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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道 家 内 省 功 夫 的 最 高 境 界∗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生命哲学”精神发秘

詹 石 窗　 　 　 詹 至 莹

摘　 要：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能够行善，也存在作恶的可能。 因为欲望是会膨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刺激生理需

求的东西不断衍生，如果没有自制力，人的纯朴天性就丧失了。 所以老子语重心长地警戒世人要自知、自明、自胜，
领悟天地恒久之道，超越凡我，实现返璞归真的大生命境界。 这就是道家生命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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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学派的理论奠基人老子，为世人留下的

《道德经》，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为《道德经》作注者

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人们雅好《道德经》，是因

为这部经典著作所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
所以能够像永不干涸的泉眼一样，为人类生活提供

源源不断的思想滋养；也因为这部经典著作以“古
始”之经验启迪不同时代的人们进行思考，所以能

够扣人心弦。 然而，这部千古奇书又处处蕴藏着文

化密码，倘若找不到解码的钥匙，就可能陷入云雾之

中，因看不清方向而感到迷茫。
钥匙在哪里？ 不在名山古洞之中，也不在名人

的密室里，而是潜藏于该部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
经过多年的研习，笔者深切地感到：揭开《道德经》
文化密码的“钥匙”也许不止一把，但就道家“生命

哲学”的探索而言，该书第三十三章的“自知、自明、
自胜”之说就是解码的关键。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道家”有狭义与广义之

分。 狭义的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以

“道”为理论基石的学术流派；广义的“道家”则包括

了汉代以来的制度道教。 以往的学术界比较习惯在

先秦黄老道家与汉代以来的制度道教之间划一条鸿

沟，但从思想传承上看彼此之间却是无法隔断的。
查明代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可以看到收

入了道教学者撰著的《老子》《列子》《庄子》等先秦

道家经典注本数十种，光是《道德经》注本就有 ５０
多种，足见汉代以来的制度道教是很重视汲取先秦

道家文化滋养来建构思想体系的。 事实上，制度道

教的人士也经常自称“道家”，这一点，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已故学者王明先生在《道家与道教

思想研究》一书序言中早已指出。①鉴于此，本文拟

从广义上把握“道家”，以《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为切

入点进行诠释，来发掘老子的生命哲学智慧。

一、从两种章名看经旨

这一章，大多古本要么以首句头两个字为章名，
要么只以数字标列顺序，但有一些版本却另取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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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河上公章句本谓之“辩德”，白玉蟾《蟾仙解老》
所取章名与河上公章句本略同，但改“辩德”之“辩”
为“辨别”之“辨”。 清代道士宋常星则以“尽己”为
名。 直接选取经文首句为章名，大抵只是为了标识

位次，如《论语·学而》一样的处理方式，但另取章

名者则体现了注释者思考与对核心精神领会的

不同。
为什么称作“辩德”？ 河上公章句本并没有题

解，倒是宋代的道教学者董思靖有个提示，他说：
　 　 右三十三章，河上名“辩德”。 此章首言自

知，则智及之矣。 然后立志，果而安命，分乃至

力行，以极其所当止，是以没身不殆也。 此女偊

之所以必朗彻见独，然后能无古今，而入于不死

不生是也。②

董思靖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辩德”是什么意思，
但他的概要性说明却暗示了什么是“德”、如何“辩
德”的程序。

