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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婴儿当洗澡水倒掉莫将婴儿当洗澡水倒掉莫将婴儿当洗澡水倒掉莫将婴儿当洗澡水倒掉

————————鲍鹏山鲍鹏山鲍鹏山鲍鹏山《《《《老子老子老子老子》》》》““““现现现现

代解读代解读代解读代解读””””辨析辨析辨析辨析    

沈善增 

由友人告知，我在网上搜索到鲍鹏山比较完整的解读《老子》的

文本，他的观点虽然与两千多年来对《老子》的否定意见没什么不同，

但他的态度却与“五四”以来，特别是 1949 年以后批判《老子》的

学者所持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批判《老子》，是先有一个立场、

一套观点（武器），然后把《老子》当靶子来打，以检验武器的先进

性。这种“先入为主”的批判，虽然本质上是与科学态度、与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但长期以来被误认

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而鲍鹏山却不是抱着这样的先入之

见去读《老子》，却读出了与前人批判《老子》相似的结论，在一般

人看来，说明原本对《老子》的批判具有真理性，不带成见的去读，

不也读出了同样的结论吗？但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两千多年来，

《老子》的注释本系统对《老子》的歪曲与误读，后果是多么严重。

我曾经在《孔子原来这么说》里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今天的尊孔派可

能与“五四”的反孔派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他们批判的是被歪

曲、改造、阉割的孔子与儒学，是被皇权专制话语塑造出来的精神偶

像的孔子，是孔子自己也要批判、打倒的伪“孔子”。物极必反，否

极泰来，激烈地批判、打倒“伪孔子”，也为认识、尊崇“真孔子”

创造了条件。所以，今天的尊孔派还要感谢“五四”的反孔派。我现

在看鲍鹏山的批判《老子》的解读，也是这样的心情。如果他能信服

我对《老子》文本的考证、甄读，我想他的观点也许会发生大的转。

而且，鲍鹏山先生信服不信服并不重要，只要读者能由此知道我甄读

的《老子》本意是什么，由此对两千多年的《老子》旧注生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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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应该就达到了。借鲍鹏山先生现今在电视传媒上的知名度，或许

可以引起更多人对《老子》以及《论语》、《庄子》等经典本意的关

注，把读经引向深入，我是义不容辞的。  

以下就摘出鲍鹏山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辨析：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说说说说：：：：        

我曾经给老子的文化思想作了个比喻我曾经给老子的文化思想作了个比喻我曾经给老子的文化思想作了个比喻我曾经给老子的文化思想作了个比喻，，，，叫叫叫叫““““文化罂粟文化罂粟文化罂粟文化罂粟””””。。。。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有毒但是这个智慧有毒但是这个智慧有毒但是这个智慧有毒。。。。因为历史本身是不纯洁的因为历史本身是不纯洁的因为历史本身是不纯洁的因为历史本身是不纯洁的，，，，它很残忍它很残忍它很残忍它很残忍。。。。

而老子思想不仅仅源于他个人的经历而老子思想不仅仅源于他个人的经历而老子思想不仅仅源于他个人的经历而老子思想不仅仅源于他个人的经历，，，，而是来自于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来自于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来自于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来自于整个人类历史。。。。

他在这个档案馆里读了整部人类历史他在这个档案馆里读了整部人类历史他在这个档案馆里读了整部人类历史他在这个档案馆里读了整部人类历史，，，，他在漫长的历史里发现太多他在漫长的历史里发现太多他在漫长的历史里发现太多他在漫长的历史里发现太多

太多的悲剧太多的悲剧太多的悲剧太多的悲剧、、、、黑暗黑暗黑暗黑暗、、、、阴谋阴谋阴谋阴谋、、、、人世沧桑人世沧桑人世沧桑人世沧桑，，，，历史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血淋历史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血淋历史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血淋历史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血淋

淋的现实淋的现实淋的现实淋的现实，，，，今天成了明天败了今天成了明天败了今天成了明天败了今天成了明天败了，，，，今天存了明天亡了今天存了明天亡了今天存了明天亡了今天存了明天亡了，，，，今天得福了明今天得福了明今天得福了明今天得福了明

天招祸了天招祸了天招祸了天招祸了，，，，今天你还在今天你还在今天你还在今天你还在，，，，明天消失了明天消失了明天消失了明天消失了。。。。        

这么多的成败这么多的成败这么多的成败这么多的成败、、、、存亡存亡存亡存亡，，，，看这么多的福祸看这么多的福祸看这么多的福祸看这么多的福祸，，，，看到最后怎么能不把看到最后怎么能不把看到最后怎么能不把看到最后怎么能不把

心看冷了呢心看冷了呢心看冷了呢心看冷了呢，，，，怎么不把心看冷酷了呢怎么不把心看冷酷了呢怎么不把心看冷酷了呢怎么不把心看冷酷了呢，，，，怎么能够不悲观呢怎么能够不悲观呢怎么能够不悲观呢怎么能够不悲观呢？？？？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

真正的人类历史学家一定是比较悲观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学家一定是比较悲观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学家一定是比较悲观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学家一定是比较悲观的，，，，老子就是悲观主义者老子就是悲观主义者老子就是悲观主义者老子就是悲观主义者。《。《。《。《道道道道

德经德经德经德经》》》》五千言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五千言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五千言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五千言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是老子对整个历史是老子对整个历史是老子对整个历史是老子对整个历史

的总结的总结的总结的总结，，，，而不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而不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而不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而不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        

这是鲍鹏山先生对《老子》思想的观感，产生这种观感，有客观

原因，更有他自身的原因，这就不辨析的。本来属于读后感的一些观

点，我是不参与争论的，但因为鲍鹏山先生的立论是建立在这一点上，

而且，“文化罂粟”之说好像持论公允，又颇有诱惑力，所以要指出，

他的观感与《老子》的文本实际严重不符。《老子》说的是“圣人”

之道，文中有那么多处提到“圣人”如何如何，“侯王”学圣人应该

如何如何，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

被褐怀玉。”抱“被褐怀玉”之心，怎么会是“悲观”呢？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知者希知者希知者希知者希，，，，则我贵矣则我贵矣则我贵矣则我贵矣。。。。””””此从帛书乙本此从帛书乙本此从帛书乙本此从帛书乙本，，，，王本作王本作王本作王本作““““知我者希知我者希知我者希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则我者贵则我者贵则我者贵””””。。。。按王本按王本按王本按王本，，，，可译为可译为可译为可译为““““能了解我的稀少能了解我的稀少能了解我的稀少能了解我的稀少，，，，能效法我的难得能效法我的难得能效法我的难得能效法我的难得

遇到遇到遇到遇到””””，，，，““““则则则则””””作动词作动词作动词作动词，，，，解为解为解为解为““““效法效法效法效法””””。。。。而从帛书而从帛书而从帛书而从帛书，，，，““““则则则则””””为连接为连接为连接为连接

词词词词，，，，可译为可译为可译为可译为““““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正表正表正表正表明我之高贵明我之高贵明我之高贵明我之高贵””””。。。。我认为帛书我认为帛书我认为帛书我认为帛书““““知知知知

者者者者””””应为应为应为应为““““智者智者智者智者””””，，，，对应于对应于对应于对应于““““夫唯无知夫唯无知夫唯无知夫唯无知””””之之之之““““知知知知””””（（（（智慧智慧智慧智慧），），），），而非而非而非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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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对应于对应于对应于 “ “ “ “是以不我知是以不我知是以不我知是以不我知””””之之之之““““知知知知””””（（（（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按上述之译按上述之译按上述之译按上述之译，，，，““““我之高我之高我之高我之高

