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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本期撰稿人：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李晓英 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暨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
智慧之光。 大家好！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生活中， 我们常用委曲求全来形容
为了顾全大局而暂时忍让， 彰显着能屈
能伸的智慧。 让我们在今天的第二十二
章中，感悟委曲求全、谦下不争的深刻内
涵。

原文：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
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执一为天
下式。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 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
者，岂虚言哉！ 诚全而归之。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曲成万物
而不遗”，是说天地万物生成变化都是迂
回曲折、无往不复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的
九曲十八弯造就了万人趋之若鹜的自然

景观。 山峦起伏，河海流动，树木生长这
是大自然“曲”的完美体现，尤其是小溪
汇聚成江海，不仅是因为它们激流勇进，
更因为它们懂得避开障碍绕道而行，践
行着一个“曲”字，最终体面地完成一个
“全”字。 在《道德经》中可谓是富有太多
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 本章与之前章
节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老子把这种辩证法

的思想直接运用到人生层面上， 于是老
子在开篇便用了六个排比句“曲则全，枉

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来阐述事物存在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

面， 并以丰富的生活经验总结出带有智
慧的思想，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曲”指弯
曲、 不直，“曲则全” 可以理解为委曲求
全， 就是以谦卑的处事姿态避免外界伤
害，以此保全自我。 但实际生活中，我们
有多少次是因为直来直去、 有啥说啥而
落得事与愿违的结果呢？曲，看似舍近求
远，实际是峰回路转，在曲的过程中、转
弯的过程中，很多矛盾冲突也就消解了。
由此可见， 委曲求全彰显着一种生活的
智慧，处事的哲学。 历史上，以“曲则全”
的智慧达到目的的故事很多，比如：春秋
时期，齐景公喜欢上一只鸟，他让臣子烛
邹专门负责养这只鸟。 可是几天后这只
鸟飞跑了。齐景公非常生气要杀死烛邹。
国相晏子站在一旁请求说：“可不可以先
让我宣布烛邹的罪状，然后再杀他，让他
死得明白。 ”齐景公答应了。 晏子命人绑
了烛邹， 开始数落他的罪行：“大王叫你
养鸟，你不留心让鸟飞了，这是杀你的第
一条罪状。惹得大王为一只鸟就要杀人，
这是第二条。你死了不要紧，可是大王为
一只鸟而杀人的事传出去， 其他诸侯国
国君和国民会笑话我们齐国把一只鸟看

得比人的生命还重要， 这不是败坏大王
的声誉吗，有此三条，你就该杀。”齐景公

闻言笑了，命人赶快把烛邹放了，这就是
晏子“曲则全”的智慧。

“枉则直”，“枉 ”本义也是弯曲 ，后
引申为蒙受冤屈。 有屈必有伸、必有直，
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
胯下之辱等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屈是
为了更好的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枉”
的高姿态呢？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
险阻，委屈不一定可以求全 ，改变不了
客观，但可以改变自己，懂得运用 “曲 ”
“枉”的逆向思维，不执拗不把持 ，懂得
转弯，善于变通，换条路去走，有时候可
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惊喜 。 同
样，“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
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下雨的时候，雨水
一定是先填满低洼的地方，凸起的地方
是存不了水的；“创新者生， 守旧者亡”
任何事物都不是长久存在的，没有更替
这个世界就不能生生不已 ，有道是 “芳
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破旧
立新、变革创新 ，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少取反而多得 ，“少 ”是减少
私欲，欲望减损得越少 ，选择就会更单
一，做事专一自然会有所成就 ；贪多反
而会愈加迷惑 ，就像种庄稼 ，种太密了
反而收成不好，“贪多嚼不烂 ”“欲速则
不达”，什么都想要，最后折腾来折腾去
终会一无所有。 为了不让我们的生活失

去平和，让自己失去平静 ，唯有以平常
心对待，自然、谦逊、处下的生活态度才
是最高明的智慧。

尽管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已向我们

发出了谆谆教诲告诫我们，一种健全的
生命智慧， 不应该只关注肤浅的表面，
而应该洞察内在更为深刻的真实，多从
反面去获得更深的启示，所以我们既要
观赏枝叶的繁盛 ， 又要注意根底的牢
固，只有结实的根 ，才能长出茂盛的叶
来。 然而，生活中很多人内心存有两种
心思，一种是非常认同老子这种逆向思
维，另一种却仍然一味求全求盈 ，固守
陈旧，未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为什么
会这样呢？ 说到底还是侥幸心理作祟，
认为老子的这些话未必会在自己身上

灵验。 正因如此，就需要有人做出示范，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 “圣人执一为天下
式”，“一”就是“道”，“执一”就是守道 ，
守的什么道呢？ 守的是，把观察问题不
偏颇的“逆向因果 ”思维贯穿行为的始
终以正心明德，这样我们考虑问题才会
更全面， 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才
能成为天下范式、社会榜样。 老子正是
用这种辩证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看到“无为而无不为”而取“无为”、看到
“柔弱胜刚强”而取“柔弱 ”、看到 “夫唯
不争故无尤”而取“不争”。 说到不争，给