“德”这个字的甲骨文写法“ ”，像人在十字路

口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观看某物。 日本著名的汉

字学家白川静认为：
　 　 “德”在形义上与“省”相关联，都意味着凭

借眼睛的巫术灵力来进行压服的行为。 两字都

是在眼睛上施以巫术装饰的字形，与行媚蛊之

术的媚女相同。 “省”在金文中用以“省道”之

意，“省道” 是指以眼睛的咒力祓除道路的行

为。 “省”为动词，“德”为名词，是类似实体与

作用的关系。 西周的金文中有正德、明德、懿德

等词语，列国器物上也可见到政德之语。 内在

的东西外延化亦可成为政德，及至庄子则说如

“乘道德而浮游” （《山木》）那样，是通向真实

存在的媒介者。③

按照白川静的说法，“德”字起源于先民在道路

中施行巫术的行为。 古人以为，道路四周存在着干

扰人们正常行走的邪灵妖气，所以要以巫咒之术予

以驱赶。 其施行巫咒者为女性，因此“德”便象征女

巫的灵力。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德”即代表女巫眼

睛所发出的特殊能量。 后来，“德”字引申出许多新

的意义，包括精神升华等。 许慎《说文解字》称“德”
者“升也”，意味着生命的精神境界因为善行而提

升。 老子《道德经》将“德”与“道”相关联，该书第

五十一章谓“道生之，德畜之”。 意思是讲，道化生

万物，德养育万物。 既然能养，则必有能量。 所以，

老子这句话暗示“德”乃是“道”的能量发挥的行为、
结果。 如果说“道”代表自然规律，那么“德”就代表

顺应自然规律的善行与善功。 “道”以善行而成就

善功，这就叫作“德”。 引伸到个体生命的精神修

养，谓之“修德”。 《亢仓子》说：“天子宜正刑修德，
百官宜去私戒盈。”④意思是讲，天子应该端正刑罚，
修养德性，而文武百官必须去除私欲和骄傲自满的

心态。 从操作层面看，“修德”既是内在的精神反省

过程，也是外在的道德践行过程。 无论是内在反省

还是外在践行，都可以看作是“治理”过程。 在古汉

语中，“治”与“辩”相通。 许慎《说文解字》谓：“辩，
治也。 从言在辡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辩”字，一
“言”居中，左右两侧为“辛”。 这个“辛”字在甲骨

文里像刀刃的样子，所以“辩”就有以犀利言辞来分

辨善恶、是非的理趣。
经过以上稽考，我们回过头看河上公所拟定的

章名，大体可以明白，所谓“辩德”，就是通过内省功

夫和外在调理，来升华生命境界。
相对于河上公“辩德”注重内省外修，宋常星用

“尽己”二字为章名，则更加强调自我的内在修行。
他在概括本章思想旨趣时说：

　 　 太上以尽己之功，教于天下也。 自古圣贤，
明之于内，不明于外。 虽不明于外，其外无不明

矣。 盖以万物皆备于我，所以先尽己，而后尽

人。 尽诸人，又尽诸物，三者既尽，圣人之性尽

矣，万物之道备矣。⑤

宋常星关于本章经旨的概括，引入了孟子“万
物皆备于我”的论说，强化了老子以“知”为门的道

德精神修养论。 如果说，河上公所言“辩德”是从修

行总体目标来确立章名，那么宋常星的“尽己”则是

从修行门径入手来揭示经旨。 了解此二人提出的章

名，有助于我们对《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生命哲学内

涵的把握。

二、从“知人”到“自胜”

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和历史场景中生活的。
社会生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正如网络一样，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像“纽结”。 每个纽结既蕴藏着

某个社会个体的信息，同时也与其他社会个体信息

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从某个角度看，人作为

社会网络的纽结，有时看起来又像镜子，彼此可以相

互映衬。 所以，要知己就必须知人；反过来说，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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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应当知己。 进一步讲，知人是为了更好地知己，
只有知己才能真正知人。 知己与知人，这是社会认

知论的一点两面。 所以，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

一开始就把知人与知己联通起来，他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

者强。
这两句话的字面直观意义是，能知人的善恶与

贤愚，能分辨人的是非与正误，这就是“智”的表现。
能随时反省自己的过错，知道自己的欠缺之处，这就

是心性聪明的表现。 能够战胜别人，挫败他者，这是

表示自己有力量，有能力。 只有战胜自己的欲望且

有信心克服自己弱点的人，才是最坚强的人。
然而，什么算是“知”呢？ 如何才能“知”？
许慎《说文解字》称：“知，词也。 从口，从矢。”