贵贵贵贵””””是因为是因为是因为是因为““““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的人稀少的人稀少的人稀少的人稀少，，，，所遵循的乃所遵循的乃所遵循的乃所遵循的乃““““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的原的原的原的原

理理理理。。。。而把而把而把而把““““知者希知者希知者希知者希””””理解为理解为理解为理解为““““有智慧的稀少有智慧的稀少有智慧的稀少有智慧的稀少””””，，，，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我贵我贵我贵我贵””””就就就就

因为我有智慧因为我有智慧因为我有智慧因为我有智慧，，，，价值来自智慧价值来自智慧价值来自智慧价值来自智慧，，，，与与与与““““知我者知我者知我者知我者””””之多少无关之多少无关之多少无关之多少无关。。。。（引自《还

吾老子》）        

《《《《辞源辞源辞源辞源》》》》““““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条条条条：：：：““““穿粗布衣而怀美玉穿粗布衣而怀美玉穿粗布衣而怀美玉穿粗布衣而怀美玉，，，，比喻人有美德比喻人有美德比喻人有美德比喻人有美德，，，，深藏深藏深藏深藏

不露不露不露不露……………………亦以比喻贫寒而怀有真才实学的人亦以比喻贫寒而怀有真才实学的人亦以比喻贫寒而怀有真才实学的人亦以比喻贫寒而怀有真才实学的人。。。。””””无论是无论是无论是无论是““““深藏不露深藏不露深藏不露深藏不露””””，，，，还是怀还是怀还是怀还是怀

才未遇才未遇才未遇才未遇，，，，““““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总是环境逼迫下的一种无奈总是环境逼迫下的一种无奈总是环境逼迫下的一种无奈总是环境逼迫下的一种无奈。。。。故他们问故他们问故他们问故他们问，，，，圣人既然得到圣人既然得到圣人既然得到圣人既然得到

了了了了““““正面肯定正面肯定正面肯定正面肯定””””，，，，尽管只是尽管只是尽管只是尽管只是““““少许人少许人少许人少许人””””，，，，又又又又““““何必何必何必何必‘‘‘‘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如如如如

果果果果““““圣人圣人圣人圣人””””是自愿是自愿是自愿是自愿““““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呢呢呢呢？？？？既不是为了既不是为了既不是为了既不是为了““““怀玉怀玉怀玉怀玉””””而而而而““““被褐被褐被褐被褐””””（（（（怕遭人怕遭人怕遭人怕遭人

妒嫉妒嫉妒嫉妒嫉、、、、暗算暗算暗算暗算），），），），也不是为了不也不是为了不也不是为了不也不是为了不““““被褐被褐被褐被褐””””而而而而““““怀玉怀玉怀玉怀玉””””（（（（以求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以求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以求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以求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只是客观地描述了圣人外谦卑而内高贵的状态只是客观地描述了圣人外谦卑而内高贵的状态只是客观地描述了圣人外谦卑而内高贵的状态只是客观地描述了圣人外谦卑而内高贵的状态，，，，认为认为认为认为““““圣人圣人圣人圣人””””

（（（（有道之君有道之君有道之君有道之君））））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被褐被褐被褐被褐””””与与与与““““怀玉怀玉怀玉怀玉””””的完美统一的完美统一的完美统一的完美统一，，，，非这样就不能成其为非这样就不能成其为非这样就不能成其为非这样就不能成其为““““圣圣圣圣

人人人人””””。。。。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如果作这样的理解，，，，不是和不是和不是和不是和《《《《老子老子老子老子》》》》的整体思想完全一致的整体思想完全一致的整体思想完全一致的整体思想完全一致，，，，上下文也不上下文也不上下文也不上下文也不

存在什么自相矛盾之处了吗存在什么自相矛盾之处了吗存在什么自相矛盾之处了吗存在什么自相矛盾之处了吗？？？？今人之所以一见今人之所以一见今人之所以一见今人之所以一见““““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被褐怀玉””””，，，，就感受到一股无就感受到一股无就感受到一股无就感受到一股无

奈的况味奈的况味奈的况味奈的况味，，，，正正正正说明我们的精神已异化到了何等的地步说明我们的精神已异化到了何等的地步说明我们的精神已异化到了何等的地步说明我们的精神已异化到了何等的地步。。。。（同上）        

所以，说老子因为读史读多了，读出了悲观，是鲍鹏山先生以时

人之心度圣人之腹，度君子之腹尚且难，何况度圣人之心呢？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        

老子是叛徒老子是叛徒老子是叛徒老子是叛徒。。。。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有一个统计数字有一个统计数字有一个统计数字有一个统计数字，《，《，《，《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全全全全

文有文有文有文有 235235235235 个个个个““““不不不不””””字字字字，，，，100100100100（（（（或或或或 98989898））））个个个个““““无无无无””””字字字字，，，，21212121 个个个个““““莫莫莫莫””””字和字和字和字和 4444

个个个个““““弗弗弗弗””””字字字字。。。。这些都是否定词这些都是否定词这些都是否定词这些都是否定词。。。。        

可见老子善用否定性思维方式可见老子善用否定性思维方式可见老子善用否定性思维方式可见老子善用否定性思维方式，，，，倾向于对这个现实世界包括对倾向于对这个现实世界包括对倾向于对这个现实世界包括对倾向于对这个现实世界包括对

人类的文明历史人类的文明历史人类的文明历史人类的文明历史、、、、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价值价值价值价值，，，，做否定性的评价做否定性的评价做否定性的评价做否定性的评价，，，，而不是做而不是做而不是做而不是做

肯定性评价肯定性评价肯定性评价肯定性评价。。。。        

这和儒家很不一样这和儒家很不一样这和儒家很不一样这和儒家很不一样。。。。孔子试图给一个民族建立一个道德信孔子试图给一个民族建立一个道德信孔子试图给一个民族建立一个道德信孔子试图给一个民族建立一个道德信仰仰仰仰，，，，

让我们在这一辈子里有所遵循让我们在这一辈子里有所遵循让我们在这一辈子里有所遵循让我们在这一辈子里有所遵循，，，，有所坚守有所坚守有所坚守有所坚守。。。。而老子呢而老子呢而老子呢而老子呢，，，，就是试图极就是试图极就是试图极就是试图极

力地要破坏一种价值力地要破坏一种价值力地要破坏一种价值力地要破坏一种价值，，，，让我们学会放弃让我们学会放弃让我们学会放弃让我们学会放弃。。。。坚持可以让人变得很崇高坚持可以让人变得很崇高坚持可以让人变得很崇高坚持可以让人变得很崇高，，，，

放弃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放弃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放弃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放弃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        

“老子是叛徒”，鲍鹏山先生说这话不地道。看他的解释，“叛

徒”实际是指思想叛逆者，也可以说是在古义上用这个概念。但他明

知道今天的“叛徒”是指贪生怕死或贪图名利，投敌变节，出卖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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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耻之徒，还要给老子套一顶“叛徒”的帽子，至少有哗众取宠之

心。从诡辩术来说，是一种取得心理优势的伎俩。用“叛徒”而不是

“叛逆者”，就欲使受众对老子的逆向思维方式有贬义之感。  

而且，用否定式表述（佛教叫“遮法”）就是逆向思维吗？善用

逆向思维就是思想叛逆吗？否定式表述与逆向思维，逆向思维与思想

叛逆，在逻辑上是推不出的关系，因此，鲍鹏山先生用《老子》中有

多少个“不”“无”“莫”“弗”，来得出结论：“可见老子善用否

定性思维方式，倾向于对这个现实世界包括对人类的文明历史、人生

的意义、价值，做否定性的评价，而不是做肯定性评价”，是属于形

式逻辑思维也没有过关的表现。但这在当代人文学者中并不罕见，甚

至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地步，所以，不能证明鲍鹏山先生的学术水准特

别低下。  

还有，从哪一条可以看出《老子》“倾向于对这个现实世界包括

对人类的文明历史、人生的意义、价值，做否定性的评价，而不是做

肯定性评价”呢？  

即便“小国寡民”按照通常的错误注释理解，是要倒退到往昔的

社会，那么，《老子》对“小国寡民”这种“历史”状态不是一种“肯

定性评价”吗？不是以这种“历史”的“肯定性评价”来“否定”、

批判现实吗？“小国寡民”不是一种“文明”吗？以这种“文明”

