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 道德经经典
的句子(优质8篇)

征文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让他们在文字的世
界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用词精准、
语言流畅，避免冗长和啰嗦。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征文比
赛中备受好评的作品，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一

1、道是术，以势修道之道，以艺谋之术。没有坚持，道路就
没有意义，有了力量就没有道路，它的力量也就突然消失了。
感动世界，感动世界的心。不要相信你所说的，所做的，而
要相信正确的事。

2、好话不是好话。善良的人不争论，争论是不好的。知道的
人不知道。智者不积，自以为人多，拥有多；既然和别人在
一起，就有更多。天堂之路是利大于弊。圣人之道是不战而
屈人之兵。

3、世界上莫弱于水，而强者莫能胜。

4、拥抱生于废墟的树林；九层楼高的平台从地面上拔地而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5、人不在其薄而在其厚；事实上，在中国不是这样。

6、在善的地方，心善之深，善之仁，善之信，善之治，善之
事，善之行。丈夫只有不争气，所以非凡没有。

7、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与其不生，所以能长久。圣
人在圣人之后，生活中没有圣人。有了它的无私，也就有了
它的私密。



8、抱怨最多的人，抱怨不止一个；可以认为是好的吗？是圣
徒在实践左边的圣约，而不是相反。有快件，没有快件。天
上没有亲戚，常有好人。

9、古道以致远，今以皇家。要知道古代的.开端，就叫做道
的时期。

10、好男人，不是；好战士，不生气；胜不骄，胜不以敌；
善于利用人，适合不足。

11、上士听到了命令，但还是勤奋地走着；军士闻道，若存
若死；下士闻了闻，笑了。别笑。

12、世界以美、美、恶著称；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但
它不是好的。人生是否有一个阶段也有，难与易对彼此也有，
惩罚的长短也有，优越的阶段也有，和谐的声音也有，一直
跟着彼此，也不变。是圣人生活在一事无成的事上，不讲教
人，事事办而始，为福也必，成而福也。伏为伏居，epher去。

13、伟大的日子过去了，漫长的日子过去了，漫长的日子又
回来了。

14、⊙、天下莫弱于水，而攻之莫强能胜，与其不容易。弱
者胜强者，弱者胜强者，这个世界不懂，不在行。

15、歌是完整的，浪费是笔直的，沮丧是充实的，开放是新
鲜的，获得的少了，困惑的多了。

16、人们不惧怕死亡，为什么惧怕死亡呢？

17、天上的路是足以弥补的；人的道路是不够的。

18、道是一个东西，但无法表达。梦一般的，梦一般的，里
面有形象；梦一般的梦，梦一般的梦；它是黑暗的，它有本



质。他们很善良，对他们有信心。

19、认识人的聪明，认识自己的聪明。

20、看不见，所以清楚；既然如此，就拿出；不切，如此有
功；没有骄傲；这么长时间；丈夫只是不相争，所以世界也
不能与他相争。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二

1、大道至简衍化至繁。

2、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
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3、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4、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5、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道德经》

6、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为道。

7、不如守中。

8、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
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
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
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9、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10、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道德经》



11、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12、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13、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

14、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
有志。

15、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16、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
故？

17、知人者智，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18、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
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19、有生于无。

20、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
用之。

21、贵大患若身。

22、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23、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24、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
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25、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
之，孰敢？

26、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道德
经》

28、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

29、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
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
古之极。

30、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31、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3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33、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34、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
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
下以取，或下而龋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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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



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
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38、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玻夫
唯病病，是以不玻

39、必令其狂。

40、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三

2、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德经》

3、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道德经》

4、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
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5、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先。

6、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7、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8、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玻夫唯
病病，是以不玻

9、胜利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炫耀的人是喜好杀戮的人。喜
欢杀戮的人，便不能于天下得志。



10、正如世界所显示的，我在我的'昏迷中是孤独的。庸俗的
手表，我是孤独的。

12、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13、房子里堆满了黄金和翡翠。富贵使人骄傲，富贵使人心
软。成功然后退却，这是一天的路。

14、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15、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
子

16、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

17、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18、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19、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
子