意思是讲，知乃是措辞，表示了解某一对象的情状。
字形采用“口、矢”会义。 由此可见，“知”的起源与

射箭有关。 在甲骨文里，“知”的字形“ ”，由“干”
及“口”与箭头构成。 这里的“干”不是天干地支的

“干”，而是一种武器的象形。 《淮南鸿烈·齐俗训》
记载：“舜之时，有苗不服。 于是舜脩政偃兵，执干

戚而舞之。”⑥按照前人的解释，这里的“干”就是盾

牌，“戚”就是斧头。 与“干”相对的另一侧的“ ”，
上面尖尖部分像箭头，尾部像羽毛。 居于字形中间

部分的“口”，大多数学者以为是人讲话的嘴巴，但
日本学者白川静却从祭祀典礼角度予以解释，认为

带有“口”的不少古文字并非纯粹表示人之口，而是

先民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器皿，通过这个器皿可以接

受神明发送给人的指令或信息。 这个说法从今天的

立场看也许不好理解，甚至还会觉得有点荒唐，但是

在科技不发达的远古时代却是有可能的。 《左传》
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⑦。 可见远古时代，祭
祀与战争在国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了解祭祀

礼仪，熟悉兵器，乃是远古先民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知”这个字的构型，正是远古社会生活的一种映

照。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生活领域的扩展，“知”被用

于更为广泛的范围。 所以，我们看到老子讲的“知”
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祭祀典礼和战争问题，上升到了

认识论的境界。
关于老子所讲的“知”与“明”，唐玄宗是这样解

释的：
　 　 知，识察也。 夫心与境合，是以生知。 生知

之心识察前事，是名知法。 言人役心生智，知前

人之美恶者，则俗谓之智尔。 若反照内察，无听

以心，了心观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谓明

了。 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⑧

唐玄宗这段解说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境”的

概念。 在古汉语中，“境”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使
用范围极广的字。 “境”的本字是“竟”。 许慎《说文

解字》称：“乐曲尽为竟。”可见，“境”本来指的是乐

曲的终止。 因为它具有“到此为止”的意思，所以又

被用于指称“地域边界”等，引申开来则可以表示生

活环境。 人的生活，离不开环境。 因此，所谓“知

人”，包括了自我对他人及其生活环境的理解、判
断。 再进一步延伸，“知”所要解决的是自我与客体

对象的关系。 所谓客体对象，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人，
也包括人为了生存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以及自然

界，这就是“境”。
如何理解和处理“知”与“境”的关系呢？ 唐末

五代著名道家学者杜光庭说：
　 　 心之惠照，无不周偏。 因境则知生，无境则

知灭。 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 境正则

心与知皆正，境邪则心与知皆邪。 苦乐死生，吉
凶善恶，皆由于此也。 故心者入虚室，则欲心

生；入清庙，则敬心生。 万境所牵，心随境散；善
之与恶，得不戒而慎之乎？ 夫知人者为智，《尚

书》所谓知人则哲也。⑨

杜光庭这段解释，用了“虚室”与“清庙”两个概

念，值得特别注意。 “虚室” 这个词最早见于 《庄

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⑩

按照唐代成玄英的解释，“瞻” 是观照的意思，而
“彼” 表示“前境”，即以前的境况；“阕” 表示 “空

无”，观察万有，却不起心动念，一片空寂，心室虚

静，所以能够察照真道的源头，心止于静，则吉祥来

随。 不过，杜光庭并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虚
室”这个概念的。 他讲的“虚室”，指的是空荡荡的

独处场所。 在这种状态下，人心无所驻，奔驰不定，
此所谓“心猿意马”，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牵引。 因

此，需要进入“清庙”，接受大道的洗礼。 这个洗礼

的过程，也就是《庄子·人间世》描述的孔子传授颜

回的“心斋”之法：
　 　 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

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按《人间世》的描述，“心斋”就是一个排遣干扰

信息而“坐忘”的过程。 能够如此，久久成功，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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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子讲的“明”。 然而，“明”这种生命精神升华的