来批判现实的一种“文明”，怎么就是“反文明”呢？马克思主义的

整个历史观，就是以原始共产主义的“文明”来批判阶级社会的“文

明”，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作为预言人类社会必定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的逻辑前提，这也是一种“文明”的回归，

难道是“反文明”的？这种观点，也不是鲍鹏山先生的发明。。。。近现代

中国学人，很多接受西方制造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而不自知，

认为理所当然的后来发生的就是好的，复古就是保守、倒退，忘了西

方话语的崛起，就发端于文艺复兴运动，所谓“复兴”，就是回到古

希腊。据我所知，古希腊哲学比中国古代以《老子》《周易》等为代

表的哲学思想要低一个层次，而西方近现代的制造哲学又比古希腊哲

学要低一个层次，以西方制造哲学认定的“文明”为“文明”，《老

子》哲学就可能是“反文明”了，因为这种更高得多的文明他们不懂。

但令人奇怪的是，当今西方学者，有些是一言九鼎的大学者，尽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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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论语》、《庄子》、佛经一知半解，却觉得博大精深，

表示了要深入学习、理解的愿望；中国的学者却在否定有“国学”存

在，或者在当代设立“国学”这门学科的必要，像鲍鹏山先生就断言

《老子》是“反智”“反文明”的“文化罂粟”。当今世界上恐怕再

找不到哪个民族有一批学者、知识分子这样对待本民族的文化经典，

这样数（数落）典忘祖的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鲍鹏山先生不是最

典型“落叶”，但他的《老子》解读还是反映了值得我们深思的文化

现象。  

至于说孔子要建立一种价值，要人坚守，老子要破坏一种价值，

要人放弃，也是一种和历史与经典的文本实际不符的“读后感”。我

在《三位一体老孔庄》中对老子、孔子、庄子他们要倡导什么，他们

的观点之间的异同，已有详尽分析，收录在《老子走近青年》中，不

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笼统的说“建立”或“破坏”“一种价值”，

在逻辑上说是不合法的。《老子》要否定的是什么“价值”？孔子要

建立的又是什么“价值”？要建立一种“价值”，必要破坏一种“价

值”。现存的“价值”不须破坏，也没有建立一种新“价值”的必要。

现存的“价值”体系无须改进、完善，也没有人能提出新的“价值”

观来。  

“坚持可以让人变得很崇高，放弃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把

“崇高”和“自由”对立起来谈，好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崇高”

了就不“自由”，“自由”了就不“崇高”，这实在是鲍鹏山先生的

发明，但逻辑上难道不荒谬吗？但这样的话语是有很强的现实危险性

的。譬如，鲍鹏山先生是推崇孔子的“崇高”而“贬抑”老子的“自

由”的，一旦取得话语权，就可以“崇高”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

由”，像这种剥夺“自由”的“崇高”，在中国见到的还少吗？如果

倡导“国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崇高”的价值，那么，我一定

义无反顾地反“国学”，我不愿让后代中国人再经历文革那样被剥夺

“自由” 的岁月。因为我在还真的《老子》《论语》《庄子》等经

典中看到的是完全与之相反的“道德”价值观，所以，我大声疾呼要

建立“国学”，要研究古代圣贤的心谛。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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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圣弃智绝圣弃智绝圣弃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民利百倍民利百倍民利百倍；；；；绝仁去义绝仁去义绝仁去义绝仁去义，，，，民复孝慈民复孝慈民复孝慈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绝巧去利绝巧去利绝巧去利，，，，盗贼无盗贼无盗贼无盗贼无

有有有有。（《。（《。（《。（《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        

老子思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反智老子思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反智老子思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反智老子思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反智：：：：把圣和智放弃了把圣和智放弃了把圣和智放弃了把圣和智放弃了，，，，把仁和义隔绝把仁和义隔绝把仁和义隔绝把仁和义隔绝

了了了了，，，，把生活中的巧和利把生活中的巧和利把生活中的巧和利把生活中的巧和利，，，，也就是一些科学技术都抛开也就是一些科学技术都抛开也就是一些科学技术都抛开也就是一些科学技术都抛开，，，，民众才会恢民众才会恢民众才会恢民众才会恢

复慈孝复慈孝复慈孝复慈孝，，，，社会上才没有盗贼社会上才没有盗贼社会上才没有盗贼社会上才没有盗贼。。。。老子认为老子认为老子认为老子认为，，，，世界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技世界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技世界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技世界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技

术造成的术造成的术造成的术造成的。。。。有个词叫机心有个词叫机心有个词叫机心有个词叫机心，，，，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贬义词，，，，指人心不纯朴指人心不纯朴指人心不纯朴指人心不纯朴，，，，心计太心计太心计太心计太

深深深深。。。。这就来自于道家哲学这就来自于道家哲学这就来自于道家哲学这就来自于道家哲学，，，，所以在老子看来所以在老子看来所以在老子看来所以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

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人心的堕落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人心的堕落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人心的堕落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人心的堕落，，，，为了人心的不堕落就不要技术的进为了人心的不堕落就不要技术的进为了人心的不堕落就不要技术的进为了人心的不堕落就不要技术的进

步步步步，，，，这就是老子反智思想的来源这就是老子反智思想的来源这就是老子反智思想的来源这就是老子反智思想的来源。。。。        

首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

盗贼无有”的白话意译应为：“不以圣人自居，不用智谋治国，这样

反而能使民众获得百倍的利益；不以仁者自居，不用伪装成兄弟情义

的物质笼络手段去建立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使民间恢复子孝父慈的自

然亲情；不以拥有巧物自喜，不追逐超高利益，这样就不会有专门偷

抢贵重之物的盗贼。”“绝”是“不去追求”，“不以此自居”的意

思，和“弃”的意思有不同，详细考证请看《还吾老子》。  

“智”不是一般而言的知识、智慧，而是指的智谋。《老子》明

确反对“以智治国”，什么是“以智治国”？就是君主把臣下、民众

当敌人看待，用计谋来对付他们，利用、役使、笼络、控制、威慑、

惩罚，就是后来荀子、韩非子大力提倡的那一套。  

对“以智治国”，不仅老子反对，鲍鹏山先生每每拿来和老子作

比较的孔子同样明确反对。  

《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论述“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  

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选贤与能选贤与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信修睦讲信修睦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故人不独亲其亲故人不独亲其亲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不独子其子不独子其子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使老有所养使老有所养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壮有所用壮有所用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幼有所长幼有所长幼有所长，，，，矜矜矜矜（（（（鳏鳏鳏鳏））））寡孤独寡孤独寡孤独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废疾者皆有所养废疾者皆有所养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男有分男有分男有分，，，，女有归女有归女有归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货恶其弃于地也货恶其弃于地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不必藏于己不必藏于己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不必为己不必为己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是故谋闭而不兴是故谋闭而不兴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盗窃乱贼而不作盗窃乱贼而不作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故外户而不闭故外户而不闭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是谓大同是谓大同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今大道既隐今大道既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天下为家天下为家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亲其亲各亲其亲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各子其子各子其子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货力为己货力为己货力为己。。。。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世及以为礼世及以为礼世及以为礼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城郭沟池以为固城郭沟池以为固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义以为纪礼义以为纪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正君臣以正君臣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笃父子以笃父子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以睦兄弟以睦兄弟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和夫妻以和夫妻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设制度以设制度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立田里以立田里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贤勇知以贤勇知以贤勇知，，，，以功为已以功为已以功为已以功为已。。。。

