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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找回人类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然而， 
人们像是失去了许多东西。贫困者也罢，富有者也罢， 
年老者也罢，年少者也罢，痛苦与失落伴随着人的一 
生。人类偏离了人的发展轨迹，正走入一条歧途。 
  这一切，促使我们去思索生命的本质与人类的归 
宿。 
  人类面临着困境，人类渴求着出路。当一片飞叶 
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 
犹豫不决；当一堆泥沙被涡流带来时，我们因分不清 
它含金蕴宝还是藏污纳垢而烦躁不安。当一个新观念 
来到社会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是指导了人类发展还是 
迷惑了人类本性而疑虑重重。 
  我们自小曾为五千年的文明而自豪，也曾为落后 
的现状而悲愤不已。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 
的身体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集沉着长期 
滞存的糟粕。存精华去糟粕创文明新路，是我们当代 
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 
  为了我们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腾飞，为了重新塑 
造炎黄子孙的形象，为了探求人类发展的本质和归宿， 
我们不该再犹豫再等待了。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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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们的判断力，撕破世俗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 
习，找到人类驶向文明的方舟。 
  历史给了我们知识与力量，历史也给了我们痛苦 
与迷惘。或者出于种种目的，或者出于能力的局限， 
许多人“庄严地”歪曲了历史，曲解了文明。作为后 
世人，我们遭受了愚弄，同时，我们又不知不觉地愚 
弄了别人。 
  这一切的代价太沉重了，这一切都该结束了。没 
有文化的巨人，就没有强大的民族；没有文明的巨轮， 
就没有昌盛的国家。中国目前正缺乏着巨人与巨轮， 
人类也缺乏着文化巨人的指引，于是世界便不可避免 
地充斥着痛苦。 
  中华民族的古时有一位巨人，他深刻地剖析了人 
的本质、社会的发展和宇宙的演变，指出了人类的发 
展方向和生命的本质，给人类的文明史补上了不可缺 
乏又极其重要的一页。不幸的是，很多代人不能很好 
地理解和运用这一切，造成了历史发展的极大曲折。 
  通过本书，将这位巨人的生平和思想介绍给大家， 
并针对当今的世弊予以解释，探求出一条合乎人类发 
展规律的光明大道。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人类的光明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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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揭开神秘的面纱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天地万物是由“道”产生的。“道”的深远奥妙， 
需要从“无”和“有”加以观察领悟。 
  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人，过多地耗于无休止的争 
论之中，而真正将老子的思想与当前社会相结合而运 
用的，却不见其多。 
  其主要原因，是不能很清楚地理解老子及老子思 
想的精髓，以至于只能在其边缘徘徊，无奈地争论。 
也有不少学者，对老子思想一厢情愿武断地下结论， 
惟总结出“消极无为”以哄骗世人，仿佛他已将老子 
思想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 
  揭开神秘的面纱，一睹老子的真面貌，才能明理 
以治世，明了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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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其思玄远，其人淡淡 
 
  文人相轻的愚昧在于其争于义气而疏于义理，乱 
大伦独善其身。老子的思想是博大深远的，但也是来 
自于现实社会并对现实社会有直接意义的。老子本人 
也是普通的一个人，并非是什么神灵。 
  长期以来，老子被人戴上了哲学家的礼帽，穿上 
了文人考究的长衫，吓得那些穿粗衣短袄的普通百姓 
以之为神，不敢接近；加之历代以咬文嚼字为生的学 
者文人们，把老子所说的那些一目了然的真理弄得玄 
而又玄，使一般人更对他敬而远之。保守、死板的社 
会体制下的文人，大脑也变得僵化死板，失去了人类 
本有的灵性，加之布满四周的残酷的镇压机器，就更 
少有灵性了。偶有充满灵性洞察人生世界的人，也被 
“正人君子”们污为离经叛道，世代遭受唾责，如同 
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地心说”的攻击谩骂一样。 
多少个充满灵性的布鲁诺，被判以极刑，身死于愚昧 
的世界。 
  我们要摘下那老子不应该戴的礼帽和不应该穿的 
长衫，让他摆脱只会说“之乎者也”的骚人墨客的纠 
缠，重新走到他本来很乐于接近并从中汲取生活智慧 
的平民百姓中间，恢复其普通人的原貌。将其博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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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思想恢复其平实的表达，人们一定会很乐意很容 
易从中得到生活的智慧和生命的启迪。 
  人类到目前为止最高境界的智慧无出老子之右的。 
真理是最本质的，因而也是最简单的。爱因斯坦的真 
理，无不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而其内涵，却又是 
非常博大的。文人骚客的繁冗，只能证明其不明至理。 
  随着中国的进步，思想的逐步开放，老子逐渐为 
人们所重视，但仍然有明显的盲目的胎痕。 
  然而在现代的西方，人们对老子产生了非常浓厚 
的兴趣。 
  前苏联著名汉学家李谢维奇曾经说，老子是国际 
性的。今天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 
国家都兴起了一股“老子热”。《老子》一书在这些国 
家一版再版，人们争相抢购。在德国，几乎大小商店 
都有老子著作的翻译本。据《中国青年》１９８６年 
第５期中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德国青年物理学博士甚 
至托一位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购买中文本《老子》以 
便对照原文，求得更深的了解，这位青年博士的一位 
朋友把《老子》的章节代替画片挂在墙上，以此表示 
对老子的尊重和信仰。 
  在英国伦敦的街头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青年胸 
前戴“水”字的胸章，见了中国人，总希望向他们索 
取一本《道德经》，有的还手捧《道德经》，请求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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