实现，并非只是一步功夫，它还需要通过“自胜”的

修养来推进。 所以，老子在讲了“自知者明”之后，
接着说了“胜人”与“自胜”的问题。

所谓“胜人”，直白地讲，就是体力、能力的较

量。 唐代王真在解释什么叫作“胜人”的时候说：
　 　 夫嬴不及霸，始僣称皇；项未及强，而先称

霸。 然秦兼天下，楚伏诸侯。 并吞则六国逡廵，
叱咤则三军辟易。 夫如是，适可谓有力而胜人

者也。

王真以秦始皇、项羽的故事，来说明老子讲的

“胜人者有力”，的确是好例证。 不过，整天秀肌肉，
争强好胜，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王真提醒说：

　 　 夫有力而胜人者，未甞不终为人所胜。

有力量胜过别人，最终还是要被更为强大的人

所战胜。 他举秦始皇和项羽的例子，秦王朝的快速

灭亡，项羽的最终失败，都是历史的教训。 可见争强

好斗，是没有好结果的。
秦王与项羽的事例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老子关于

胜人与自胜的论述。 如何算是“自胜”呢？ 王真以

周文王、周武王内敛修德为例，予以说明。 他说：
　 　 若乃周家忠厚之德，岂不谓自胜者欤！ 且

避狄爱人，从之者如市；观兵誓众，闇会者如期。
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 至其末裔凌迟，诸侯

力政，犹不敢为主。 海内空位，四五十年，斯岂

不谓自胜者欤！

这个例子讲周朝以忠诚仁厚为德，这难道不是

自胜的绝好例子吗？ 这样的君主，难道不算是“自
胜者”的典范吗？ 王真的反问恰恰证明，内敛、谦让

乃是“自胜”的要义。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领导者能

否“自胜”至关重要。 关于这一点，王真有进一步的

阐述：
　 　 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

者也；能强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
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
必柔弱者也。 故强大者，有道则不战；而克小弱

者，有道则不争。

照王真的解释，能够成为霸王的人，一定是能够

在实力较量上取胜的人，而能够在竞争中获得胜利

的必定是强者；能成为强者，必定是能够用人之力的

人；能够用人之力，必定是能够得人心的大智慧者；
能够得人心，首先是能够“自得”。 “得”与“德”通，

因为有德，才能自得。 能够自得，是因为他绝不高高

在上，而是谦下为怀，看起来很柔弱。 所以，足够强

大了，行动契合于“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弱小

的对手，也是以大道为准则，绝不争什么高低。 之所

以如此，就在于能够“自胜”，所以老子说“自胜者

强”。 因为“自胜”，所以获得了众人的信任和拥戴，
这是用兵立国之本。

根据道家“身国共治”的思路，“国”与“身”比

观，则治国之法，亦是治身之法。 如果说老子在本章

开头讲的“自知者明”具有“命功”的法门旨趣，那么

“自胜” 则提示了 “性功” 的操持路向。 所谓 “性

功”，简单讲就是涵养自我、回归真性的功夫。 真性

就是事物的自然本性。 《庄子·马蹄》说：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

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庄子》以“马”为例，旨在说明动物的天性是自

然而然的。 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也有天性，这种天性

是纯朴的。 渴了知道要喝水，饿了知道要吃饭，冷了

知道要穿衣，这就是人的本初天性。 延伸到社会生

活领域，本初天性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即“善”与

“恶”。 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理需求，这就

是“善”；如果因为欲望的涌动而出现过分追求，多
占多得，这就是“恶”。 作为社会的人，能够行善，也
存在作恶的可能。 因为欲望是会膨胀的，随着社会

的发展，刺激生理需求的东西不断衍生，如果没有自

制力，人的纯朴天性就丧失了。 老子告诫人们要

“自胜”，正是回归生命本初自然天性的需要。

三、“知足”与《易经》的“恒卦”精神

人间社会造就了一个比拼的赛场。 既然有比

拼，就有竞争。 生物学“适者生存”的规律延伸到社

会领域，便形成了争强好胜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
一个人要放弃利益而不争是很难的。 但如果放任下