故谋用是作故谋用是作故谋用是作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而兵由此起而兵由此起而兵由此起，，，，禹禹禹禹，，，，汤汤汤汤，，，，文文文文、、、、武武武武、、、、成王成王成王成王，，，，周公周公周公周公，，，，由此其由此其由此其由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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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也选也选也选也。。。。此六君子此六君子此六君子此六君子者者者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著其义以著其义以著其义，，，，以考其信以考其信以考其信以考其信，，，，著著著著

有过有过有过有过，，，，刑仁讲让刑仁讲让刑仁讲让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示民有常示民有常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如有不由此者如有不由此者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在执者去在执者去在执者去，，，，众以为殃众以为殃众以为殃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是谓小康是谓小康是谓小康。。。。        

“大同”时代是“谋闭而不兴”，“小康”时代是“谋用是

作”，“谋用是作”就是“以智治国”。  

《论语·为政》篇又记载：  

子曰子曰子曰子曰：：：：““““道之以政道之以政道之以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齐之以刑齐之以刑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民免而无耻民免而无耻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道之以德道之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齐之以齐之以齐之以

礼礼礼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 ” ”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以智治国”。因此，反对“以

智治国”可以说是春秋时代诸子的共识，以此为“反智”，老子、孔

子都反智。  

说到“机心”，《老子》中根本没有在个概念，这是《列子》、

《庄子》中提到的。但《老子》反对“民多利器”，反对“人多伎巧”，

反对“奇物滋起”，反对“法物滋彰”，为什么？  

因为“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昬”，利器就是武器，武器多了，诸

侯、大夫就会野心膨胀，想用武力去威胁、征服他邦。  

“人多伎巧”，则“奇物滋起”。当时，手工艺发展了，使一些

人能制造出各种奇巧的奢侈品，进献给君主、贵族，换取大量的财富。

君主、贵族的财富哪里来？还不是从民众头上搜刮来，与从对外战争

中夺取来。  

“法物滋彰”也一样，“法物”就是君主用于祭祀等公众场合之

物，是明文规定向老百姓无偿征收的，用现在的词可以说是“办公用

品”，“法物滋彰”，办公用品大大奢侈化，办公经费急剧增加，人

民的负担就日益加重。生活水准下降，又看到做王做侯做贵族这么享

受荣华富贵，心中不平，就“盗贼多有”了。  

因此导致了《列子》、《庄子》的反“机心”，“机心”就是投

机取巧之心，不劳而获之心。所以，老子从来没有认为，“世界很多

的矛盾是因为技术造成的”从来没有反对“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术

的进步”，而是反对贪欲带来的腐化堕落与两极分化。《列子》《庄

子》里可能记载了当时某些人反“机心”的过激之辞，但就像工业化

时代早期，工人仇恨并破坏机器，并不说明工人阶级反对大机器生产

这种先进生产力，反“机心”也不是反对技术进步，反对生产力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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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且，和所谓的 “反智”思想在逻辑上不构成因果关系，谈不

上什么“反智思想的来源”。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        

大道废大道废大道废大道废，，，，有仁义有仁义有仁义有仁义；；；；慧智出慧智出慧智出慧智出，，，，有大伪有大伪有大伪有大伪，，，，六亲不和六亲不和六亲不和六亲不和，，，，有孝慈有孝慈有孝慈有孝慈。（《。（《。（《。（《道道道道

德经德经德经德经》）》）》）》）        

因为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的历史因为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的历史因为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的历史因为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的历史，，，，既然反智肯定要反文明既然反智肯定要反文明既然反智肯定要反文明既然反智肯定要反文明。。。。

在老子看来在老子看来在老子看来在老子看来，，，，文化不是人类社会积极的成果文化不是人类社会积极的成果文化不是人类社会积极的成果文化不是人类社会积极的成果，，，，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

人类堕落一个消极的应对人类堕落一个消极的应对人类堕落一个消极的应对人类堕落一个消极的应对。。。。因为大道废了因为大道废了因为大道废了因为大道废了，，，，所以仁义出来了所以仁义出来了所以仁义出来了所以仁义出来了，，，，由于由于由于由于

有慧智了所以有大伪了有慧智了所以有大伪了有慧智了所以有大伪了有慧智了所以有大伪了，，，，因为六亲不和了因为六亲不和了因为六亲不和了因为六亲不和了，，，，所以有孝慈了所以有孝慈了所以有孝慈了所以有孝慈了。。。。因此文因此文因此文因此文

化不是积极的创作化不是积极的创作化不是积极的创作化不是积极的创作，，，，而是治病的药而是治病的药而是治病的药而是治病的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因为人类有病了才需要文因为人类有病了才需要文因为人类有病了才需要文因为人类有病了才需要文

化来治化来治化来治化来治，，，，人类最好是回归原始人类最好是回归原始人类最好是回归原始人类最好是回归原始，，，，回到大道的年代去回到大道的年代去回到大道的年代去回到大道的年代去。。。。在老子看来在老子看来在老子看来在老子看来，，，，

人类不是走向未来人类不是走向未来人类不是走向未来人类不是走向未来，，，，而是走向过去而是走向过去而是走向过去而是走向过去。。。。           

“文明的历史就是技术的历史”，这样的表述，是典型的西方制

造哲学话语。这样的话语要表达的是，拥有技术就拥有了文明，技术

程度高就是文明程度高，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都是文明的蒙昧时代。

就以欧洲历史来看也并非如此，但西方学者就以此了证明他们是文明

的“鲁滨孙”，理该来教化我们中华民族的“星期五”们，因为我们

技术落后，所以我们五千年是生活在不文明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是不文明史。西方人要为他们的侵略、殖民制造理论根据，这在他们

是自然而然的，而中国人如果认为正是由他们的侵略给我们带来了现

代文明，如果他们不用枪炮打开我们的国门，我们至今还可能生活在

不文明中，那就太可悲了。可悲的是，这种奴化教育造成的意识，似

乎成了当今一种集体无意识，鲍鹏山先生就以毋庸置疑的口吻，用来

推论《老子》的“反文明”，这难道能只怪鲍鹏山先生一人吗？  

从概念上来说，“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是完全正面的概念。

“文化”还分精华与糟粕，进步的与落后的，文明不作这样的区分。

但“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例如，并不是有了酒同时就有了酒文化，

也不是有了关于酒的酿造知识，就有了酒文化，而是要待有了对酒性

的观照，产生了酒能给人带来快乐，酒神精神，酒能消愁，酒能乱性，

酒能误事，酗酒伤身等一系列观念，围绕这一系列观念产生了一系列

酒宴的仪礼，献酒的仪式，敬酒的辞令，行酒令、划拳饮酒的游戏，

有关酒的文艺作品，才能说是形成了酒文化。因此，“文化”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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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造的物质或精神产品为对象，一定是观念或观念系统。“文化”

既如此，“文明”作为“文化”的结晶，也必然如此，怎么可能“观

念”结晶成“技术”，“文明的历史”变成了“技术的历史”呢？  

还有，怎么“走向未来”？有与历史割裂的未来吗？什么叫“走

向过去”？以史为鉴，就是要“走向过去”吗？“历史”只是负担而

不是财富吗？那我们要知道历史干什么？“历史”本来就是“文

明”的最重要的内容，否定历史的作用就是否定文明的意义。所以，

到底是哪种观念是“反文明”的呢？  

鲍鹏山先生对《老子》这段章句的理解，也是根据错误的注释。我甄读的

白话意译为：  

故而故而故而故而，，，，君主放弃了为政的大道君主放弃了为政的大道君主放弃了为政的大道君主放弃了为政的大道，，，，于是产生了仁于是产生了仁于是产生了仁于是产生了仁、、、、义等政治标准义等政治标准义等政治标准义等政治标准；；；；君主用君主用君主用君主用

