合4.1万
亿rmb。

谈钱，不足以彰显瑞士“大”的一面，其“大”的一面则表
现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奢侈品——腕表，被全球人民所敬仰与
向往。

世人所羡慕的劳力士、欧米茄、浪琴、雷达、天梭、卡文克
莱……无一不是源自瑞士。

阿尔卑斯山脉前端的汝拉山谷已经被称其为“钟表谷（watch
valley）”，已经成为了全球钟表圣地，豪华品牌的表芯一半产
自这里。

表业的集约化已经形成，这是工业化的产物，难能可贵的是
这个钟表谷没有走上规模化的不归路，而是选择了艺术一般
的纯手工制作之路，从17世纪开始至今依然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历经沧桑巨变，有前有日本石英表的冲
击，后有工业规模化的打击，今有apple watch的分庭抗礼意
图瓜分市场，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小”至微不足道的纯
手工制作之路，依然选择了“小”，依然风雨无阻地成就了
其品牌的“高大上”。

经历数百年岁月的洗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爱彼、积家、
天珺……这些令全球街人、路人、世人仰为观止的豪华腕表，
却在谷中村庄一个个毫不起眼年迈或年少的表匠手中流转着，
然后成型，然后成表，然后奢侈，奢侈地然后流向了全球显
贵们的手腕。



当江诗丹顿在世人手腕上引以为荣，引以为豪，璀璨夺目之
前，他们都曾经只是在村民手中被装上一颗颗螺钉，一个个
齿轮，一个个零件，仅此而已。

当春天阿尔卑斯山的冰雪尚未完全融化之时，那一只江诗丹
顿的每一个零件尚还冰雪未融，处于手工打磨阶段，无论打
磨方是一双历经沧桑形成了老茧的粗大十指，还是一双焕发
着青春气息的活力双手，那都是江诗丹顿的春。

当工匠们的窗外，冰雪彻底消融，蝉鸣阵阵的盛夏来临之际，
那一只江诗丹顿依然微不足道地只是工匠们手中的一个个卑
微的零件而已。

当时间行走到至阿尔卑斯山脉上空苍穹湛蓝湛蓝的季节，那
些以后势必趾高气扬的江诗丹顿依然还是个雏形，依然还是
微不足道地流转于工匠们的指间，那些能打造出工业艺术品
的手指指间或许还夹着一支燃烧的雪茄，或者还端着一支盛
着一点点葡萄酒的高脚杯。

当壁炉燃起了温暖的火焰，当阿尔卑斯山已经冰天雪地的时
候，那一只只江诗丹顿的表芯方才成型，方才能精准地滴滴
答答告知世人24时的分分秒秒，于是被包装，被安装，成为
了成品，甚至堪称艺术品，只是对于工匠们而言，那只是一
个产品，只是一年的庄稼，与玉米、高粱、稻子、红薯一模
一样的庄稼而已。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就这样被腕表所诠释着，就
这样被工业所诠释着。

无意宣传奢侈品，毕竟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消费的东西。

如果，念书的时候我们只是佩戴着一只大众化的上海牌腕表，
那只毫不起眼的、“小”至卑微的大众腕表其时最大的作用
只是为了考试，或者只是为了准时约会，这也没有关系。



若干年以后，当我们从校园熬到了社会，从温饱熬到了小资，
从小资熬到了小康，从小康熬到了小富，如果那只表依然还
在手腕上，那么“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依然会被
彰显。

万一不小心，有那么一天祖坟冒出了缕缕青烟，不小心从小
富熬到了大贵或达贵，如果最初的那只腕表还在手腕，那么，
即便“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之道不在心中，不流
淌于血脉中，至少也能在手腕上，那也是一种有积累，有沉
淀，有为，有道的品行。

《易》云：“履霜，坚冰至”，能解此道，必能逢凶化吉。

此道即为：“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读老子道德经的心得体会篇二

开篇之前我认为应该先提一个成语——紫气东来。传说老子
当年西游函谷关，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便出关相迎，
果见一道骨仙风的老者驾青牛翩跹而来，尹喜见这老者长须
如雪，有圣人之象。于是留老子于关内，并请他作一篇文章
再行西游。老子不好推辞，便著《道德经》以警后人。