大家分享之前看到的一个小故事：1858
年，正当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 》时 ，他
收到了华莱士寄给他的一篇论文，论文
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花了
20 年心血进行研究整理的进化理论大
致相同。 因为华莱士的论文写在先，所
以收到信的当天，达尔文就建议立即发
表华莱士的论文， 而华莱士知道后，却
决定把优先权让给达尔文，他们这种谦
下不争的精神和虚心谦让的美德，成为
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他们的这个态
度最终是符合道的精神的。

人是生而平等的， 但个人的品德修
养却彰显着贵贱之别。有的人低调沉稳，
不动声色；有的人飞扬跋扈，特别喜欢显
摆自己，自以为是，喜欢自吹自擂，自居
有功。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自见、自是、自
伐、自矜。想想看，在生活中，我们身边总
有一些人本来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
却处处炫耀表功， 这样做就一定会得到
表彰吗？况且做的事大家都能看得见，何
必要自吹自擂惹人生厌呢？ 夸耀显摆自
己，看起来是提升自己的形象和价值，结
果却是贬低了自己， 暴露了自己的不成
熟和不稳重，越是骄傲自大，压人一头，
越是无人买账。 所以，从老子所说的“不
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
功；不自矜，故能长。 ”这番话中可知，一

个人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有道是“人不
为己，天诛地灭”，这个为，实则是修身修
为，我们唯有管控住自我表现的欲念，多
一些谦卑和自省，多一些慎思和明辨，做
到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自然
产出“明、彰、功、长”的效果。在这里举个
例子，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虽拥
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他不仅能在中书
省起草的征兵文件中采纳魏征的建议，
还规定皇帝的主张都要交由中书省讨论

通过，并由门下省审核之后才能生效。他
自觉限制自己拥有的权力， 是因为他懂
得不固执己见，才能明辨是非；不自以为
是，才能有真知灼见的道理。 所以，老子
的这一番感慨， 包括之前我们曾讲过孔
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老子的这
“四不”有着惊人的一致，都是在提醒我
们觉悟智慧的重要性。

总之，在这一章，老子通过阐述“曲
则全”“枉则直”不仅提出了“不洼不盈”
“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而且表达了对
委曲求全、能屈能伸、少取多得、贪多迷
惑的智慧见解，道理至简，寓意深刻。 生
活中， 我们若能做到谦逊明达、 守柔处
下，就会有知足常乐的淡泊宁静，就会有
“白发渔樵桥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的
从容心境， 这是为人之要， 也是成事之
法。 （记者 黄佳 整理）②16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本期撰稿人：陈大明 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秘书长,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
智慧之光。 大家好！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老子说：“孔德之
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冥兮窈兮，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吾何以
知众甫之状哉？ 以此。 ”

老子在这一章进一步说明道的本

体，描述道长什么样，道的本体中含有什
么东西， 强调准确认识和把握道的重要
性。 总的看，这一章可分三层来理解。 第
一层， 老子从德与道的关系入手展开论
述， 开篇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孔
德之容，惟道是从。 ”这里的“道”指的是
道的本体，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宇宙里
无形无象地运行， 人类就是伴随着道的
运行化生出来的。这样，在每个人身上就
都包含有道的成分，这些成分就是德。德
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 道是通过德而显
现在人类社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德是
道的形式， 道是德的内容， 二者互相依
存。 如果没有道，就不会有德的功用；如
果没有德，也不能显示道的力量。人不离
德，德不离人，但最终德是服从于道的，
大德的样态运行， 都要以道为唯一的法

则和准绳。
既然德要“惟道是从”，遵从道，跟随

道，依据道的规律行事，那就要真正的认
知“道”。而要真正的认知“道”，必须采取
正确有效的认知方法。在老子看来，关键
是要弄清楚道体中究竟包含有什么东

西？这些东西具有哪些能量与特性，并在
这个基础上加以准确把握， 转化成个人
的德性，形成全社会效仿与践行的德行，
才能够真正实现“惟道是从”。

于是， 就自然进入到这一章的第二
层，着重讲道体。老子先总说，后分述。先
从总体上描述道体。说它作为一个“物”，
不是人们常识中的具体物体和事物，而
是“惟恍惟惚”的存在。 也就是表面看似
乎是混混沌沌、模模糊糊的，但实际上却
是一种似无而实有， 实有而又仿佛是无
的存在。

接下来的分述才是重点 。 老子具
体分析并回答了这种 “惟恍惟惚 ”、似
无而又实有的存在是什么状态 ， 也就
是道体中所包含的具有超越万物又能

够生成万物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 让人
钦佩的是 ， 老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
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冥兮窈兮 ，