去，走到极端，必然爆发抢夺乃至战争，长此以往，结
局凄惨。 老子从个体生命的真性回归角度出发，放
眼人类整体生存的大格局，谆谆教诲。 他说：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死
而不亡者寿。
本章下半段，老子依然从“知”入手展开论述。

所谓“知”，有“俗知”与“真知”之分。 “俗知”就是

一般的社会知识论范围的“知”，而“真知”则是修行

者到了高境界阶段的“知”。 怎样才能获得“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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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按道家的看法，首先要修炼成为真人。 《庄

子·大宗师》说：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何谓真人？ 古之真

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 若然者，过而弗

悔，当而不自得也。 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

濡，入火不热。 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

根据《大宗师》篇的描述，我们可以明白道家所

谓“真人”有三大品性：第一，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表
现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平等待人、谦卑为怀，做事

专心致志，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客观情态出发；
第二，有一以贯之的态度和精神，内心稳定而不浮

躁；第三，具有特异的体能和心能。 这三条，归结起

来一句话：真人就是内外合道的人。 因为“合道”，
能够与天地相感通，其“知”就排除了主观欲望的干

扰，属于“与道合真”的“知”，所以叫作“真知”。 我

们的日常生活，常常用到“知道”这个词，这仅仅只

是从明白某个事项的一般意义上来使用的，若追根

究底，则可以发现：“知道”本来就是道家学派生命

修行认识论的一个专有术语，后来才被广泛应用。
按照道家的生命修行认识论，唯有“修真”才能“知
道”，唯有“知道”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按照这样的

思路，则老子讲的“知足者富”就不是以物质财产的

多寡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到底是“穷”还是“富”
了。 对此，宋常星解释说：

　 　 随境自适，心不妄贪，谓之知足。 人能以澹

泊自守，以寡欲自安，身虽贫而志不贫，境虽困

而道不困，休休焉，坦坦焉，既无不足，则长富

矣。 故曰知足者富。

意思是讲：能够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刻

意去追求客观环境来适应自己，而是让自己去适应

环境，不论处于什么状态，内心都感到安适，没有贪

欲妄念，这就叫作“知足”。 人如果能够淡泊名利、
清心寡欲，尽管钱财很少，但有修道的大志向，哪怕

是在困境里依然修行不辍，胸怀坦坦荡荡，就会心满

意足。 从这个境界来说，志存高远，精神充裕，这就

是长久之富。 所以，老子讲“知足者富”。
如何实现精神上的真正富有呢？ 老子进一步说

“强行者有志”。 老子讲的“强行”是与《周易·乾

卦》之《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旨

趣不谋而合的。 在《周易》中，乾为天，象征天道运

行不息，人要实现生命的自我完善就应该效法天道。
能够自知、自明、自胜、自足，就不会分心，而可以矢

志不移。 孔子曾经讲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

夺志也。”一个凡夫俗子，志向尚且如此重要，何况

修道养身以完善生命境界的人呢！ 志向一旦确立，
就像大江大河那样川流不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志向的归宿点在哪里呢？ 老子接着说“不失其

所者久”。 这里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所”，二是

“久”。 一般地说，“所”就是人们居处安住的地方。
人生在世，选择一个合适的场所居住，颇为重要，没
有处所，无家可归，就成了流浪汉。 选择处所，首要

标准是安全，其次是能够健康快乐，有利于获得生活

必需品。 从人间社会生活的一般要求来看，这样的

处所，可以算是善地了。 有了这样的善地，凶猛野兽

不会来侵犯，兵戎之凶险也不会波及，当然就能长久

了。 不过，老子行文中的“所”乃是以人间居处善地

作为话头，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隐喻象征，这就是

美善的精神境界。 儒家经典《大学》所谓“止于至

善”，讲的是一种人生道德境界，而老子讲的“所”则
是修道的崇高生命境界，《庄子》称之为“太虚”。
根据前人的解释，“太虚”就是空寂玄奥之境。 心能

止于空寂玄奥的太虚之境，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所
以谓之“久”。

这个“久”字，落实到生命状态，就形成了“寿”
的指标。 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其论说是由“死”
的问题引起的。 “死”是与“生”相对而言的。 有生