《道德经》只有五千余字，后人分其八十一章。虽然字数不
多，却是章章锦绣，字字珠玑。可谓旷世奇书。个中道理自然
“玄之又玄”，故而让很多人望“道”兴叹。这也不奇，毕
竟此书森罗万象，其中涵盖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辩证
方法，包括治国之道、处世哲学、人性修养、军事哲学、养
生之道的智慧。

中外许多人都曾给《道德经》写过书评，还有人曾为其写书。
例如鲁迅，他曾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
不知人生真谛。”再比如说日本的鲁川芳郎，他认为此书有
一种独特的魅力，它给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一种神奇



的力量。的确，《道德经》一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释然的对
待事物，怎样体悟万物的阴阳两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以一个乐观的人生观、世界
观看待天下万物。

我读此书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字——深！可以说，此书中的
每一个字都足以让我们用一生去诠释！《道德经》一书只有
五千余字，而“道”字却出现了八十多次，那么究竟什么是
道呢？老子在第一章曾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故道不可说，这便让我更难以理解此书了，然而，他
又在后几章多次为道注解，即使如此，“道”在我脑海里还
是很模糊的，毕竟老子是在多方面为道注解的。其中包括宇
宙的形成，为人处世，军事治国。老子的这些注解，反而让
我对“道”的理解更加不易了。也罢，古今中外，又有多少
人能悟道呢？已悟道意的大抵是高僧大儒。而这样就失了老
子著书之意。书中多次提到水，第八章开章就是“上善若
水”，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接触这个成语，而这个成语是什
么意思呢？就我个人而言，水是至阴至柔的，而道也就是这
样的，善利万物而不争，孕育了我们却不求回报，是故“居
善地，心善渊，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天尤”。我们学习的就应该是象水一样的品行
道德——无为而无所不为，不争而不所不得。处众人之所恶，
而得万物之尊崇。所以那先悟得无为大道的高僧大儒才会被
我们所尊崇！于是我便从水中悟得一些道性。

水是至柔之物。千军万马难敌一张巧嘴，刀剑锋芒难劈至柔
之水。我们知道水是柔的，柔到了极致！我们可以用刀枪炮
弹摧毁一些坚硬的事物，例如建筑物，铜墙铁壁。然而你能
用刀剑劈开水么？你能用炮弹把水炸一个窟窿么？我们不能！
这些强硬的物质只能在水中隐于无形，是故“天下之至柔驰
骋天下之至坚”，水与道是没有形体的，你难以捉摸而又触
手可及。身边都是道，因为道是“无”。我们知道宇宙是一
个无限的空间！这个无限的空间孕育了无数星球，而我们的
地球只是这其中一点不起眼的颗粒，只是因其中有生命而独



特。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儿自居，应为宇宙中可能会有无
数个更高的生命体！他们的科技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道
就是就象是玄牝，所谓的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而我们永远都
只是她的孩子。永远不能超越她！应该她本就没有形体，只
是一种“柔”的表现形式，我们应该学习道和水的柔，只有
这样我们的道路才会更平坦，我们的为人处世才会更圆滑。

有些人常认为只有“有”才是可以被我们所利用的。然而实
际并非如此，万事万物都不可以独立在“有”之上，只有通
过一定的形体才能显示出“有”的价值。而这种无形的形体
就是“无”，之所以会“有”是因为“无”。上面曾提到我
们宇宙中的星球都是从无中演化而来的。“无”其实就是指
空间。比方说我们所住的房子，他之所以有房子的用处是因
为其中是空的，能住人，所以有房子的作用。如果房子是一
个实体，他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再比方说一个糖果盒，因为
里面是空的，可以装糖果，也就实现了他“有”的价
值。“有”与“无”这两个概念不仅适用于物质与空间。还
适用于我们的心理，我们常对父母说，给我们一些空间。如
果其他人过多的涉及我们的空间，我们就会觉的心理非常的
窄，透不过气，非常的闷。宇宙之所以为宇宙，是因为其有
足够大的空间，能把万物都放在其中，而如果人有这么大的
空间，我们就会自由！（这里所提到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与无形的“道”成相同阶
级，或高之。所以我们内心总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空间是有限空间，而宇宙是一个
很大的概念，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与其持平，只能不停的
追求！追求“无”。追求一个现实与虚拟“有”与“无”并
作的境界。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相对自由，身理心理都会
得到放松。