权谋手段来治理权谋手段来治理权谋手段来治理权谋手段来治理，，，，于是产生了整套的礼教法度于是产生了整套的礼教法度于是产生了整套的礼教法度于是产生了整套的礼教法度；；；；亲属关系不和睦亲属关系不和睦亲属关系不和睦亲属关系不和睦，，，，于是产生了于是产生了于是产生了于是产生了

孝子慈父等榜样孝子慈父等榜样孝子慈父等榜样孝子慈父等榜样；；；；邦国家族遭凶丧邦国家族遭凶丧邦国家族遭凶丧邦国家族遭凶丧，，，，上层争权夺利上层争权夺利上层争权夺利上层争权夺利，，，，于是产生了忠于职责的臣于是产生了忠于职责的臣于是产生了忠于职责的臣于是产生了忠于职责的臣

吏吏吏吏。。。。        

原文最后还有“邦家昏乱，有忠臣”一句，不知何故，鲍鹏山先

生没有引。。。。这样译解的理由，请参看《还吾老子》。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        

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无为而治：：：：        

不尚贤不尚贤不尚贤不尚贤，，，，使民不争使民不争使民不争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不贵难得之货不贵难得之货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使民不为盗使民不为盗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不见可欲不见可欲不见可欲，，，，使使使使

民心不乱民心不乱民心不乱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是以圣人之治是以圣人之治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虚其心实其腹虚其心实其腹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弱其志强其骨弱其志强其骨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常使民常使民常使民

无知无欲无知无欲无知无欲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为。（《。（《。（《。（《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        

老庄为什么反智老庄为什么反智老庄为什么反智老庄为什么反智、、、、不尚贤不尚贤不尚贤不尚贤？？？？这里面包含着道家对人性悲观的判这里面包含着道家对人性悲观的判这里面包含着道家对人性悲观的判这里面包含着道家对人性悲观的判

断断断断，，，，他们认为世界上好人少他们认为世界上好人少他们认为世界上好人少他们认为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坏人多坏人多坏人多。。。。这跟儒家讲尚贤这跟儒家讲尚贤这跟儒家讲尚贤这跟儒家讲尚贤，，，，认为人性认为人性认为人性认为人性

都是好的相反都是好的相反都是好的相反都是好的相反。。。。老子认为老子认为老子认为老子认为，，，，要让百姓都傻乎乎的要让百姓都傻乎乎的要让百姓都傻乎乎的要让百姓都傻乎乎的，，，，不知道争不知道争不知道争不知道争。。。。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说圣人之治说圣人之治说圣人之治说圣人之治，，，，是心宽体安是心宽体安是心宽体安是心宽体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丰衣足食。。。。大家都身强体壮大家都身强体壮大家都身强体壮大家都身强体壮（（（（可以劳动可以劳动可以劳动可以劳动

打仗打仗打仗打仗），），），），又胸无大志又胸无大志又胸无大志又胸无大志，，，，安分干活安分干活安分干活安分干活，，，，然后智者不敢为也然后智者不敢为也然后智者不敢为也然后智者不敢为也。。。。        

鲍鹏山先生对《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的理解是片面的，所

引《老子》章句，也只是“无为而治”的一种“遮法”（否定式的）

的表述。《老子》正面论述（佛教叫“表法”）“无为而治”的思想，

包括“无智”（对具体的事物，不持有个人的特定的主张，哪怕他个

人在处理这事务上再有才能与成功经验，也不越俎代庖，而是让有关

责任人去实施解决，他行使帮助、监督与评判之责；对关系全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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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他也要多方听取意见，择善从之，任贤执行），“无欲”（不放

纵个人对利益与名誉的私欲，以免对全社会产生不利的精神导向，造

成价值观的混乱与颠倒），“不仁”（没有偏私偏爱，不袒护、宠幸

周围关系亲密者），“不弃”（不对持不同观点者横加压制，不放弃

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守中”（公平、公正，与超然、遍施，不事

必躬亲）等方面。  

再来看看这段引文，“不尚贤”，帛书作“不上贤”，应该是“不以上（君

主）为贤”的意思。“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帛书作“使夫

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使谁“知不敢”？是指君主，“虚其心，

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也是对君主的要求，因此，这段译文应该是：  

君主不自以为贤能君主不自以为贤能君主不自以为贤能君主不自以为贤能，，，，滥用权力瞎指挥滥用权力瞎指挥滥用权力瞎指挥滥用权力瞎指挥；；；；不以难得的东西为贵重物品不以难得的东西为贵重物品不以难得的东西为贵重物品不以难得的东西为贵重物品，，，，占占占占

为己有为己有为己有为己有；；；；不表露自己的意图与嗜好不表露自己的意图与嗜好不表露自己的意图与嗜好不表露自己的意图与嗜好，，，，让下面的人去张罗让下面的人去张罗让下面的人去张罗让下面的人去张罗；；；；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能使人民不就能使人民不就能使人民不就能使人民不

争斗争斗争斗争斗，，，，不偷盗不偷盗不偷盗不偷盗，，，，不窥探权力不窥探权力不窥探权力不窥探权力。。。。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这样，，，，有道之君来进行治理时有道之君来进行治理时有道之君来进行治理时有道之君来进行治理时，，，，要使他的要使他的要使他的要使他的

心怀虚空心怀虚空心怀虚空心怀虚空，，，，而胸腹精气充实而胸腹精气充实而胸腹精气充实而胸腹精气充实；；；；要减弱他的主观意志要减弱他的主观意志要减弱他的主观意志要减弱他的主观意志，，，，而增强责任感与承受力而增强责任感与承受力而增强责任感与承受力而增强责任感与承受力。。。。

就能长久的使人民扬弃逐利之知与感官之欲就能长久的使人民扬弃逐利之知与感官之欲就能长久的使人民扬弃逐利之知与感官之欲就能长久的使人民扬弃逐利之知与感官之欲。。。。如果君主懂得凡事不要越俎代如果君主懂得凡事不要越俎代如果君主懂得凡事不要越俎代如果君主懂得凡事不要越俎代

庖庖庖庖，，，，冲在前面冲在前面冲在前面冲在前面，，，，不直接插手而完成不直接插手而完成不直接插手而完成不直接插手而完成，，，，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了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了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了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了。。。。  

鲍鹏山先生的译文是一般注释本的译文，没有注意到通行的王弼本对帛书

本的改动，没有从《老子》全书与本章的语境来做通盘的思考，详细考证见《还

吾老子》。  

另外，主张“尚贤”的是墨子，不是孔子，孔子是讲“仁义”的。墨子除

了讲“尚贤”，还讲“尚同”，所以，尽管墨子讲“兼爱”（就是“博爱”），

他本人也以身作则，摩顶放踵，胼手胝足，但他的思想方式，是很有些专制成

分的，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相抵触的。墨子效法的是大禹。大禹

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功劳很大，品德很高，但他安排传位给儿子启，在中

国开创了“天下为家”的世袭制，所以，《老子》称之为“下德”，孔子只许

他为“君子”，不承认他是 “圣人”，这些都是老子、孔子民本立场的鲜明

表现，解读为“道家对人性悲观的判断”，“大家都身强体壮（可以劳动打仗），

又胸无大志，安分干活”，实在是冤哉枉矣，但这不是鲍鹏山先生一个人的错。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        

