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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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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老
子在这一章着重谈了认识和把握

天道规律的方法，并指出准确把握
并运用天道规律的重要作用。 老子
说：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
以观复。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归
根曰静，静曰复命。 复命曰常，知常
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
乃公，公乃全，全乃天 ，天乃道 ，道
乃久，没身不殆。

这一章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
追求“虚”，要达到极点；守住“静”，
要完全入定。 万物一齐兴起生长，
我就从这里观看它们的循环往复。
天道圆转 ，周而复始 ，各自要返回
到它们的本根 。 返回本根叫做寂
静，寂静叫做回归本来状态。 回归
本来状态叫作永恒的规律，认识永
恒的规律叫作明智。 不认识和把握
规律，轻举妄动就会招致凶险。 认
识和把握规律才会包容万物，包容
万物才会坦荡公平，坦荡公平才会
普遍周全 ， 普遍周全才会合乎自
然，合乎自然才会与道同行 ，与道
同行才会保持长久，一生一世才不
会有危险。

这一章可以分三个意群来理

解。
第一个意群 ：从开篇到 “吾以

观复”。
开篇的致虚极：致，达到。 虚，

虚空，没有任何杂念与欲望。 极，极
端、顶点。 意思是达到极端的空虚
无欲 ，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 ，不抱
有任何固执偏见。

守静笃 ：笃 ，笃实 、诚笃 、坚定
不移。 意思是持守彻底的清静。

万物并作：并，一同、一齐。 作，
兴起、生长。 意思是万物一同兴起
生长。

吾以观复 ：复 ，返 、周而复始 。
意思是静观万物的循环往复，周而
复始。

第一个意群老子一上来就阐

明了“观复”的前提是 “致虚极 ，守
静笃”，也就是要虚到极点，静到极
点。在极虚、极静，近于“真空”状态
的、一片纯真的心境中 ，才能够不
受任何干扰的“观复”。只有具备了
这个前提 ，才能进入 “观复 ”的程
序。否则，在有杂念混入、欲望生长
的心境中，是观察不出事物的真相
来的。 在老子看来，世间万物林林
总总 ，竞相成长 ，呈现出五彩缤纷
的景象，而且瞬息万变，日新月异。
尽管外部世界很纷乱，但只要自己

的心不乱 ，是在极虚 、极静的心境
下认识 、观察宇宙万物的 ，就能够
透过缤纷的表象，观察并揭示出宇
宙万物圆转运行 、 周而复始的真
相。

第二个意群：从“天道圆圆”到
“不知常，妄作凶”。

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圆圆，
圆转不已，周而复始。 指天道的运
行方式。 根，本根、本源。 意思是天
道循环 ，周转不息 ，常常返回到各
自的本根。 应该指出的是，传世本
《道德经》这一句是“夫物芸芸”，我
们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道
德经》版本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
简本的表述 ，改为 “天道圆圆 ”，这
样更贴近老子思想。

归根曰静：归根，回归本原。 意
思是回归到本原状态叫作“静”。

静曰复命 ：复命 ，本义是完成
使命后的回复，在这里指万物顺应
自然，返本归初。 意思是“静”就叫
做顺应自然，返本归初。

复命曰常：常，常理，指万物生
长运行中永恒不变的规律。 意思是
顺应自然、返本归初是永恒不变的
规律。

知常曰明：明，通达、明智。 意
思是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规律叫做

通达明智。
不知常，妄作凶：妄作，轻举妄

动 ，肆意胡为 ，也就是所谓的 “有
为”。 意思是不遵守规律、造作妄为
便会招致凶险。

第二个意群用 “天道圆圆，各
复归其根 ”领起 ，强调要从天道运
行方式入手观察并把握世间万物

的根本。 接下来，用顶针修辞手法
展开 ， 具体说明怎样才算是认识
并把握了天道运行的根本 。 这本
来是一道复杂难解的题目 ， 在老
子笔下 ，却说得明明白白 ，也就是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复命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追寻
到世间万物的根本后 ， 要在极静
的心境下观察认识 ， 最终把握蕴
含其中的常规常理 ， 也就是规律
性的东西。 在老子看来，到了这种
程度才叫做明智 。 为了提醒人们
对 “知常 ”重要性的关注 ，又特地
从反面告诫人们 “不知常 ， 妄作
凶 ”。 也就是不明天道 、不遵从规
律的造作妄为 ， 就会陷入凶险的
境地。