无形的道，至柔的水，都是先驱与我们共同学习的对象，永
远都不会停止。

老子的辨证观可谓是玄妙无比，最有名的就是阴与阳了。阴



阳可以引申出很多相对的概念，比如正与负，对与错。为什
么太极图中的阴阳会是旋涡形的呢？为什么不是由一条线将
其分割呢？为什么黑颜色中会有一点白，白颜色中有一点黑
呢？我认为这样的设计就是“福祸相倚”和“物极必反”的
最好体现。白色中有一点黑，黑色中有一点白是因为世事都
有相对面。“塞翁失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当黑将要
超越白，白将要超越黑的时候，就会成其相反的颜色，循环
往复。而有其他物质肆意破坏就会浑浊。就象人类，万物循
环往复是其道之根本。而人类却施加干预——破坏树林、大
肆捕杀。这样只会打乱正常的秩序，最后人类也会在这团浑
浊的气流的中沉没。然后又恢复正常。古人说过不能涸泽而
渔，伐木而猎。翻译成现代也就是不能破坏生态平衡。我们
应该正确的、不干预的攫取利益。同时认清福祸的相互转换，
不能因为一时的成功而高兴的忘了本象，可能灾难正潜伏在
明天，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气馁，可能幸运就藏在你身
后。

读老子道德经的心得体会篇三

近期大概阅读了一遍《道德经》，也看了一下名家的心得体
会，结合所得，下面谈谈个人感受。

道，也就是天道，是自然的规律。

它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易”，也就是变易的意思，道德
经第一句就这样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道，
也就不是“常道”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易”的规律，所谓“易”的规律，就
是“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句话的大致意
思就是，万物都是逐步成长，但是“物壮则老”，便要渐渐
消减，于是又回到了它的初始状态。

读了《道德经》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于心灵深处某处



的弦被触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
长久，是因为它们不为自己而生息，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
才能长久。所以说圣人把自己臵于后，反而受到推崇，把自
己臵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身。这不正是由于圣人不自私吗？
所以才能构成就了他自己。但是仅看当今社会，能做到将自
己臵之度外的又有几人呢？寥寥可数，高速膨胀的经济时代，
让更多的人在利欲面前失去自我。不得不说，这是社会的可
悲，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老子注重人的无为思想，无为是一种心境、一种修养，是辩
证的。向社会推广无为，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但如果站在历
史发展的高度，片面的无为是无助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对
于当代的青年人理解古代的无为论应该以辩证的方法，一分
为二的看待，“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无
为思想用在为人处事的观点上来看，便是对人宽容。“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对人宽容。“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物欲则刚。” 老子《道德经》
的另一个广博在于任何人读之可以感悟出个体自己领域内的
内涵和外延，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出自己贴切的答案和个
体标准。

以上是从宏观上对《道德经》的感受。而在微观上，老子对
自然存在、科学、宇宙守恒、人文、国家管理、战争、人性、
生命、名利、权位甚至物理都有自己独到精确和细致的认识。

下面对《道德经》的某些段落、重要的文句与自己的观念给
出个人的感受：

（1）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

“道”可以泛指，自然的方面可以指自然规律，如：星系的
运动轨道，物质的自然混成及固有的运动轨道和方式；人文



方面可以指人道、道德、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可道”是指出宇宙自然规律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也就是
宇宙的自然规律的可以被人类认可和确定的现象。

“非常道”又指出人类一旦用言语文字来表达就存在着不确
定现象。用物理的观念来分析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存在
使一切都不确定。也可以认为是指出人类的有限性而难于道
出自然界的全部或准确的自然动态。

“名可名”就是人类对一切现象的命名，名可名是老子认可
了人类思想活动对自然的命名。另一方面，又用“非常名”
区分了“人类的名”和“自然的不可名”。

（2）“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一脍炙人口的名句。

无为，不是字面上的直解不做任何事情，而是不做不符合自
然规律的事情。当你不做违反自然和违反社会规则的事件时，
你所做的其它事件就是无所不为。当然，在这里对“什么是
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无为”事件的判断是必须具有各
种层次的经验和高度智慧。