我有三宝我有三宝我有三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持而保之持而保之持而保之：：：：一曰慈一曰慈一曰慈一曰慈，，，，二曰俭二曰俭二曰俭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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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把把 “ “ “ “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才才才才

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新精神新精神新精神新精神。。。。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

动力动力动力动力，，，，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但老子不要了但老子不要了但老子不要了但老子不要了。。。。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

进步有关进步有关进步有关进步有关，，，，但最主要的但最主要的但最主要的但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

吧吧吧吧。。。。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

毒素的智慧呢毒素的智慧呢毒素的智慧呢毒素的智慧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这地方是这地方是这地方是这地方是““““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不愿不愿不愿不愿””””。。。。

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老子的法宝是老子的法宝是老子的法宝，，，，是他的经是他的经是他的经是他的经

验验验验，，，，这种经验这种经验这种经验这种经验，，，，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 “ “ “ “敢敢敢敢””””到到到到““““不敢不敢不敢不敢””””的过程的过程的过程的过程。。。。为为为为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呢呢呢呢？？？？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勇于敢则杀勇于敢则杀勇于敢则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则活。（。（。（。（七十三章七十三章七十三章七十三章））））        

““““勇敢勇敢勇敢勇敢””””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但老子的原意但老子的原意但老子的原意但老子的原意

恰恰是否定这个恰恰是否定这个恰恰是否定这个恰恰是否定这个““““勇敢勇敢勇敢勇敢””””的的的的，，，，他好像在推祟他好像在推祟他好像在推祟他好像在推祟““““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勇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是懦弱是懦弱是懦弱是懦弱，，，，

是畏缩是畏缩是畏缩是畏缩，，，，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 “ “ “ “勇于勇于勇于勇于””””才行才行才行才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并不就如并不就如并不就如并不就如

““““不敢走夜路不敢走夜路不敢走夜路不敢走夜路””””、、、、““““不敢喝凉水不敢喝凉水不敢喝凉水不敢喝凉水””””那么简单单纯那么简单单纯那么简单单纯那么简单单纯，，，，而是要在这而是要在这而是要在这而是要在这““““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以及随以及随以及随以及随

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些东西些东西些东西些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像像像像““““不敢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不不不不

敢敢敢敢””””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时候，，，，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勇气勇气勇气” ” ” ” ————————当懦夫的勇气当懦夫的勇气当懦夫的勇气当懦夫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

贬低自己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比如比如比如比如，，，，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窃别人的钱包窃别人的钱包窃别人的钱包窃别人的钱包，，，，你能不能勇于承你能不能勇于承你能不能勇于承你能不能勇于承

受小偷渺视你人格的勇气受小偷渺视你人格的勇气受小偷渺视你人格的勇气受小偷渺视你人格的勇气？？？？如果不能如果不能如果不能如果不能，，，，你就你就你就你就““““勇于敢勇于敢勇于敢勇于敢””””地制止他地制止他地制止他地制止他；；；；如果能如果能如果能如果能，，，，你你你你

就就就就““““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也偷去你的尊严也偷去你的尊严也偷去你的尊严也偷去你的尊严，，，，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你将你将你将你将

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这种损失你可这种损失你可这种损失你可这种损失你可

以看得很小以看得很小以看得很小以看得很小，，，，但也可以看得很大但也可以看得很大但也可以看得很大但也可以看得很大，，，，如果看得大如果看得大如果看得大如果看得大，，，，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

对自己对自己对自己对自己。。。。想想这种后果想想这种后果想想这种后果想想这种后果，，，，你不需要勇气吗你不需要勇气吗你不需要勇气吗你不需要勇气吗？？？？当然当然当然当然，，，，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

了了了了：：：：勇于敢勇于敢勇于敢勇于敢，，，，可能要被可能要被可能要被可能要被““““杀杀杀杀””””；；；；““““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勇于不敢””””，，，，你可以很安全地你可以很安全地你可以很安全地你可以很安全地““““活活活活””””着着着着。。。。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转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转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转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转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墨经墨经墨经墨经》》》》上说上说上说上说：：：：        

勇勇勇勇，，，，志之所以志之所以志之所以志之所以敢也敢也敢也敢也。。。。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        

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并不因并不因并不因并不因

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墨子真是善于辨析墨子真是善于辨析墨子真是善于辨析墨子真是善于辨析，，，，他这里就说得好他这里就说得好他这里就说得好他这里就说得好

极了极了极了极了。。。。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勇敢与不勇敢勇敢与不勇敢勇敢与不勇敢勇敢与不勇敢，，，，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相互依存。。。。恰是因为某一方面恰是因为某一方面恰是因为某一方面恰是因为某一方面

勇敢勇敢勇敢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则必羞于退缩则必羞于退缩则必羞于退缩则必羞于退缩。。。。反之亦然反之亦然反之亦然反之亦然：：：：

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才特勇才特勇才特勇才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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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做懦夫与孱头于做懦夫与孱头于做懦夫与孱头于做懦夫与孱头，，，，勇于放弃自尊勇于放弃自尊勇于放弃自尊勇于放弃自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断送老头皮断送老头皮断送老头皮断送老头皮””””（（（（东坡诗东坡诗东坡诗东坡诗），），），），才特敢于才特敢于才特敢于才特敢于

不要老脸皮不要老脸皮不要老脸皮不要老脸皮。。。。        

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良好的没有良好的没有良好的没有良好的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

没有文化负担没有文化负担没有文化负担没有文化负担（（（（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这这这这

““““痛苦痛苦痛苦痛苦””””，，，，这这这这““““负担负担负担负担””””，，，，是人生的枷锁是人生的枷锁是人生的枷锁是人生的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那不就成了如那不就成了如那不就成了如那不就成了如

孟子所说的孟子所说的孟子所说的孟子所说的““““放僻邪侈放僻邪侈放僻邪侈放僻邪侈．．．．无不为己无不为己无不为己无不为己””””的恶棍了么的恶棍了么的恶棍了么的恶棍了么？？？？这也可以解释这也可以解释这也可以解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为什么在中为什么在中为什么在中

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得志者往往是小人得志者往往是小人得志者往往是小人得志者往往是小人，，，，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

现象呢现象呢现象呢现象呢。。。。        

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

此卑鄙地活着么此卑鄙地活着么此卑鄙地活着么此卑鄙地活着么？？？？        

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否定老子否定老子否定老子否定老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因因因

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我们自身也我们自身也我们自身也我们自身也太肮太肮太肮太肮

脏了脏了脏了脏了。。。。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

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

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        

辩护一辩护一辩护一辩护一，，，，前面我提到前面我提到前面我提到前面我提到，，，，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有些有些有些有些

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就我们就我们就我们就

看刚才分析的句子看刚才分析的句子看刚才分析的句子看刚才分析的句子，，，，““““勇于敢则杀勇于敢则杀勇于敢则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则活勇于不敢则活””””，，，，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

子的理论主张的子的理论主张的子的理论主张的子的理论主张的，，，，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

象象象象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        

辩护二辩护二辩护二辩护二，，，，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读老子的著作读老子的著作读老子的著作读老子的著作，，，，重要的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不

是看他提倡什么是看他提倡什么是看他提倡什么是看他提倡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

状态是多么可怕状态是多么可怕状态是多么可怕状态是多么可怕。。。。        

鲍鹏山先生也许正是从此处读出了《老子》的“如此下贱如此卑鄙”，深

感震惊，经过痛苦的思考，总算找到了替《老子》“辩护”的理由，但更觉得

要对世人说一说，“因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那样社会就太卑

污了，我们自身也太肮脏了。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这样的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正说明亟需对严重歪曲、误读《老子》本意的注释