20、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酷，失诚使人
疯狂，珍奇使人贵。

21、道能道，非道。名，姓。无名世界的开始；万物之母有
一个名字。

22、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老子《道德经》

23、它的安全性容易把握，也不容易规划。它易碎易碎，很
容易传播。不劳而获，不劳而获。



24、道势术，以势养道，以术谋势。有道无持，道乃虚空，
有恃无道，其恃也忽。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25、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
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
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26、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
未有，治之于未乱。

27、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28、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
用之。

29、清净为天下正。

30、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31、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道德经》

32、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

33、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34、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35、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36、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



失。

37、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
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
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38、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39、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
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40、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四

生命是场纷纷扬扬的花事，怒放总是最美，却是如此短暂，
就算再留恋枝头，亦会在岁月催促中凋零枯萎。落花不言婉
辞树，流水无情悄入池。这个世间，我们什么都想抓住，可
总也抓不住的，是时光。所有的拥有，终将失去，镜中的容
颜，催人衰老。不如放下那些追逐，淡看流年烟火，细品静
好人生。

无论是苦心找寻，还是途中偶遇，那些美好的人与事，都要
倍加珍惜，别奢望下一站还有原样的风景，错过的东西或许
就是无期。有缘无份是一种托辞，只因我们还不够努力；败
事在天亦是一种慰藉，就算完败也不言放弃。放下了别落泪，
转身了莫回首，把苦痛埋心底，让往事吹风里。

人生在于修行，修行则在于领悟。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
的不确定，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事实上，大千世界，不
会有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只要你仔细观察，总会有细微的
差别。参差不齐，才构成了这世界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五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
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
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
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
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
并分为81章。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
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
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下面我们来一起赏析《道德经》中的50句经典名言。

01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出处：《道德经》第八章

【原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
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翻译讲解】：最善良的品性如同水一样，水是天地间善的
极致，给万物提供滋养，而自己却安居其下而不与之争。

【感悟】水是生命的源泉。这里用水比喻上善者的人格。俄
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
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他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
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为方形；容
器是圆的，它成为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

02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翻译讲解】：不只看到自己，便能更明了世事；不自以为
是，反而能更彰显自己；不自我夸耀，反而能成就功业；不
自高自大，所以能长期有所长进；因为不争，所以天下都难
与之争。

【感悟】“不争”被道家视为一种天道自然准则，它实际上
是一种以不争为争的君子之术和处世之方。

03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
生。

——出处：《道德经》第七章

【翻译讲解】：天地长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久，是因其不是
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够长久生存。

【感悟】天地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以天地体现大道之品
格而昭示人类社会。

04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翻译讲解】：狂暴的飓风刮不一早晨，倾盆大雨下不一天。

【感悟】老子主张“希言自然”，即少施教令是合于自然的。
飘风、骤雨不能持久，故尔：暴政是不会持久的。



05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弛骋田猎
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出处：《道德经》第十二章

【翻译讲解】：五颜六色使人眼花缭乱，五音（铿锵）使人
听觉不敏，五味悦口使人口味败坏，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
珍贵的财物使人偷和抢。

【感悟】“五色”、“五音”“五味”本身是人类文化的组
成部分，老子并非主张禁欲，而是反对纵欲。

06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出处：《道德经》第九章

【翻译讲解】：把持拥有得多多的，不如适可而止。锤尖了
又从而磨得锋利无比，不可能保持长久。满堂都是金玉，却
无法永久的守藏。身处富贵而又骄纵无度，只能自取灾殃。

【感悟】老子以盈满、锐利为譬喻，说明金玉满堂、富贵而
骄者容易招来灾祸，主张“功遂，身退，天之道”。

07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译解】委曲反能求全，弯曲则能伸直，低洼反能充盈，破
旧反能成新，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

