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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

道是可以言说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道"

道是可以命名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名"

#无$是指天地的开始%#有$是指万物的母亲&

所以!进入#无$的境界才能体悟到大道创生的奥秘%遵循#有$的

法则才能体察到大道运化的轨迹&

#无$和#有$这两者有相同的来源!但名称却不相同&它们共同叫

作玄妙&

一个玄再加一个玄!是一切奥秘的大门&

!!!!!!

%会意&

!道"是老子学说的最高范畴#是中华文

化的最高精神 $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 %道德

经&#肯定就是这个!道"字$ !道"这个字#在

%道德经&一书中出现了七十五次$ 中国的汉

字是有灵性的#!道"字的写法已经说明了它

的含义$ 甲骨文的!道"字从行从止#行字中

间夹一个止字#表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表

示人要离开原地#就必须由止而动'表示道

是寻找所行路径' 同时也表示人要当行则

行#当止则止$ 金文的道字从行从首#!首"字

下边一个!走之"$ !首"是脑袋#代表思维#

!走"用双脚#代表行动#表示思路决定出路'

表示有想法必须付诸行动'表示知行合一方

才合于大道$ 全书前后七十五处所用的!道"

字#虽是同一个字#内涵却不尽相同$ 有宇宙

的本体的!道"#生命的本源的!道"#做人之

根本的!道"'有言说之!道"#道德之!道"#道

理之!道"#道路之!道"#思路之!道"#规律之

!道"()不一而足$

%道德经&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是通篇的总纲$ 此十二字

弄不懂解不通#全篇就无法读懂解通$ 从古

到今#有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我们无法计

数#正如白岩松所说*!%道德经&长期以来是

被中国人误读的+ "老道读过的两百多个版

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版本一开言便陷入

了!道不可言说"的误区$ 他们把!道可道#非

常道"解读为!道不可言说"#或!常道不可言

说"$ 如韩非子说*!道不可道$ "王弼说*!可

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

不可道#不可名也$ "王安石说*!道是不可言

说的$ "宋徽宗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任

继愈说*!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 "

冯友兰说 *!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不变的

道$ "陈鼓应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

是常道$ "这种开言便陷入!道不可言说"#进

而把!常道"解释为!永恒不变之道"的解读

误区#为人民大众进入大道之门人为设置了

障碍$ 正是这种!不可知#不可言"的解读念

歪了%道德经&#把一部本来易知易行的经典

弄得如天书#似迷宫#玄达两千多年$ 正是这

种!永恒不变之道"的曲解抹杀了老子之道

活的灵魂#世间一切事物生灭无常#变化万

端#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也没有!永恒不

变之道"# 老子之道活的灵魂恰恰在于他是

变化之道,运行之道,生生不息之道+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道不可道"!道不

可言"#那么老子为什么还要写%道德经&一

书- 既然!道不可道"!道不可言"#那么老子

说的是可言之道#还是不可言之道- 如果是

不可言之道#老子为什么给说出来了呢- 既

然你们认为!道不可道"!道不可言"#那么为

什么还要著书立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去说

那!说不出来的道"呢- 五千多字的%道德经&

古今版本之多一般人难以想象+ 有学者考证

光!校订本"就有三千多种#解读本要远远超

过这个数字+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读不懂的

译文#出现那么多自我矛盾的注本- 从汉朝

的王弼到明清时代的译注之作#大多为儒生

所为#自觉不自觉地以儒解道#使他们的译

本带着浓重的儒学味道+ 这期间也有一些译

本是高人所作# 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佛解

道#使译本带着浓重的味道+ 而现代的译本

则大多数是哲学界的名家所作#他们又自觉

不自觉地以哲学解道学#而使他们的译本带

着浓重的哲学味道+是的#道学,儒学,哲学#

到了至高境界的确有相通之处#但毕竟各有

其道#各行其道#不能混为一谈+老子的确讲

了一些哲学#但%道德经&毕竟不是专门讲哲

学的著作+所以古往今来%道德经&的译注本

虽然很多#但真正以道解道#以老解老的版

本却是如凤毛麟角#%道德经&被念歪也就在

所难免了+

虽然绝大多数学者步王弼的后尘成为

!道不可言说"的盲从者#但也并不是没有独

立思考的解读者#这些人与第一种观点针锋

相对#把!道可道#非常道"解读为*!道是可

言说的"#但在!常道 "的解释上 #又不尽相

同+唐玄宗说*!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首

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

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 非常道

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

举+ 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唐玄

宗御注道德真经&&/唐玄宗这里的!万物之

由径"#即可应用于物'!不常于一道"#即不

是常用一道而不变$司马光说*!世俗之谈道

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 老子以为不

然#曰#道亦可言道耳 #然非常人之所谓道

也$ ".%道德真经论&/朱熹说*!道者#变化之

总名$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周生春说*!道

是可以表达的#它不是普通的道$ 如果道不

可言传#那么%老子&五千言也就没有存在的

必要了$ ".%老子注译&/郭世铭说*!道是可

以说清楚的# 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

在讲道# 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

在要重新来讲$ ".%老子究竟说什么&/朱谦

之说*!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 实

则%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

不可言说也$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

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

名$ ".%老子校释&/张绪通认为#根据老子在

%道德经&中所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

!言有宗"!正言若反"!道冲而用之"!上士闻

道#勤而行之"!以道佐人主"等等#这!道"不

仅可以言说#可以阐明#而且可以践行#可以

应用$ 因此#!道可以言说"没有什么可以怀

疑的$ 可对!常道"的解释上就出了问题#不

论是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想

象力与思辨力#创造或嫁接出一个!常道"的

意义来'还是本着!我注六经"的原则#从%道

德经 &里去找 !相近 "的字眼 #然后把它们

!栽"到!常道"身上去$ 两种解释都难以令人

信服$ 张绪通说#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

专有名词#应该着重研究这个!非"字$ !非"

字可以当作!不是"解#可以当作!错误"解#

也可以当作!无,没有"解$ 考诸古代%书经0

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 "孔颖达疏*

!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 "%元史0

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诸例#都是

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 如果把!道可

道#非常道"解读为!道可道#非.无,没有/常

道"# 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 排除了因

!常道"而带来的困扰$ ".张绪通%道辩&/老

道认同张绪通先生的观点#把!道可道#非常

道$ 名可名#非常名"译为*!道是可以言说

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道$ 名是可以称

呼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名$ "根据老子

故里鹿邑民间流传#!道可道#非常道"还有

另外一种断句之法*!道可#道非#常道$ "用

现在话说就是# 老子的道是可知可行的#可

是世人莫能知莫能行#道的常态是生生不息

而非永恒不变$ 老子是一位智慧巨人$ 他书

中的许多话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话里有话#

话外有音# 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

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也许就是老子有意

埋下的试金石- 因为第一句话一旦解歪#后

边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 按老子的话#

道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的#可偏偏弄得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道德经& 第七十

章/$ 因为老子早就知道*天下的人自作聪明

的人太多#他们常常把最简单的事儿#弄得

复杂万分#这就往往会掉到自己挖的陷阱里

出不来$ 难怪老子感叹!夫唯无知#是以不我

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道德经&第七十

章/1 能不能真正读懂%道德经&#关键就在这

第一句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