本系统做拨乱反正的工作。都是错误的注释惹的祸。  

“敢”，今天理解为“不怕”，“不敢”就是“怕”。在《老子》时代，

“敢”是进取的意思。《说文》：“敢，进取也。”“不敢”，译成现代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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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进一步”。 “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进一步抢在天下人前面”。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帮助众生按天性自然发展，而没有进一步

的作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帛书甲、乙本都作“勇于敢则杀，勇于

不敢则栝”。“杀”是“杀矢”的简称，杀矢是用于射猛兽的利箭，“杀矢，

用诸田猎之矢也”（《周礼·考工记·冶氏》“冶氏为杀矢”郑玄注）；“栝”

是古代的射箭器，与弓弩相似。这句话的正确译解应为：“果决表现在进取上

就像利箭，果决表现在不进取上就像射箭器。”这是“不敢为天下先”的形象

表述。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公理，“道

法自然”中的“自然”即是这条公理的省称，“不敢为天下先”是这条公理的

遮法表述，详见《老子走近青年·综论》。这里要说的是，《老子》是中国第

一本站在民本立场上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当时的读者对象是侯王，所以，

“不敢为天下先”、 “勇于不敢”都是针对统治者说的。其他如“唯小”、

“处下”、“守弱”，也是针对侯王说的，是“大者唯小”、“上者处下”、

“强者守弱”。都是《老子》鲜明的民本立场的体现，决不是什么“充满毒素

的智慧”。  

鲍鹏鲍鹏鲍鹏鲍鹏山山山山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先生说：：：：        

小国寡民小国寡民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虽有舟虽有舟虽有舟

舆舆舆舆，，，，无所乘之无所乘之无所乘之无所乘之；；；；虽有甲兵虽有甲兵虽有甲兵虽有甲兵，，，，无所阵之无所阵之无所阵之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甘其食甘其食甘其食，，，，

美其服美其服美其服美其服，，，，乐其俗乐其俗乐其俗乐其俗，，，，安其居安其居安其居安其居。。。。邻国相望邻国相望邻国相望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鸡犬之声相闻鸡犬之声相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民至老死不民至老死不民至老死不

相往来相往来相往来相往来。（。（。（。（第八十章第八十章第八十章第八十章））））        

国小国小国小国小，，，，民少民少民少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出于管这是出于管这是出于管这是出于管

理上的需要理上的需要理上的需要理上的需要，，，，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

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小国林立小国林立小国林立小国林立，，，，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

可能的选择吧可能的选择吧可能的选择吧可能的选择吧，，，，要要要要““““偷渡偷渡偷渡偷渡””””不就容易些么不就容易些么不就容易些么不就容易些么？？？？拾起腿就可以拾起腿就可以拾起腿就可以拾起腿就可以““““适彼乐适彼乐适彼乐适彼乐

土土土土””””。。。。我看这一切还是出于我看这一切还是出于我看这一切还是出于我看这一切还是出于““““绝圣去智绝圣去智绝圣去智绝圣去智””””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有什有什有什有什

佰之器而不用佰之器而不用佰之器而不用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有舟舆无所乘之有舟舆无所乘之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

没有用场了没有用场了没有用场了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自然也就会绝迹自然也就会绝迹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机巧之械机巧之械机巧之械””””的绝迹的绝迹的绝迹的绝迹，，，，根据后来根据后来根据后来根据后来的的的的

庄庄庄庄周周周周先生的观察先生的观察先生的观察先生的观察，，，，是可以杜绝人的是可以杜绝人的是可以杜绝人的是可以杜绝人的““““机巧之心机巧之心机巧之心机巧之心””””的的的的。。。。技术的世界技术的世界技术的世界技术的世界，，，，

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太重智慧太重智慧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可能损害德性可能损害德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这是中国古代这是中国古代这是中国古代

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文文文文

化化化化、、、、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是以传统的往往是以传统的往往是以传统的往往是以传统的

崩崩崩崩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在在在在““““结绳而治结绳而治结绳而治结绳而治””””的古朴的古朴的古朴的古朴

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为了人性的纯洁为了人性的纯洁为了人性的纯洁为了人性的纯洁，，，，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        

与此相应的与此相应的与此相应的与此相应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纽带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纽带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纽带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

纽带中去纽带中去纽带中去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回到家族中去回到家族中去回到家族中去。。。。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

的协作关系的协作关系的协作关系的协作关系、、、、分工关系分工关系分工关系分工关系、、、、阶级关系阶级关系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如同一如同一如同一如同一

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

斑鸠的关系斑鸠的关系斑鸠的关系斑鸠的关系，，，，彼此心无牵挂彼此心无牵挂彼此心无牵挂彼此心无牵挂，，，，却又和平共处却又和平共处却又和平共处却又和平共处。。。。看来老子对人与看来老子对人与看来老子对人与看来老子对人与人之人之人之人之

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抱悲观的态度抱悲观的态度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所以他要人不远徙所以他要人不远徙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安其安其安其

居居居居，，，，乐其俗乐其俗乐其俗乐其俗，，，，邻国相望邻国相望邻国相望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可见国之小可见国之小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

但人却必须但人却必须但人却必须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是是是是““““无为无为无为无为””””的结果的结果的结果的结果，，，，既既既既

然然然然““““无为无为无为无为””””，，，，哪有往来哪有往来哪有往来哪有往来？？？？又何必往来又何必往来又何必往来又何必往来？？？？也是也是也是也是““““无为无为无为无为””””的手段的手段的手段的手段，，，，既然既然既然既然

不相往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怎么去怎么去怎么去怎么去““““有为有为有为有为””””？？？？        

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

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他认为这种制度是““““有为有为有为有为””””的结果的结果的结果的结果，，，，是人类退化的标志是人类退化的标志是人类退化的标志是人类退化的标志。。。。

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近于一笔抹杀近于一笔抹杀近于一笔抹杀近于一笔抹杀。。。。作为国家档案馆作为国家档案馆作为国家档案馆作为国家档案馆

的馆长的馆长的馆长的馆长；；；；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否定周文否定周文否定周文否定周文、、、、周武以及天才政周武以及天才政周武以及天才政周武以及天才政

治家和伟大道德治家和伟大道德治家和伟大道德治家和伟大道德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

文化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制度，，，，必欲瓦解之而后快必欲瓦解之而后快必欲瓦解之而后快必欲瓦解之而后快，，，，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什么行为？？？？他的这套理论欲置他的这套理论欲置他的这套理论欲置他的这套理论欲置

周天子于何地周天子于何地周天子于何地周天子于何地？？？？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进而霸进而霸进而霸进而霸

有天下有天下有天下有天下，，，，难道错了吗难道错了吗难道错了吗难道错了吗？？？？他想让周天子要去当一个小小的他想让周天子要去当一个小小的他想让周天子要去当一个小小的他想让周天子要去当一个小小的、、、、连邻国鸡连邻国鸡连邻国鸡连邻国鸡

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好荒好荒好荒好荒

谬的建议谬的建议谬的建议谬的建议！！！！好悖忤的言论好悖忤的言论好悖忤的言论好悖忤的言论！！！！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好伟大的批判勇气好伟大的批判勇气好伟大的批判勇气好伟大的批判勇气！！！！        

这也是错误注释本惹的祸。本章甄读的白话译解为：  

即使在邦国土地小即使在邦国土地小即使在邦国土地小即使在邦国土地小、、、、人口少的落后状态下人口少的落后状态下人口少的落后状态下人口少的落后状态下，，，，如果君主在用餐时不摆十多如果君主在用餐时不摆十多如果君主在用餐时不摆十多如果君主在用餐时不摆十多

