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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优秀文化 ， 解读历史经
典， 开启智慧之光。 今天我们共同
学习 《道德经》 第二十七章。

原文： 善行无辙迹， 善言无瑕
谪， 善数不用筹策， 善闭无关楗而
不可开，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是
以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
救物， 故无弃物。 是谓袭明。 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者善人之
资。 不贵其师， 不爱其资， 虽智大
迷， 是谓要妙。

解析： 这一章全文的主旨都在
讲一个 “善 ” 字 。 在 《道德经 》
中， “善” 既可以作名词和形容词
用 ， 意思是美好的 ， 也可作动词
“擅长” “善于 ” 用 。 “善 ” 字首
次出现是在 《道德经 》 的第二章 ，
老子感叹道 ： “天下皆知善之为
善， 斯不善矣 。” 告诫人们不能汲
汲于功利性的 “善 ” ； 第二十章
“善之与恶 ， 相去何若 ？ ” 中的
“善 ”， 体现着善与恶有相对性和
转化性。 而老子认为 “善为道者 ”
应当追求与 “道 ” 相近的善 ， 那
么水最接近于 “道 ”， 尤其是水有
着 “居善地 ” “心善渊 ” 等 “七
善 ” 美德 ， 这个 “善 ” 便是作动
词讲 “善于 ” 的意思 ， 这和本章
所提到 “善 ” 字的用意表达是一
致的 。 在本章开篇老子用排比和
暗喻的手法提出 “五善 ”， 来阐明
含藏智慧的人在行为品格上的修

养 ， 也是讲述得道之人所具备的
五种能力， 具体是哪 “五善 ” 呢 ？
下面我们来逐一了解。

首先是 “善行无辙迹 ”。 字面
含义是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痕

迹。 王弼对这句话的注释是 “顺自
然而行， 不造不始， 故物得至而无
辙迹也”。 那就是按照应该做的基
本准则采取的行为是不会留下痕迹

的。 因为这种行为是符合规律， 符
合一般性的要求， 便不会留下痕迹
也不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道
德经》 总体来说是强调人应该遵循
自然规律， 顺势而为， 来实现自己
的人生目的 ， 实现自己的行事目
的 。 在这个过程中 ， 因为符合规
律， 顺势而为， 而不至于留下任何
明显的痕迹， 无论这种痕迹是正面
的还是负面的。 这实则表达了老子
不强为的主张， 符合道德经 “自然
无为” 的基本思想。 老子对这句话
的表达更多地倾向于得道之人所具

备的一种行动方式和能力。
第二个是 “善言无瑕谪 ” 。

“言” 字在 《道德经》 里出现多次，

如 “行不言之教” (第二章）； “多
言数穷” （第五章）； “希言自然”
（第二十三章） 从这几处 “言” 字，
可以看出老子在劝诫世人要 “少言
寡言”， 可见老子的 “善言 ” 不是
“无言”， 而是 “慎言 ”， 表达上合
乎事理的必然， 心中存有善念， 说
话留有口德， 谦逊不张扬， 这就是
得道之人所具备的较高的语言表达

和沟通能力， 延伸到施政方面则是
告诫统治者要顺从自然不可肆意妄

为。
第三个是 “善数不用筹策 ” 。

在这里， “筹” “策” 都是指计算
用的工具， 字面含义是善于计算的
人不需要借助其他工具， 实际上是
说得道之人能够掌握事情发展的趋

势和方向， 顺理而行， 有着谋定全
局胸有成竹的策划能力 。 与此同
时，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
理，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越算计越
没劲， 越耍心机使手段算计他人 ，
最后总会被算计进去， 简单、 厚道
才是最高级的智慧。 怎么才算是简
单厚道呢？ 那就是做人做事不耍心
机， 不用技巧。 心机和技巧是智慧
与聪明的分水岭， 社会上聪明的人
非常多， 比比皆是， 聪明的人炫耀
聪明的方式就是在为人处世中耍心

机用技巧。 不耍心机用技巧并不代
表这个人不聪明， 而是他不会把心
机和技巧运用到社会交往当中， 因
为心机和技巧这些东西只要使用 ，
就会有明显的痕迹就会被别人识

破， 一旦被识破， 那这个人在社会
交往中就处于失败的位置上。 智慧
的人明白这一点却最大限度地不用

技巧， 而是实实在在， 反而能够获
得最大的社会交往效果， 能够获得
别人更好的理解和支持， 能够树立
自己更好的社会形象。 正所谓 “智
械机巧， 不知者为高， 知之而不用
者为尤高”。

第四个是 “善闭无关楗而不可
开”。 字面含义是善于关闭 ， 不需
要闩锁也使人难以打开。 如果我们
延伸老子的思路就可以把这句话理

解为， 一个真正 “善闭” 的人， 即
使没有 “关键” 没有闩锁， 也会使
门户没有缝隙可开 。 这种 “善闭 ”
便倾向于道德品质上的持守， 固守
本心清明， 自然不会被任何名利所
迷惑， 不会被荣华权势所动摇， 这
也是得道之人所具备的一种自我保

护能力。
第五个就是 “善结”。 “善结”