举一些在自然低层次且简单的例子；例如：你不会游泳，就
不要只身跳入海里。不跳海就是一种“无为”。这种不跳入
水里就是一种经验的“无为”，而这种无为会给你的生命存
在带来关于该问题的保障，这种保障就是一种变相的“无所
不为”。上面举的例子是较为简单而浅显的例子，任何人都
可以根据经验给出相应的、各种参差不同层次的“无为”
和“无所不为”。

（3）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法自然。（25章）

这是一句用大小来定性宇宙存在的相互包容顺序，特别是老
子在那个时代能够发现出了我们所看到的天被“道”所包容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宇宙观，更有对宇宙的存在给出了终极
的自然存在观，而不是给出“神造”的自我臆测，这也是当
时时代难能可贵的自然客观存在观念。 在这一章里，还有一
句话是“人也大”，这一句主要是对人类精神伟大的特指，
换句话，可以认为，人类的精神思维世界可以包容天地而存
在。

（4）战胜以丧礼处之（31章）

老子在强兵反战与孙子的战略思想同出一辙，是以不战而胜
为上上，而战胜以丧礼处之。说明老子对生命的尊重和不得
以而为之的战争策略。

（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

在这一句话里，是很有趣和抽象的。本解突出用现代物理的
思路与之对应。为何老子认为三生万物，是说明老子认可这
个宇宙是只有三样最基本的东西吗？那么，寻找这三样事件
与现代物理学对应的是什么？就个人的分析就是“运
动”、“空间”、“自然力”这三样；可以认为万物都是这
三个事件组织而成的事件，没有更多于这三样的东西存在。
这是对三生万物的物理分析。

从此可以推出，二生三的物理意义。“二”就
是“动”、“力”这二个事件的存在产生物质的“三”。三
就是万物。再往上推，“一生二”中的“一”指的是整体的
宇宙，就是我们这一个宇宙，而宇宙是产生动、力这“二”
个现象的根源，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可以认为动力
互相转换是自然存在的因果关系。

最后，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源头，也可以认定在
自然角度上这个道是指特定的运动轨道。在人们对老子的分
析中，主要认为他的道，因此把他称为“道家”。其实，对
于德，是老子不能忽略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德产生道和道产



生德是互存的两个基本元素，这也是81章用《道德经》命名
的一个主要内涵。与之对应的是物理学上的《动力学》；可
以认为道是由德决定的。对应于运动轨道是由力产生的物理
现象。任何轨道如：导弹的运行轨道，物体的运动轨迹都脱
离不了力的作用。也就是道是被力所决定的因果关系。反过
来，力是由运动的道所产生的现象是人类难于直观觉察到的
事件。关于这一点，将来的物理学定会给与正确的认识。因
此，宏观地可以认为道德经可以对应于动力学，这是从物理
学方面给与抽象观测的认定。由于当时动力学没有得到普遍
的认识和推广，把“德”对应于“力”对于我们分析老子的
自然科学观或许会有点牵强附会。

然而，在社会科学方面，道德更多的是指人类社会的基本规
范。由于人类更注重于社会问题，因而在社会上指人类遵从
的社会公德是一种道。在人类道德方面，老子在社会公德提
出了比孔子“以直报德”更高层次的“德”是“以怨报德”，
关于这一方面的分析范文有很多的解释更好，我就不在这里
进行更多的瞎扯。

另外老子对于宇宙自然的相对性、物极必反、中庸之道、道
无常、柔弱刚济、处事处世、大小上下、重轻强弱等等相对、
绝对的分析都能给出最大参照系的分析和包容，甚至对不确
定性、悖论的数学物理关系都能给出抽象的合理分析，这种
分析虽然不能给出方程的确定性，然而却能指出方程的不确
定性问题。也就是他当时的思维可以直达物理学目前的最高
境界“不确定性原理”。 总而言之，《道德经》是在哪个时
期，甚至在当代仍然不失为一部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直至“天人合一”的简明而客观的经典著作。自然是
简单的，所以《道德经》本身也是简单的，仅仅是他所包含
的参照系是一个最大的参照系而已。这也是《道德经》的伟
大之所在！



