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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字，从行从首从止。《说文》：“首者，行所达也。”“行，人之步趋也。”道为人所行，走路叫做行。从道字的

原义来看，道字的组成部分均与人行走的道路有关，指人所经行的通达一定地点的道路。 

  道的内涵。“道者万物之奥。”（《道德经.第六十二章》）道的内涵极其丰富和深刻。第一，道路。道乃路

经，道路。庄子意，道行之而成。在《易经》中，讲“道”有四处的意思是道路。《復》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

復，利有攸往。”《诗经》中“道”字有29处，道为道路。第二，道理。在《诗经》、《尚书》中，道被引申为“皇

天之道”、“王道”以及具体的道理。《史记》的道为断狱之道，道为规则。 第三，方向。有道路就有方向问题，

道具有确定的指向。《说文》：“一达渭之道”。第四，原则。人们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直行，才能到达目的地，否则

就会发生偏差。第五，过程。道联系着出发点和终点，有一定的距离，人们要到达目的地，必须通过这段路程。由此

而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第六，方法。道为方法，技艺。、要达到目的地，必解决桥、船、车、机的问题。第

七，规律。由道路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必然趋势，规律性。道为天道，地道，人道“三材之道”。宇宙之道有自然

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道”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第八，本原。“道”是一个关于世界本原的概念，

宇宙本原，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 

道的特征。“道”，是无与有的统一：“道”是“无”。 无形无象，无色无声，无臭无味，看不见，摸不看。正所

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道”又是“有”。“道”并未消失，它依然

存在，常住不灭。“道”中孕含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决定着一切，无所不备，无所不含，宇宙万有，尽萃其间。

“道”的属性天限，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社会的一切现象，思维的一切现象，都是道的表现。“道”，说它是

“无”，它却孕含着世界万物，是最大的“有”；说它是“有”，世界万物却中和成了零，是最大的“无”。“道”

中孕含着世间万物的一切属性，潜藏着一切运动变化之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切变化和发展。《易》理，实际上就是

“道”的运化原理。 

     什么是“道”?“道”是源，是本，是根，是“终极真实”，是“一”，是“元”，是“真我”。“道”是出发

点，是归缩点。“道”是客覌性、自然性、社会性。“道”是天道，地道，人道。“道”，既不限于某一时，亦不限

于某一人或某一群人。道，是大道，是一种大自然之大道，是一种古往今来全人类历史长程所当通行之大道，是一种

超越于一时一地一人的普泛于时时、处处、世世之大道。“道”，就在自然之中，在社会之中，在每个事物之中，在

每一个人之中，在每一个人身之中，在每一个人心之中。事间万物各有其道。道是万物的本原，人与万物只是道的表

象，要想得道，必须抛弃狭隘和胶着于物的思维方式，超然于物，返朴归真，深入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

与道合一。 

    道的境界。只有“道”的境界才是纯真的境界，是“应物而不累于物”、“超然物外”的境界。人的修养达到了

超越世俗、纯真本我的境界，就达到了与天地融为一体、“同于道”的境界。道，作为客覌规律，作为世界本原，不

可改变、不可破坏、不可人造，只能认识、把握、遵循、利用。坚持道。就是要按规据办事，按制度办事，按原则办

事，按规律办事。所谓“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社会。人生贵有“定律”，遵

循道就有了定律；社会贵有“定势”，遵循道就有了定势。道统万物，道贯人生。人生遵道，坚持不懈，自覚人生，

成功人生。一个人，一生中，这错误那错误，最大的错误是违背道；这原则那原则，最大的原则是遵循道。中国所有

向题，人类所有向题，归根是什么？一个原因，一句话：不遵重规律，不按规律办事，就是违背道。中国所有的成

功，人类所有的成功，归根是什么？ 一个原因，一句话：归根是由于遵重规律，按规律办事，就是遵循道。人要勇

敢，人又不能什么都不怕，人既要爱道，又要畏道。人不能没有信仰，但究竞信仰什么？我认为，应信“道”。这也

就是人的“终极关怀”、“终极理想”。我们要超越世俗的局限，重建“终极关怀”、“终极理想”---“道信



仰”、“道崇拜”。道是人生根基。“惟道是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人最重要的是道自覚。万事万物各有其

道，小道、中道、大道，小道服从中道、中道服从大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道

而生，为道而行，为道而死。人生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尊道、信道、爱道、敬道、畏道、求道、悟道、明道、行道、

弘道。对“道”要做到“四真”：真信、真求、真懂、真用。一生做到，信道诚心、爱道如命、求道挚着、悟道精

深、遵道挚诚、行道不移，那么，你的一生一定会是路正功成。 

    以上我所构建的“纲常新论”--“元论”：“一元”--道，“六本”--人、德、善、诚、真、世，“十德”--

“仁、义、礼、智、信、忠、孝、易、勇、和”，共１7字，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是一个系

统，是一个体系。“一元六本十德”，是“人生信仰”，是“心灵原理”，是“做人准则”。  

  纲常新论之“树”：“一元六本十德”论，像一棵“树”：一元，为根；六本，为杆；十德，为枝叶。 

  纲常新论之“塔”：“一元六本十德”论，像精神之“塔”：三层塔，“十德”为第一层；  “本”，为第二

层；“一元”，为第三层。 

  纲常新论之“镜”：“一元六本十德”论，像道德之“镜”，能映照每一人的一举一动，能映照每一公民的内心

世界，能辩明真假、善恶、美丑。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我想套用老子的这句话说成两句

话。一句是：一元生六本、六本生十德，一元加六本加十德，生和谐人生、生和谐家庭、生和谐企业、生和谐学校、

生和谐社区、生和谐机关、生和谐社会、生和谐中国、生和谐世界。另一句是：一元定六本，六本定十德，一元六本

十德定一生。 

  “一元六本十德”是一个“真善美”理论体系，是个很高、很全、很美、很理想的人生目标，很崇高的精神境

界。“一元六本十德”，17字诀，我们平时心里装着17字诀，遇事对照17字诀，言行遵循17字诀，坚持数年必有好

处；若能以毕生的精力，坚定不移地向往之、追求之、奋斗之、接近之，就一定会达到澄明之境，创造完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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