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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老子“三宝”的理解 

池小云 

 

      老子在《道德经》六十七章中写道：“我恒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先。”这是圣人之道的根本特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永远坚持且宝贵这“三

宝”。老子及得道圣人宝贵这“三宝”，是出于他们的自然本性，是大道玄德的显现。 

     一、慈 

     慈的意思是慈爱、慈善、慈祥。老子的慈有更深、更广的含义，对老子慈要正确地理

解。老子的慈是大道的慈，是大道本性自然的流露，与世俗的慈是截然不同的。世俗的慈是狭

隘的，许多世俗的人只对自己、对亲人慈，对别人慈的程度有限。老子慈是大道的慈，慈己慈

人，慈及万物，一切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就是出于以百姓之心为心写下了《道德经》五千

言，说的都是道德之意。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出老子的慈，“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

之”(四十九章)。“恒善救人，而无弃人；恒善救物，而无弃物”(二十七章)。“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六十三章)。“报怨以德”(六十三章)；这些都可见老子对百姓的爱是深切的

爱，宽广、无限的爱。这些爱都是出于自然的本性，不是刻意去行善。“万物恃之以生而不

辞，成功遂事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道化生了万物，德蓄养了万

物，并使万物生长、发育、成熟，但是却不据为己有，也不自恃其能，更不去做主宰，这是道

慈爱万物的体现，这是大道玄德的体现。 

     心慈气和，有了慈爱之心，气就柔了，顺了，和了，自然百体柔和，心身健康；心慈

了，对人对事就有宽容之心了，这是效法道的体现。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人体是个小宇宙，

从属自然界大宇宙，要与大自然相和谐。柔弱是道的作用的体现，“弱者，道之用”(四十

章)，“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天下莫

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七十八章)。水是天下最柔弱的，而却能攻克最坚强的东

西，这些都显示了柔弱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七十六章)婴儿最柔弱，却是精之至，和之至；刚发芽的小树是柔弱的，却

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自然界的万物自然的生存状态是柔弱的，坚强刚直时离死不远了。只有柔

才能和，这是“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结果，所以柔是具有生命力的象征。唯慈才能

柔，心不慈，气就不顺，不和，就无法处于柔的状态。 

      二、俭 

     俭是节俭，俭用的意思。老子讲的“俭”是指治国养生要俭。俭即“啬”，啬精、啬神



是养生的无上妙决，精气神充足饱满，身体才会健康，以俭为宝了，一生才会平安。“治人事

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

十九章)。唯有啬，才能重积德，才能达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的目的，如果将精气神耗

费了，连健康都做不到，更不用说要“深根固柢、长生久视。” 

      以“俭”为宝了，自然生活俭朴，少私寡欲，只求“为腹”，不求“为目”。如果心中

充满私妄昧，心就静不下来，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

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追求世俗利益，纵情于声色，口腹之欲，是违背

自然之道的，只能令自己意乱心迷。“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

救。”(五十二章)放开自己的五官，尽情追求世俗的享受，只能耗费自己的精气神，那是无药

可治的。一味地追求世俗利益，贪图世俗享受，还会给人带来灾难，因为“金玉满室，莫之能

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这是老子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总结的经验，在当今社会还是这样。

那些追求贪欲，遭到祸患的现象屡见不鲜，是值得我们资鉴的。 

      以俭为宝了，心就不贪求，就会知足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

十四章)知足知止了，就不会有祸患发生，就会保全自己。“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

足，咎莫賀于欲得。”(四十六章)一切罪、祸、咎的产生皆由于私欲、贪心、欲得、不知足引

起的。知足了，心就不贪求，就会感到满足，自然心平静了。心静了，意自在，精自足，就会

永远健康、幸福。 

      三、不敢为天下先 

     不敢为天下先有处下、谦让、不争的意义，其实，后而不先，不是不要先，而是不敢为

先。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江海处下，不拒

细流，所以成为百谷王，这是道的特性，得道圣人就是效法这种道的特性，才能成为圣人，这

是不争之德的体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水

就是这种利物谦下、不争的特性，所以跟道相同。这些都说明了不敢为天下先是自然、合道

的。 

        宇宙间有许多自然规律，老子讲的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要人们做事不能违背自然规

律，任意妄为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三章)天地尚且不能任意妄为，何况人呢?人虽然是“四大”之一，

但是都是从属于自然界的，必须遵循宇宙自然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讲了宇宙自然界有

许多的规律，天之道，人之道各方面都有。人类只能在认识宇宙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趋利避害，

使自然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违背自然规律，妄想征服自然，必定会受到惩

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必然的结局。现实生活中为了私利，破坏了自然生态环

境，自然界报复了我们的现象比比皆是。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七十三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三章)这是老子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是这样

的，有的人恃强凌弱，自认为自己刚强，却不知祸害已临头；有的人为了功名利禄，铤而走

险，最终受到惩罚，这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乃是不敢为先的注脚。反之，守之于后。站稳脚跟，循序前进就不会有祸患危险，表面看来后

面不先，到了“大器晚成”之时，那就不先而自先了。“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七章)这是大道的辩证法。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是道的自然虚无、柔弱、素朴、不

争等基本特征的体现，宝贵且坚持这“三宝”，就是以人之道合天之道，合于天道自然了，就

能平安、知足、幸福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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