并非给绳子打结， 在这里是指得道

之人对事物的掌控能力， 不需要外
力约束 ， 而是依道而行 ， 以德服
人。 同时这句话也喻指真正善于遵
守承诺的人 ， 不必给他种种契约 、
条款之类的约束 ， 自然会信守承
诺。 这让我想到在有些景点会出售
同心锁、 幸福扣之类的物品， 有些
情侣会买上一把锁锁在那里， 以表
示两个人感情亲密永不分离。 可是
真正的感情需要上锁吗？ 又岂能是
一把有形的锁可以锁得住的？ 这无
非图个心理寄托罢了。 相信大家都
明白， 感情世界里 “善结” 是在于
结其心， 它远远胜过一把有形或无
形的枷锁。

由此可见 ， 老子笔下的善行 、
善言、 善数之人是遵循大道、 顺从
自然 、 复归于淳朴的人 ， 这 “五
善” 也是老子对自然无为思想的引
申。

接着老子说到 “是以圣人常善
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
弃物”， 这两句可以说是老子在承
续以上所举的 “五善” 之后， 提出
的第六个 、 第七个 “善 ”， 即 “善
于救人 ” 和 “善于救物 ”。 世上的
每一件事物都各有特性， 都有其内
在的价值， 圣人不会求全责备， 而
是因材施教， 根据各自不同的秉性
去造就 ， 做到人尽其才 ， 物尽其
用， 各得其所， 这样就不会有无用
之人和无用之物。 而且， 万物存在
各有其因， 发展各行其道， 对不同
问题的处理采用不同的办法， 是行
事的奥秘， 做事的诀窍。 那么， 使
不善人为善人， 变遗弃之物为有用
之物， 这种循道而行的智慧就是老
子讲到的 “袭明”。 “袭” 有继承，
继续的意思， 体现着圣人对万物的
内在价值悉底尽明， 会顺应万物本
性以发展而不随意给予否定 。 所
以 ， 这也使我们理解这 “善行 ”
“善言 ” “善数 ” “善闭 ” “善
结”， 都是归于自然的常道 ， 都是
来自天道的明彻。

说到这里， 和大家分享下 《竹
头木屑》 这个成语故事： 说是东晋
时期名将陶侃主政荆州， 因战备需
要造一批战船， 他去视察战船制造
时， 发现地上有大量废弃的木屑和
竹头。 于是他便吩咐手下把这些残
余用料收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大
家都误以为他太小气， 把这些没用
的碎屑当成宝贝。 后来一次新春集
会， 恰逢雪后初晴， 路面湿滑难以
行走， 陶侃便叫人把之前收藏的木
屑拿出来铺在地上， 一下就解决了

大家出行难的问题 。 陶侃去世后 ，
大将桓温征战四川， 发现装战船用
的竹钉不足， 便把陶侃储存下来的
竹头派上了用场。 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 有 “袭明” 的统治者或者管理
者不会固执己见， 更不会在内心划
定一个僵死的刻板的 “善” 与 “不
善” 的标准， 而是会善于发掘每一
个人的潜能与长处， 用海纳百川的
胸襟和气度去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
因材施任， 让每个人都可以在团队
中作出贡献 ， 获得成就感与尊严
感， 这也就达到了 “常善救人， 故
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的
至高境界。

事实上 “善” 与 “不善” 是没
有绝对界限的 。 人的价值是多方
面的 ， 善于此 ， 而未必善于彼 。
有此善的人 ， 可以为没有此善的
人提供正面的引导 ， 成为其师 ；
同样 ， 无彼善的人 ， 可以为有彼
善的人提供借鉴 ， 成为其进一步
发展的资源 ， 有道是 “以人为鉴 ，
可以明得失 ” ， 这也就是所谓的
“贵其师 ” “爱其资 ”， 这体现了
道的智慧 。 孔子曾说 “见善如不
及， 见不善如探汤 ”， 意思是见到
善者 ， 应当见贤思齐以他为榜样 ，
然而见到不善的人 ， 应该畏避警
惕 ， 不要沾染上不良的陋习 ， 就
像把手放到沸腾的热水当中 ， 一
定要急忙抽出才能避免遭受更大

的损伤 。 生活中 ， 帮助我们的人 ，
亦师亦友 ， 给我们关怀与温暖 ，
教会我们知恩图报 ， 真诚善良 ；
而算计我们的人 ， 是风雨是磨石 ，
给我们历练与成长 ， 教会我们逆
水行舟 ， 明辨善恶 。 无论善与不
善 ， 都是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 是
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加通透明白 ，
若是不晓得这善与不善中间的互

济关系， 那可真是太糊涂了。
综上所述 ， 老子赋予了 “善 ”

多重含义 ， 有功利 ， 有纯朴 ， 亦
有教化 。 而老子笔下真正的善 ，
则是尊重事物的天然本性 ， 这体
现出道的淳朴自然 。 老子又把对
“善 ” 的价值判断引向人的行为领
域 ， 强调唯有舍弃外在欲求 ， 遵
从自然规律 ， 心境方能纯粹宁静 。
老子对 “善 ” 的阐述 ， 不仅体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求善精

神 ， 而且增加了新的思想内涵 ，
为我们理解和实践 “善 ” 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 ， 给了我们更多的
智慧启迪。 ②16

（记者 黄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