必有死，有死必有生，这是宇宙间生命过程体现出来

的辩证法。 对此，宋常星有一段精妙的发挥：
　 　 文中言死者，死其妄心也。 不亡者，不亡其

法性也。 妄心既死，法性自然真常。 是以自古

圣人，不以死为死，而以不明道为死；不以生为

生，而以明道为生。 大道既明，身虽死，而真性

不死；形虽亡，而真我不亡。 所以我之法性，不

死不生，不坏不灭，无古无今，得大常住。 虽不

计其寿，而寿算无穷矣。

照宋常星的说法，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所

讲的“死”，指的是“妄心”消失；而“不亡”则是形容

“法性”的长存不灭。 “妄心”既然已经消失，那么

“法性”也就恢复其本真的状态。 所以古代的圣人

不以肉身死亡作为人体生命死亡的判断标准，而是

把不明大道看作真正的死亡；不以肉体的存在为

“生”，而是以领悟、明澈大道为生。 大道既然悟彻

了，肉身虽然死亡，但“真性”（即法性）不死；形体虽

然消失，但“真我”却存在着。 达到如此境界，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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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我法性超越了生死界限，没有了古今的时间概

念，这就叫作“大常住”，也就是永恒存在。 因此，虽
然不去计算寿命的长短，而实际上寿命无穷。

宋常星的解释引入了佛教常说的“法性”概念，
又将之与道家的“真性”勾连起来。 佛教讲的“法
性”就是空无色相，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超越有形

物体的“真如”。 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讲的“法性”
就是道家讲的“真性”。

如何回归“真性”，达到“死而不亡”而与天地同

寿的究竟之“所”呢？ 宋常星又回到老子本章前面

讲的“自知者明”与“自胜者强”问题上进行发挥，他
提出了解决生死问题的要领，这就是看清“杀机”，
从而以颠倒之法，逆而修行。 他说：

　 　 修道之人，果能晓得杀机颠倒之妙，以杀机

自知，以杀机自明，以杀机自胜，则我之身可与

太虚同体，我之寿可与造物同然。 杀机颠倒者，
譬如心死神活，心活神死，便是杀机颠倒之用

也。 知此杀机颠倒，逆而修之，则性体虚灵而不

昧，真心浩刼以常存，所以谓之寿也。

宋常星这段话所讲的“杀机”出自《黄帝阴符

经》，其中有“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

反覆”之说。 宋常星采撷《黄帝阴符经》之说，用以

说明颠倒修行的法门，其核心精神就是破除凡心欲

望的干扰。 他以佛道融通的思路解说老子“死而不

亡者寿”，尽管做了许多发挥，但其大旨是符合老子

的生死学说的。
倘若我们进一步追溯，就会发现，老子《道德

经》本章的论说背后蕴含着《周易》的“恒卦”精神。
该卦之《彖》辞说：

　 　 恒，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

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

可见矣。
意思是讲，恒表示永久。 天地的运行法则，是永

久而不停止的。 日月顺应天道而周转，所以能够永

久照耀；春夏秋冬四季往来推移而能永久生成万物，
圣人遵循天道行事，而使人间教化持之以恒。 持续

地观察具有恒久特质的现象，就能感通天地万物的

发生与发展的态势。 老子为什么语重心长地警戒世

人要自知、自明、自胜？ 就是要人们领悟天地恒久之

道，超越凡我，实现返璞归真的大生命境界，这就是

道家生命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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