【感悟】 以上六句是古代成语，老子主张用辩证的思想，来
认识和把握社会生活的变化。

08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出处：《道德经》第十六章

【翻译讲解】：使心灵达到虚的极致，坚守住静的妙境，就
能从万物的变化中看到大道的存在。

【感悟】只有符合于自然，才能体现主宰万物的道，只有符
合于道，才能久远。

09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出处：《道德经》第十九章

【翻译讲解】：保持本质淳朴无华，减少私心贪欲（就能为
道无忧）。

【感悟】老子提出素朴、寡欲的主张。丝不染为素，木未雕
为朴，见素抱朴谓：不为外物所惑而失其本真。老子主张人
不能没有欲望，但不可有贪欲，更不能纵欲。

10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翻译讲解】：诚信不足，就会失去信任。

【感悟】 人无信不立，一个人不讲信用，就不能在社会上立
足。

11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出处：《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翻译讲解】：大道永远顺应自然而无为，但没有一件事不
是它所为。



【感悟】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无为并非什么都不
做，无不为是对无为的作用的最高评价。

12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无功，自矜者不长。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翻译讲解】：踮起脚跟不能久立，跨步过大无法远行。自
以为有见识的人反而不明白，自以为是的人是非不分，自我
炫耀的人不能见功，自高自大的人不会有长进。

【感悟】体现了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只有不违背自然，不
去强以为意，才能达到目的。

13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翻译讲解】：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纯任自
然。

【感悟】 此句为老子理论的纲领，阐述了老子“道”的理论
中与天、地、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道法自然”，指出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都必须效法“道”，而“道”只是效法自己而
已。

14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六章

【翻译讲解】：轻率就会失去根本，躁动就会失去主宰。

【感悟】《老子校诂》云：“重谓寡欲自重，轻谓纵欲自轻，
二者皆以治身言。静谓清静无为，躁谓急功好事，二者皆以



治国言。”

15 物壮则老。

——出处：《道德经》第三十章

【翻译讲解】：事物达到强盛之时，也就走向衰老。

【感悟】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

16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出处：《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翻译讲解】：要让其收缩，必先让其张大；要使其削弱，
就先加强他；要废除他，就先让他兴盛，要想夺取他，就先
给予他。

【感悟】老子通过四对矛盾运动的分析，阐述了他的辩证法
思想。他把这一原则归结为“柔弱胜刚强”，并认为作战和
治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17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

——出处：《道德经》第三十三章

【翻译讲解】：能了解别人的称为机智，能认识自己的才叫
聪明。能战胜别人只能说明有力气，战胜自己才叫刚强。知
道满足者（总感到）自己富有，身体力行者（才说明）他有
远大的志向。

【感悟】此为老子精神修养论。了解自己，反省自己，战胜
自己，实为做人之至要。“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实为



千古名言。

18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出处：《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翻译讲解】：最方正的东西却看不到它的棱角，越贵重的
器具做成的越慢，最大的声音听不到声音，最大的形象没有
形迹。

【感悟】此句老子意在解释为什么“道”的存在而常人难以
理解。因为大道具有无限性，而常人的感官难以体察，
是“无状之状，万物之象”。

19 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

——出处：《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翻译讲解】：天下最柔的东西，反而能驰骋穿越天下最坚
硬的东西之中。

【感悟】“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对自然的感悟，深刻提
示了“道”的本性。

20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
久。

——出处：《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翻译讲解】：过分爱惜名声必带来大的损伤，过多的积聚
财物，必定给自己带来不幸。知足的人就不会遭受耻辱，知
道适可而止，就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这样才可以长久平安。

【感悟】常人多轻身而徇名利，贪得而至危亡。“知
足”、“知止”应当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奉行的一个原则。



21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出处：《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翻译讲解】：以正道治国，以奇计用兵，与民休息安定民
心才能臣服天下。

【感悟】治国须正，用兵须奇，顺应自然，才能达到无为而
治。这是老子关于治国、用兵、平天下的基本策略。

22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出处：《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翻译讲解】：察见几微叫做明，守持柔弱叫做强。

【感悟】有为者当明察秋亳，而对外又能守持柔弱。

23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出处：《道德经》第四十五章

【翻译讲解】：最完善的，总让人感到有什么缺失的地方，
但它的作用永不衰竭。最充盈的好像空虚，它的作用没有穷
尽。最正直的好似弯曲，最灵巧的好似拙笨，最善辩的却好
像有理说不出。