第三个意群：从“知常容，容乃
公”，到本章结束。

知常容 ：容 ，包容 、无所不包 。
意思是认识并把握宇宙万物的规

律就能做到宽厚仁爱，大度包容。
容乃公 ：公 ，公平 、无执无偏 。

意思是大度包容就能做到无执无

偏。
公乃全 ，全乃天 ：全 ，普遍周

全。天，天然、自然，指顺应自然。意
思是坦荡公平才能做到普遍周全，
普遍周全才能做到顺应自然。

天乃道， 道乃久， 没身不殆：
道，自然大道，这里指与道同行。 没
身，终身。 不殆，不遭危险。 意思是
顺应自然才会与道同行，与道同行
才会保持长久 ， 终生都不会有凶
险。

第三个意群老子进一步引申

发挥，阐明认识和把握宇宙万物的
根本及蕴含其中规律的作用，就在
于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准确地体悟

并把握道。 而达到了准确体悟并把
握道的程度 ，才能够长久 ，并且终
身都不会招致凶险。 在老子看来，
道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如何认
识并把握道呢？ 就需要在“致虚极，
守静笃 ”的前提下 ，经由 “吾以观
复”的过程才行。 其中的关键是要
循道而行，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
象，抓住事物的根本，因为“天道圆
圆，各复归其根”。

也就是说 ， 事物虽然千变万
化 ， 但是最终都要回到它的根本
上。 树木长高了，最后还是脱离不
了它的根，“落叶归根”就是这个道
理；人们离家远行 ，年纪大了就会
思念家乡，很多人总是想最初从哪
里来，最终还回到哪里去。乡音、乡
情、乡愁和家乡的味道一辈子也忘
不了；白居易以“离离原上草，一岁
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的美妙诗句赞美小草旺盛的生命

力 。 小草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顽
强，就是因为它有深植于大地中的
根 。 古代的大禹能够成功治理水
患，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水必须疏导
这个根本； 他的父亲鲧的失败，就
在于一味地去堵，没有真正了解水
性，背离了治水的根本。可见，变幻
纷繁的万事万物中总是有一个不

变的根本，也就是存在于其中的事
物发展的规律，只有认识并把握住
了这个根本和规律性的东西，才能
更好地解决问题。

抓住事物的根本，人们经常听
到的一句话就是 “西医治标 ，中医
治本 ”，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 中
医承载着几千年来古代劳动人民

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知识 ， 具有
悠久而深远的历史 。 早在远古时
代，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三千

多年前的甲骨文上 ， 已经有了关
于医疗卫生以及相关疾病的记

载 ，《黄帝内经 》 则是中国现存最
早的中医理论专著 。 中医学说注
重整体观念 ， 强调人与自然界有
着密切联系 。 认为作为宇宙精华
的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 ，
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 ，就会生病 。
中医从人体阴阳平衡与自然界阴

阳平衡紧密相连这个根本入手 ，
探索自然界这个大整体对人体这

个小整体的影响与制约 ， 分析致
病的终极原因 ， 再从整体视角辨
证施治，收到显著效果。 这次抗击
新冠肺炎 ， 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
礼院士和他的团队所研制的中医

药方剂，就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医
阴阳对立统一 、 辨证施治的学说
与老子的“知常曰明 ”“没身不殆 ”
的思想如出一辙。 古今医家，很多
人都是精通道家 、精通老子 《道德
经》的。

在社会治理中，开国领袖毛泽
东是善于抓住事物根本的典范 。
1917 年 8 月 23 日，时年 24 岁的毛
泽东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提

出了要注意把握“本原”或“大本大
原”, 认识到对事物一定要抓住它
的根本 ，根本抓住了 ，枝节问题就
会迎刃而解 。 黎锦熙接到这封信
后 ，大为感慨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道：“得润之书 ，大有见地 ，非庸碌
者。 ”毛泽东还在革命和建设实践
中总结出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有

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写出
了著名的《矛盾论》。 精辟指出，主
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处于

支配地位 ， 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
用。 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
问题的关键； 解决了主要矛盾，其
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抓根本 、抓主要矛盾 ，历来都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工

作方法 。 肩负社会治理重任的各
级领导干部和社会管理者 ， 应认
真学习体悟老子的 “归根 ”“知常 ”
思想 ， 处理问题时善于抓住事物
的根本 ， 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关
切与期盼。

总之 ，老子在本章提出了 “致
虚”“守静”“归根”“复命”“知常”五
个重要命题，主张以虚心宁静的立
场与态度来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

变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越功
利，把握大道。 这既是学道、悟道、
体道的真谛，也是人生和社会治理
的大法 ，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
鉴。 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