读老子道德经的心得体会篇四

读点自己不懂得东西，了解一些高深的理论，以期提升自己
的素质。经朋友的推荐，找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道德
经解读》，试读之后，虽不甚理解，仅得皮毛，但坚持静静
看完，零散地记载了些东西。结合现实，生发些个人的东西，
为我所用。

老子，公元前571 年出生于楚国。本姓李，名耳，李聃是他
的称，而老子是人们对他的敬称。曾做过小官，职位不高。
这和传统的文人没有太多的不同，后来辞官归隐，生活平静，
精通修养之术。据说活了200 岁，是道教的开山鼻祖，都尊
他为太上老君 。他的哲学思想与其他的伟人有太多的不同，
我们总说自己缺乏信仰，那么什么支撑我们活下去。“道法
自然”、“无为而治”，想探寻一下“道”为何物。

老子的《道德经》中，说“道”是空虚无形，但不是空无所
有。如果从物质层面而言，创万物的(自然界)是“道”，由
自然之道引申到治国之道，再回归到个人的修身之道，可以说
“道”的作用是巨大的。支配一切事物，是一种宇宙万物存
在和发展所依赖的力量。

“道”，是对付应变之术，是法则和智慧，是自然规
律。“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言说的，它一落到语
言上，人就无法理解其超越形象的内涵。”就大的方面，老
子的治国之道是清静无为的统治方式，就个人而言，我们该
成为一个有“道”之士。

《道德经》告诉我们，“道”是人类自然和社会的法则。其
实读书学习要遵道，做人做事要遵道。安然，顺天道，合人
道。生生不息，永恒长存。领悟之后，寻求解脱。心浮气躁
的我们，孔子的“礼”“仁”，有时显得苍白。庄子亦如老
子一样，看开了，活得坦然。自然存活的愉悦，我亦满心期
待，于是记之。



读老子道德经的心得体会篇五

通读了老子81章的《道德经》，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老子
思想所处的智慧高度和对自然的领悟及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宏
观视角。对事物发展的辩证和转化能给出融入自然规律的基
本解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能够脱离“从众定势思维”的习
惯而独立地接近于自然。

老子《道德经》的另一个广博在于任何人读之可以感悟出个
体自己领域内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出自己
贴切的答案和个体标准。

以上是从宏观上对《道德经》的感受。而在微观上，老子对
自然存在、科学、宇宙守恒、人文、国家管理、战争、人性、
生命、名利、权位甚至物理都有自己独到精确和细致的认识。

下面对《道德经》的某些段落、重要的文句与自己的观念给
出个人的感受：

（1）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

“道”可以泛指，自然的方面可以指自然规律，如：星系的
运动轨道，物质的自然混成及固有的运动轨道和方式；人文
方面可以指人道、道德、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可道”是指出宇宙自然规律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也就是
宇宙的自然规律的可以被人类认可和确定的现象。

“非常道”又指出人类一旦用言语文字来表达就存在着不确
定现象。用物理的观念来分析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存在
使一切都不确定。也可以认为是指出人类的有限性而难于道
出自然界的全部或准确的自然动态。

“名可名”就是人类对一切现象的命名，名可名是老子认可



了人类思想活动对自然的命名。另一方面，又用“非常名”
区分了“人类的名”和“自然的不可名”。

所以这样的一对排比句道出了宇宙无常和人类有常的界限。
前面简单的6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就道出了人类不同参照
系下的各种理论体系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象。

（2）“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一脍炙人口的名句。

无为，不是字面上的直解不做任何事情，而是不做不符合自
然规律的事情。当你不做违反自然和违反社会规则的事件时，
你所做的其它事件就是无所不为。当然，在这里对“什么是
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无为”事件的判断是必须具有各
种层次的经验和高度智慧。

举一些在自然低层次且简单的例子；例如：你不会游泳，就
不要只身跳入海里。不跳海就是一种“无为”。这种不跳入
水里就是一种经验的“无为”，而这种无为会给你的生命存
在带来关于该问题的保障，这种保障就是一种变相的“无所
不为”。上面举的例子是较为简单而浅显的例子，任何人都
可以根据经验给出相应的、各种参差不同层次的“无为”
和“无所不为”。