盆百多碗的奢华排场盆百多碗的奢华排场盆百多碗的奢华排场盆百多碗的奢华排场，，，，就能使民众珍惜生命不远途迁徙就能使民众珍惜生命不远途迁徙就能使民众珍惜生命不远途迁徙就能使民众珍惜生命不远途迁徙。。。。君主虽然有船君主虽然有船君主虽然有船君主虽然有船，，，，不征不征不征不征

男夫来刻镂男夫来刻镂男夫来刻镂男夫来刻镂，，，，虽然有车虽然有车虽然有车虽然有车，，，，不调女工来文绣不调女工来文绣不调女工来文绣不调女工来文绣，，，，不轻易动用不轻易动用不轻易动用不轻易动用；；；；虽然可以召集壮丁虽然可以召集壮丁虽然可以召集壮丁虽然可以召集壮丁，，，，

使他们披铠甲带武器变成军队使他们披铠甲带武器变成军队使他们披铠甲带武器变成军队使他们披铠甲带武器变成军队，，，，但轻易不搞大规模军事演习但轻易不搞大规模军事演习但轻易不搞大规模军事演习但轻易不搞大规模军事演习、、、、不开战打仗不开战打仗不开战打仗不开战打仗；；；；使使使使

民众可以用线绳结成捕兽打鱼的网罟民众可以用线绳结成捕兽打鱼的网罟民众可以用线绳结成捕兽打鱼的网罟民众可以用线绳结成捕兽打鱼的网罟，，，，从事正常的渔猎等生产劳动从事正常的渔猎等生产劳动从事正常的渔猎等生产劳动从事正常的渔猎等生产劳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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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就会感到他们的食物是甘甜的民就会感到他们的食物是甘甜的民就会感到他们的食物是甘甜的民就会感到他们的食物是甘甜的，，，，他们的衣服是上好的他们的衣服是上好的他们的衣服是上好的他们的衣服是上好的，，，，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安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安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安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安

宁的宁的宁的宁的，，，，他们的风俗是和乐的他们的风俗是和乐的他们的风俗是和乐的他们的风俗是和乐的。。。。哪怕接邻的他邦人家可以望得见哪怕接邻的他邦人家可以望得见哪怕接邻的他邦人家可以望得见哪怕接邻的他邦人家可以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鸡鸣狗吠之声鸡鸣狗吠之声鸡鸣狗吠之声

都能听见都能听见都能听见都能听见，，，，但民众到老死也不会成群地迁居到他但民众到老死也不会成群地迁居到他但民众到老死也不会成群地迁居到他但民众到老死也不会成群地迁居到他邦去邦去邦去邦去。。。。  

“小邦（国）寡民”是当时事实的落后状态，作为本段论述的假设前提，

而不是《老子》向往的理想国。“什伯之器”是指君主、贵族用餐时的豪华排

场，而不是什么先进武器或机械、工具。“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是指轻徭役和兵役，不是反对乘用车船和必要的武装。“结绳”

不是“结绳记事”，而是“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从事渔猎生产，代

指生产劳动，说明《老子》根本不是反对发展生产力，而是呼吁让民众从沉重

的徭役与兵役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投入生产，是保护劳动者，保护生产力。

“往来”不是今天理解的“来往”，而是民众迫于生计的迁徙，离乡背井，流

离失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情。详细考证请阅《还吾老子》。  

另外，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

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鲍鹏山先生采信了从韩非子

开始的曲解，把“必固”偷换成了“必先”。“固”是本来的意思，

是存在于“将欲”这个“意念”之前，偷换成“必先”，虽然在“翕

之”“弱之”“废之”“取之”等动作之前，却产生于“将欲”意念

之后，于是，揭示客观规律的名言，就变成了阴谋哲学的策略。这段

话的正确白话译文是：  

将要收敛的将要收敛的将要收敛的将要收敛的，，，，必定是本来必定是本来必定是本来必定是本来过于张扬的过于张扬的过于张扬的过于张扬的；；；；将要削弱的将要削弱的将要削弱的将要削弱的，，，，必定是本必定是本必定是本必定是本

来过于强盛的来过于强盛的来过于强盛的来过于强盛的；；；；将要废除的将要废除的将要废除的将要废除的，，，，必定是本来过于兴旺的必定是本来过于兴旺的必定是本来过于兴旺的必定是本来过于兴旺的；；；；将要剥夺的将要剥夺的将要剥夺的将要剥夺的，，，，

必定是本来太多给予的必定是本来太多给予的必定是本来太多给予的必定是本来太多给予的。。。。        

还有“牝恒以静胜牡”、“柔弱胜刚强”的“胜”，鲍鹏山先生

理解为“战胜”，其实是“承当”的意思。《说文解字》：“胜，任

也。”《老子》中的“胜”都作“承当”解，包括“战胜”，《还吾

老子》中有详细辨析。  

鲍鹏山先生根据错误的注释，以此作为老子哲学是阴谋哲学的有力证据，

只要在概念上进行甄别，就显见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了。  

鲍鹏山先生还把“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

智也”，作为《老子》推行愚民政策的证据，也是误读的结果。  

“以明”、“以愚”，“以”＋动词或作动词用的形容词，用于两者比较，

是《老子》中特殊的用词，“以明”、“以愚”不是“使明”、“使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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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于”“愚于”。与此相似的是“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

大邦，则取于大邦”，“以下”不是“使下”，而是“下于”。  

“以其智也”，“其”指的是统治者，不是指“民”，有“民之难治，以

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还真本《老子》第三十八篇德章〔王弼本《老子》

第七十五章〕）为证。  

故而，这句话的正确白话译文应该是：  

依道而行的依道而行的依道而行的依道而行的君主君主君主君主，，，，不是把自己放在比人民高明的位置上不是把自己放在比人民高明的位置上不是把自己放在比人民高明的位置上不是把自己放在比人民高明的位置上，，，，而是要把自己而是要把自己而是要把自己而是要把自己

放在比他们愚笨的位置上放在比他们愚笨的位置上放在比他们愚笨的位置上放在比他们愚笨的位置上。。。。民众的难以治理民众的难以治理民众的难以治理民众的难以治理，，，，就因为高高在上者认为自己有智就因为高高在上者认为自己有智就因为高高在上者认为自己有智就因为高高在上者认为自己有智

慧慧慧慧。。。。  

若说“愚”，《老子》提出的是“愚君”观点，与“愚民”政策正相反。  

顺便说一句，作为孔子主张“愚民”的罪证：“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正确的白话译解应为：  

如果民众的力量可以使用如果民众的力量可以使用如果民众的力量可以使用如果民众的力量可以使用，，，，就随顺他们就随顺他们就随顺他们就随顺他们；；；；如果民众的力量不能够如果民众的力量不能够如果民众的力量不能够如果民众的力量不能够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就要去了解他们就要去了解他们就要去了解他们就要去了解他们。。。。（请参阅拙著《孔子原来这么说》。）  

最后要说一下，《老子》思想之伟大，《老子》提出的生命哲学之高明，

不是通过对这几段被鲍鹏山先生错解的《老子》章句拨乱反正，就可以充分领

略、入其堂奥的。还是要去读全文，要从整体上去领会、把握。而且，我是越

读越觉得《老子》博大精深，深不可测，每次都有新的启示。我的“颠覆性”

注释，也不过是“指月之指”、登山的拐杖而已。我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传世

宝典感到自豪，为中国人有读解、传承这样的经典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感到荣幸，

但从鲍鹏山“现代解读”之例，也可知提倡国学、提倡读经，尤以对旧注的清

理、甄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当务之急。否则，不仅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更可能是将婴儿当洗澡水倒掉。但愿此文能起到一个提醒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