【感悟】 老子认为，事物达到最高的境界，其表现形式将归
于自然。

24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出处：《道德经》第五十八



【翻译讲解】：祸啊，福就依傍着它，福啊，灾祸就隐含其
中。

【感悟】 这是老子具有辩证思想的名言。要正确对待祸福，
从不利中看到有利，有利中发现不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引用了这句话，说明了“好的
东西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25 治大国若烹小鲜。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章

【翻译讲解】：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的道理）。

【感悟】 这是老子关于治国的方略。毛传云：“烹鱼烦则碎，
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

26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翻译讲解】：处理困难的事，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做大
事要从细微处做起。

【感悟】只有由易入难，积少成多，才能成就大事。

27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翻译讲解】：天下的难事，必定发生于容易，天下的大事，
必定起于细微。

【感悟】对天下大事难事，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没有办不
成的。往往有为的人，从不大而化之一做事，却成就了大事。



小事不做，大事不成！

28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翻译讲解】：做事要做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处理祸乱一
定要在祸乱发生之前。

【感悟】老子提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观点。事物在量变之中，
但还未形成质变之前，有的尚处于萌芽状态，就要及早动手
解决。

29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翻译讲解】：合抱的大树，是从幼芽发起，九层的高台，
是用一筐筐土积累的；千里远行，也是从脚下一步步走出来
的。

【感悟】揭示了量变与质变的深刻道理，只有从实际出发，
一点点积累，才能成就大事。

30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翻译讲解】：对待结束时的工作，还像开始时一样认真，
则做任何事都没有不成功的。

【感悟】做事贵在坚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31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出处：《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翻译讲解】：诚实的语言不华美，华美的语言不诚实，善
良的人不会花言巧语，花言巧语的人不善良；大智的人不杂
博，杂博的人不智慧。

【感悟】老子提出了“真善美”之说，这是《老子》五千言
的精辟结语。

32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先。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翻译讲解】：我有三件宝物永不放弃：一是慈爱，二是俭
约，三是不逞强好胜。

【感悟】老子提出“三宝”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慈爱
是“三宝”的出发点和归宿；生活上节俭及为政简约，
是“三宝”的关键；“不敢为天下先”，才能处处争先，这
是老子“三宝”的核心。

33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
之下。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八章

【翻译讲解】：善于为将帅的人从不夸逞勇武；善于作战者
不轻易冲动发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与敌人正面交锋，善
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

【感悟】“处下”与“不争”是老子思想的重要方面。此处
结合用兵、用人，阐述了“不争之德”，强调“柔弱胜刚



强”的思想在军事上的运用。

34 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翻译讲解】：两军势均力敌，哀痛的一方胜利。

【感悟】哀兵必胜，军队在悲愤与压迫面前，战斗力最强。

35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出处：《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翻译讲解】：当人民不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时，那么
大乱的威胁将要到来。

【感悟】赢得民心，关注民生，是社会安定的根本。

36 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出处：《道德经》第七十二章

【翻译讲解】：圣人有自知之明而从不自我表现，有自爱之
心从不自显尊贵。

【感悟】自知自爱，是人的自身修养达到很高境界的体现。

37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出处：《道德经》第七十四章

【翻译讲解】：当人民连死都不怕时，还会怕你以死相威胁
吗？



【感悟】治理国家，当施仁政。以暴治民，民必反也。

38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出处：《道德经》第七十六章

【翻译讲解】：坚强者属于死亡的一类，柔弱者属于富有生
机的一类。

【感悟】弱可能转强，而强还会转向衰落。

39 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出处：《道德经》第七十八章

【翻译讲解】：柔弱胜刚强，没有不知道的，但很少有人能
做到。

【感悟】柔弱胜刚强。世人皆知而不能行。众人难以做到的
事，往往是品行高尚的人所追求的目标。

40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六章

【翻译讲解】：江海永远处于（百川）最低处，能纳百川，
故能为河谷之王。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只有善于为下，善待他人，才能得到
人们的拥戴和支持。

【感悟】老子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
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
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出处：《道德经》第二章

【翻译讲解】：天下皆知美之所以为美，一定是因为有的丑
恶；天下皆知善之所以为善，一定是有了恶。

【感悟】美与丑，善与恶相对立而存在。

42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出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翻译讲解】：深知本性雄强，却守持雌柔，（将成为）天
下所归的沟溪。深知本性洁白，却守持混沌昏黑的态势，
（将成为）天下的范式。深知身份荣耀，却安守卑辱的位置，
（将成为）天下归附的川谷。