（3）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法自然。（25章）

这是一句用大小来定性宇宙存在的相互包容顺序，特别是老
子在那个时代能够发现出了我们所看到的天被“道”所包容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宇宙观。更有对宇宙的存在给出了终极
的自然存在观，而不是给出“神造”的自我臆测，这也是当
时时代难能可贵的自然客观存在观念。

在这一章里，还有一句话是“人也大”，这一句主要是对人
类精神伟大的特指，换句话，可以认为，人类的精神思维世
界可以包容天地而存在。



（4）战胜以丧礼处之（31章）

老子在强兵反战与孙子的战略思想同出一辙，是以不战而胜
为上上，而战胜以丧礼处之。说明老子对生命的尊重和不得
以而为之的战争策略。

（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

在这一句话里，是很有趣和抽象的。本解突出用现代物理的
思路与之对应。为何老子认为三生万物，是说明老子认可这
个宇宙是只有三样最基本的东西吗？那么，寻找这三样事件
与现代物理学对应的是什么？就个人的分析就是“运
动”、“空间”、“自然力”这三样；可以认为万物都是这
三个事件组织而成的事件，没有更多于这三样的东西存在。
这是对三生万物的物理分析。

从此可以推出，二生三的物理意义。“二”就
是“动”、“力”这二个事件的存在产生物质的“三”。三
就是万物。再往上推，“一生二”中的“一”指的是整体的
宇宙，就是我们这一个宇宙，而宇宙是产生动、力这“二”
个现象的根源，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可以认为动力
互相转换是自然存在的因果关系。

最后，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源头，也可以认定在
自然角度上这个道是指特定的运动轨道。在人们对老子的分
析中，主要认为他的道，因此把他称为“道家”。其实，对
于德，是老子不能忽略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德产生道和道产
生德是互存的两个基本元素，这也是81章用《道德经》命名
的一个主要内涵。与之对应的是物理学上的《动力学》；可
以认为道是由德决定的。对应于运动轨道是由力产生的物理
现象。任何轨道如：导弹的运行轨道，物体的运动轨迹都脱
离不了力的作用。也就是道是被力所决定的因果关系。反过
来，力是由运动的道所产生的现象是人类难于直观觉察到的
事件。关于这一点，将来的物理学定会给与正确的认识。因



此，宏观地可以认为道德经可以对应于动力学，这是从物理
学方面给与抽象观测的认定。由于当时动力学没有得到普遍
的认识和推广，把“德”对应于“力”对于我们分析老子的
自然科学观或许会有点牵强附会。

然而，在社会科学方面，道德更多的是指人类社会的基本规
范。由于人类更注重于社会问题，因而在社会上指人类遵从
的社会公德是一种道。在人类道德方面，老子在社会公德提
出了比孔子“以直报德”更高层次的“德”是“以怨报德”，
关于这一方面的分析范文有很多的解释更好，我就不在这里
进行更多的瞎扯。

另外老子对于宇宙自然的相对性、物极必反、中庸之道、道
无常、柔弱刚济、处事处世、大小上下、重轻强弱等等相对、
绝对的分析都能给出最大参照系的分析和包容，甚至对不确
定性、悖论的数学物理关系都能给出抽象的合理分析，这种
分析虽然不能给出方程的确定性，然而却能指出方程的不确
定性问题。也就是他当时的思维可以直达物理学目前的最高
境界“不确定性原理”。

总而言之，《道德经》是在哪个时期，甚至在当代仍然不失
为一部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直至“天人合一”
的简明而客观的经典著作。

上面的分析仅仅是一家之言，着重用与当代物理学有一些必
然联系的视角来分析，使之有以更宽的视角和不同于专业道
家的分析来充实道德经的内涵。至于和各专家有南辕北辙的
分析结论也正是《道德经》的魅力之所在。自然是简单的，
所以《道德经》本身也是简单的，仅仅是他所包含的参照系
是一个最大的参照系而已。这也是《道德经》的伟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