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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 “道” (二) 
－－ 为何一本修道的书却以文化形式流传下来 

 

王一丰  
 

【正见网】三、老子之“道”  

《老子》上篇共三十七章是论“道”的，故称之为<<道经>>，下篇四十四章，论“德”，称之为<<德经>>，合二
为一，该书又称之为《道德经》，共九九八十一章，全书便围绕“道”与“德”展开了。而后世的人将这两个字
合一起“道德”，成为一个衡量人的品质或社会的专有名词。  

正如在前面已指出，老子以后的人，均站在常人这个层次从字面上推测解释《老子》，离道甚远，甚至有的完全
不能理解原意。  

《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历代大都把这句话大抵理解为，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就形成了，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的
观念就形成了，由此产生分争，结果反而不美、不善了。这完全是从字面上牵强附会发挥自己的东西，这句话非
常明确，原意就是天下都以为的美，这是丑，天下都以为的善，这个是不善。人们绝不愿意承认自己认为的美是
不美，自己认为的善是不善，故把这句大白话发挥出相反的内涵。为什么老子要这么说呢？在大觉者那一层次那
一境界看常人社会的理，其实都是反的，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在上面都是反的。这是从常人走向修炼，从一
修道开始就应懂得的常识，故这句话出现在了《老子》的第二章开头。因为修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彻底脱离常人的
层次，升华到高境界中去，故常人社会的一切标准、认识都是要摒弃的，不能执著的，故老子一下指出了高层次
的理与常人之理不同，道家修道重点在修真上下功夫，故一开始便把这个本质上的东西讲了出来。  

《老子》第九章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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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进一步阐述人们所追求的名与利，大家都认为是好，但不长久且会自取其祸，唯有修道方符合天理。“功成
身退”历朝历代均解释为“激流勇退”之意，这完全又曲解了原意了。怎么是激流勇退呢？是不是在人生中先要
搏一番名利后才能称得上急激流勇退呢？这完全不是老子提倡的，老子是叫修道的人根本就不要去追求世间的名
与利或所谓成功。所以“功成身退”就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了。这个“功”是修炼的专有名词，它指的是修炼人
的层次、果位，同时也是一种在另外空间的实实在在的物质，修炼人修出的东西就是这个，追求的也是这个。无
论是修佛修道者随着修炼的深入，心性的提高，在一个空间中就会从头顶长出功来，这功源于同化宇宙根本特性
“真、善、忍”，同时在师父的帮助下把修炼人的“德”这种物质（德后面将进一步阐述）演化而成。功是一种
高能量物质，存在于另外空间，当一个人达到了其应该达到的修炼标准，即功长成了，就称为“功成圆满”，这
是佛家的说法，道家老子讲了“功成身退”，因为道家修炼是性命双修（即不仅长层次高低的功，修炼心性，同
时又修命），讲究本体的转化，把常人的肉身彻底转化成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即算修成了，“身退”即这个常
人肉身退去取而代之修成的道体，即是“功成（功长成了）身退(肉身转化)”便达到了“道”的境界了，所以是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老子在论“道”中提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绝，历代也是争议颇多，不仅如此老子还进一步
讲到“绝学无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里老子告诉修道者，人
间所认为的“圣、智、仁、义、巧、利、学”都是私与欲或观念，是要放弃的，因为第二章已讲过了，人的认识
与上面的理是反的，只有摒弃一切人之理方可返本归真。老子接着说：“⋯⋯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另有所属，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修道不仅要摒弃人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应质朴纯真，无私无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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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七篇论道中，老子谈及的完全是与常人社会相反的理，谈及了高层次理的真实情况，要修道就应该明白这
个道理，后世人不理解了就说，这是老子以反理以启发人的思维，甚至还说他的理是“消极、避世”，甚至曲解
“功成身退”为一种处世圆滑的老滑头。这实在令人悲哀。修炼人要修上去就得提高心性升华上去，如果世人所
求所想对修道人也是对的那又如何提高呢？所以老子讲了无私、无欲、无为。这个无为，就是无人世间的执著，
人所追求的我不追求，人所向往，我恰恰要放弃，老子形容这种状态是：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现在明白老子为什么说自己愚人之心﹐昏昏闷闷，独顽且鄙，独异于人，却贵在守道了。  

三、“道”不是宇宙终极之理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
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历代的解释都回避“道”不是终极之理，把“道法自然”特别解释为：非道之
外别有自然，为道所效法；所谓自然，便正指的是这种自然而然等等。这完全又是层次所限，睁着眼都要曲意解
释了。老子明确指出他亦不知“道”为谁之子，在天帝之前就已存在。这清楚地表明了老子的态度，明确告诉世
人，他所谈的“道”是他所能及的最高境界，但不是宇宙中的最高境界，不是最终的本源。而高于道的东西是什
么他亦不知道了。这也是千古之谜，什么是“道”的更高层次？“道”可以创造万物，那么什么创造了“道”
呢？只有“法轮大法”把这一切告诉了人：宇宙的最根本特性“真、善、忍”他是道的本源，物质、人体、生
命、宇宙等一切，不仅有物质的存在形式，同时都包含了“真、善、忍”特性，铺开讲，非常复杂，道家、佛家
都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表达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这都是一定层次上对宇宙大法“真、善、忍”的具体体现之论
述，到了极高层次，用“真、善、忍”三个字就概括了，“道”就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一定层次的表现
形式之一种，说白了，老子的理就是我们这个银河系范围内的理，超出这个范围老子的理就不一定正确了。  

老子还讲：“反者道之动”（“反动”一词也源于此），道应是恒定的、不动的，但事物如果走向其反面，
“道”就要动了，为什么？因为“真、善、忍”不仅创造了一切，也制约着一切，这是宇宙中存在的规律，当事
物走向其反面时会加速其毁灭，道要动嘛，故老子又讲“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不是说上天要惩罚人，而是
万事万物都循着天理运行，是因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就是那么存在的，违背了他，当然是自取其祸，自取其亡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