【感悟】此句成为历史上众多名士的诉求。

43 塞其兑，闭其门，终生不勤。

——出处：《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翻译讲解】：塞信私欲的通道，关闭情感的门户，终身不
会窘困。

【感悟】老子此语，道出洁身自好，抑欲生安的道理。

44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出处：《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翻译讲解】：大自然的规律，利于万物而不加害万物，圣



人所遵从的原则，是给天下人带来好处但却不与之争利。

【感悟】老子对“道”作了总结性论述。“天之道，利而不
害”，是老子的自然观。“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是他的政
治观。

45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出处：《道德经》第二章

【翻译讲解】：孕育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为万物尽力而不自
恃己劳，大功告成而不居功自傲。

【感悟】器小易满，海纳百川。浅陋的人才居功自傲，做大
事的人总是谦虚的。

46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出处：《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翻译讲解】：轻易就许下诺言的人，必然容易失信于人，
把事情看得很容易的人必定遇到想不到的困难。

【感悟】一诺千金，言出则必行。遇事思虑周详，才能成竹
在胸，成就大事。

47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出处：《道德经》第五章

【翻译讲解】：天地无所偏私，任凭万物自生自灭；圣人无
所偏爱，任凭百姓自作自息。

【感悟】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的狗，人们尽管把他装饰
得很漂亮，但用后就扔掉，不是爱他，也不是恨他，人们对



待刍狗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圣人无偏爱，还百姓以自然。

48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出处：《道德经》第四十章

【译解】天下万物生于（看得见的）具体事物（有），而具
体事物（有）由看不见的“道”产生。

【感悟】这是老子关于宇宙观的诊断。

49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出处：《道德经》第四十章

【翻译讲解】：天网广大无边，网眼虽稀，却不会有一点失
漏。

【感悟】这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莫伸手，伸
手必被捉”是一样的道理。

50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出处：《道德经》第七十九章

【翻译讲解】：天道对人无所偏爱，但其结果却是常常帮助
善人。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六

1)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2)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矣。

3)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
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4) 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5)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6)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於江海。

7)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

8)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9)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10)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道德经经典的句子摘抄篇七

2. 致虚极，守静笃。

3.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6.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先。——老子《道德经》

7.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
《道德经》

9.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出处：《道德经》第
五十八



10.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出处：《道德经》第六十四
章

11.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13.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道德经》

14.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道德
经》

15. 塞其兑，闭其门，终生不勤。——出处：《道德经》第
五十二章

16.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17.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18.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老子 《道德经》

19. 《道德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23.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24.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老子《道德经》

25.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老子《道德经》

27.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出处：《道德经》第
四十章

28. 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老子《道德经》

29.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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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新解

李令朝

2019年元月13日最终修改

叶子吸足了水分，利用光合作用，把大自然的能量，转化成
树木的营养。滋润树木茁壮成

根，又肥污了来年的土地，为树木以后的成长献出终身！

父母亲的一生，不正像叶子一载。也像叶子一样，对儿女默
默无闻的奉献！她们用乳汁和

苦辛酸泪！耗尽青春，默默地衰老落黄了自身！最后好要把
自己奉献给大地，肥沃大地万物

母亲！！！也正像蜡烛为了光明，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后
生！！！

风助推叶子飘落，游历了宽阔、精彩的大千世界。助推叶子
完美了未尽的人生。这不正是

风，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高贵的人的品格吗？！

朋友！ 你的贵人助你完成了，你难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事业。
对你不正是具有高贵的风的品

格吗？！为他人排解了隐忧，自己获得了完美人生！！

一个人的一生，要对得起良心，做得到感恩，担得起责任。
必须感恩养育恩情。还要感恩



贵人资助情！否则是否还是人？！

叶子和父母亲的养育情，就是致情致景的大道，也是默默奉
献自己，舍己为人的大德。

风和贵人的资助情，更是舍己为人高贵的品质品德。

这正昭示人世间最高贵、最完美的道德。她的文化乳汁，养
育了中华乃至世界千万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