其中有信 。 ”在老子看来 ，道体是那样
的惚惚恍恍 ， 其中却有迹象 ； 是那样
的深远暗昧 ， 其中却有精质 ； 是那样
的暗昧深远 ， 其中却是可信验的 。 我
觉得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这是老
子对道体长什么样 、 是什么状态 、以
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最全面 、 最准确
的解释 。

历来人们对“象”“物”“精”“信”有不
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个“象”，是没有形
成具体的自然物时的形象；这个“物”，是
生成万物的原质；这个“精”，是养育万物
的纯真精气，是万物的精华、精髓和内在
的生命力；这个“信”，是一种生命信息，
宏观、中观、微观世界里都存在着这种生
命信息。

世间万物丰富多彩、 姿态各异，社
会万象变幻纷纭 ，就像万花筒 ，似乎无
法认识，无从把握。 其实不然，就是要从
道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似无实有、有无
相生的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入手，透过
恍惚的外表，抓住隐含其中的“象”“物”
“精”“信”。 通俗一点说，就是透过表面
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 ，抓住事物的根
本。 这就进入到这一章的第三层，用老
子的话说就是 “以阅众甫”，“甫” 有开

始、开端的意思，“众甫 ”指很多事物的
开端。 也就是用来认识和把握宇宙间、
社会中万事万物的起始和来源，而且这
种起始和来源是“自今及古，其名不去”
的存在。

这一章以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 ？
以此。 ”这一自问自答的句式作结。 老
子直接用第一人称 “吾 ”，意在加强对
上述分析的强调 ， 增加了可信度与感
染力。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章和第十四章
是姊妹篇，都在描述道体。 一是说道体
是“夷”“希”“微”的状态，二是说道体是
其中有“象”“物”“精”“信”的存在。 得出
的结论，一是“执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 。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 ”，二是 “自今及
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这两个结论
是互补会通的 ，无论是以古御今 ，还是
自今及古 ，都是道的显现 ，都是道的规
律在起作用。 第十四章指出道体是“无
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的存在 ，
未作详细阐释，到这一章则对“惚恍”展
开分析 ， 指出其中有 “象 ”“物 ”“精 ”
“信”，在第十四章的基础上作了充实与
深化。

从“大化流行”角度看是这样。 换一

个角度，我们说，自今及古，文化没有消
失，文明没有消亡，而是“其名不去”，以
道的方式保存并传递着人类文化和文

明的遗传密码与承续基因，具体表现为
地上、地下的文物遗存。 现在的考古发
掘是“自今及古”“能知古始 ”的最佳方
式。

舞阳贾湖遗址龟甲上刻划的 “目”，
是距今一万年的人类祖先投向当代的热

切目光，而贾湖骨笛吹奏出的，是在皎洁
月光下回荡在蛮荒时代华夏大地上的最

古老的小夜曲； 从天水大地湾遗址的议
事厅到淮阳平粮台古宛丘都城南门埋设

的陶质排水管道，再到太昊陵遗存，我们
看到遥远而真实的伏羲时代和神农部落

的先民们沿黄河东行，定都宛丘，一画开
天， 奠定了华夏民族精神世界的第一块
基石， 引导先民从蒙昧走向初始的农业
文明。

今天我们站在鹿邑太清宫遗址 ，
仿佛看到少年老子在涡河岸边观水悟

道 ， 听恩师常枞传授柔弱胜刚强之道
的情景 。 登上升仙台 ， 仿佛听到老子
说道论德的声音在两千多年的时空里

所发出的遥远而又深沉的回响 ； 站在
淮阳弦歌台 ， 能够真切感受到为 “克

己复礼 ” 而周游列国的孔子师徒 ，虽
陷逆境 、 遭困顿仍不改其志的执着与
坚毅 。

这就是文物遗存所蕴含的两千多年

前、四千多年前、七千多年前乃至一万年
前真实场景的再现。 是道转化为人世间
的德在贾湖先民、伏羲时代、尧舜禹时代
和老子、孔子及其弟子身上的再现。从这
种再现中，我们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能够“以今知古”。这种再现，正说明
道是亘古长存、“其名不去”的，老子“道”
“德”理念所包含的规律、法则是永远不
会消失的， 它已经转化成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文明追求，融化在我们的血液
里， 成为鲜活的历史印记和精神文化标
识而传承不息。

这一章以道与德的关系领起， 阐述
道体的基本构成和其中有 “象 ”“物 ”
“精”“信”的基本特征，探讨了通过认知
道、体悟道，并最终把握道，透过纷繁事
物的表象，抓住万事万物根本的基本途
径，强调了“自今及古 ，其名不去 ，以阅
众甫”的重要性，得出了“吾何以知众甫
之状哉？ 以此。 ”的结论。 老子的精辟见
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我们深
入学习与体悟。 （记者 黄佳 整理）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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