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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管理之道：中式管理之本 

曾飞 

南怀瑾先生很中肯地指出：“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

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独有一个共同的秘

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也就是，老子的管理之道提

供了中式管理之本，而孔子的管理思想成为它的一种外部表现形式。历史经

验表明，“内道外儒”是现实有效的治理方式。 

实际上，老子哲学是很现实的管理哲学，并且具有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

作为其管理哲学的基础。对老子哲学的研究绝不是要把它硬塞进西方精神和

物质的二元分割的框架中去，也不是将它作为中国人失去了自信之后发泄心

中郁闷的对象。我们需要的是继承优秀的因子，抛弃杂入的消极因素，使之

成为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及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营养或宝藏。 

一.老子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 

老子的管理之道高于孔子管理思想的品质就在于，它建构于完善的形而

上学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正是孔子管理思想的缺憾。也是老子管理之道

与孔子管理思想能够形成互补局面的现实基础。 

笔者在《孔子管理思想批判》一文中已经简略地勾画了老子形而上学的

构型。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理清老子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及其治理思想。 

老子的形而上学，比较集中地在通行的《老子》（后人改称《道德

经》）和郭店老子里得到体现。还见诸《庄子》等其它文献中。涂宗流教授

在《老子其人其书》一文中指出：老子姓老氏，名聃，春秋宋国沛人，与孔

子同时且长于孔子。孔子死后二百年左右流传的郭店《老子甲》是老聃思想

的表述，与今本《老子》相对应章节有明显差异。郭店《老子甲》积极应

世，主张以“道”佐人主治国，以“亡事”取天下。也就是说，郭店楚简

《老子甲》等文献更直接体现老子即老聃的原本哲学思想。 

涂宗流教授认为郭店《老子》出土面世以后，有力地说明了认为老子即

老聃，今本《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整理和发挥，并非老聃的原创的看法

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今本《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经后人李耳

等的整理和发扬，变得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但也杂入一些时兴的、甚至是比

较消沉的思想。在参照郭店《老子甲》等资料之后，应恢复老子积极应世，

以“道”治国的管理哲学思想。 

至于老子形而上学的构型，我们则进一步把它归结为三维结构：名实对

举的天人关系——本体论；名物的生成系列——认识论；无为无不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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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实践论。 

1.老子的本体论：名实对举的天人关系 

葛荣晋教授认为“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

系是中国传统哲学探讨的中心议题，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家建构范畴体系的轴

心。“中国哲学史上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大体上也是围绕着这个轴心而展开

的。”（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这与西方哲学以精神与物质的二

元分割为中心议题的状况很不相同。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刘立群先生就指出：

哲学“迄今的讨论主要都围绕‘物’与‘心’、‘物质’与‘精神’这两样

东西，这就是说，并没有跳出二元存在论的思路。而在笔者看来，这本身恰

恰就是有毛病的，即无论是把世界最终归结为物质还是最终归结为精神、或

者最终归结为二者，都是不大正确的、是片面的。如果只知二者而完全不知

其他，只考虑二者而不考虑其他，从把哲学当作最广义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只

会陷入某种误区”。(刘立群：《简谈“唯物-唯心”之分的局限及误区》)事

实很明显，西方把哲学建立在世界可以人为地分割成物质与精神两大类的假

设的基础上，但是这两者本来就含混不清，不易分辨（至今还没能分割清

楚），这种二元分割本身就缺乏现实根据。而天人之际的天与人本来就是现

实的存在，是现实的哲学议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因而，就研究老子哲学的主要范畴“道”而言，用西方的视点来研究非

西方体系的哲学范畴，从根本上讲，就极其荒唐。 

所谓“范畴”就是最高概念。亚里士多德把范畴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不

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用的是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概念

的表达的逻辑方法是定义。定义的方法就是属概念加种差。或者指明概念的

外延，也就是指明反映在概念中的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对象范围。除了逻辑

方法之外，还可以用格局的方式来表达概念。这用的是形象思维的方法，而

不是逻辑思维的方法。 

所谓格局就是：把一些相类似的事物的“骨架”，而不是具体细节，提

取出来，形成皮亚杰所说的“认知图式”之类的认识图式，被现代认知心理

学称为“格局”。或者说从一批具有相似性的样例中抽出一套代表共同特征

的特征组合群。每一套这样的特征群称为一个格局。人们用格局来表征各种

一般范畴、事物种类和人物类型。人们不仅可以用内涵性和外延性定义的方

式来把握概念，而且也可以通过从样例到原型，从原型到格局的过程来把握

概念。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用格局方式来组织范畴、事件种类、人

物类型的知识用得最多，也最为实用。人们能从许多样例中抽出中心趋势，

从而据以形成一个原型，从原型抽取的一套特征结构，就可以设想为一个格

局，人们利用格局从而能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哲学里，使用的方法就是格局方式，即用格局方法来表达哲

学范畴。而不是用内涵性和外延性定义的方式来把握这些哲学最高概念。硬

要用西方的方式来套用，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很像是硬要给 美女裹小脚，

逼其就范——达到贬损中国传统哲学的目的。 

老子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最基本的范畴是“道”。 



老子《道德经》一章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

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的是“道”可以行走，可以引导[注1]，不

是所谓的永恒的道。或者是说“道”可行，不是所谓永恒的道。“名”可自

命，不是所谓的永恒的名。无名的状态，是众名物的本源；有了名，才在观

念中生成众名物。  

《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也谓之行。道之引

申为道理。也为引导。”无论是人们日常所行走的哪一种道路，也就是古代

所称谓的各种各样的“人所行”之“道”，这些原型的共同“骨架”结构就

是可以通行，可以导向目的地。与人们思维中可以通向目的的思路，有相类

似的骨架结构，于是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道路可以用来行走，不是

永恒可以行走的道路。人们思维中的道理也是可以通向目的的思路，也不是

所谓永恒的道理。道路的道和思路的道，具有共同的特征组合群：可通行，

可引向目的，但不是永恒的。于是抽象出一个格局来，即所谓的“道”的哲

学范畴。这所谓的“道”，只是一种人自命的“名”而已。名者，概念、理

念也。 

《说文解字》说：“名，自命也。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

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冥，幽也。”所以说，这种“名”

可以用来自命，指称，但不会是永恒存在的一种所谓“名”的东西。“名”

又与它所指之物“冥不相见”，幽的，虚的，不是实物。很明显，老子的

“道”是一个观念性的 名称。也表达本源的规律性的“道理”，用的是“道

之引申为道理”的涵义。而不是什么世界的本源。在这一点上，历来曲解特

别多。尤其是现代很西化的一些学者便将老子的“道”曲解，认为它既然是

“万物之母”，就是世界的本源。殊不知老子的“万物”是事物的“名”，

而不是存在本身。说的是“道”是众名物这些概念的母概念，而不是说它就

是世界的本源。 

老子说的分明是：“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状

态才是始源，“有名”状态的“道”称之为生成其它名物之“母”，不是始

源。无本字無。《说文解字》：“無，亡也。凡所失者，所未有者皆如逃亡

然也。”“無乃 之隷变。 字训丰也，与無义正相反。然则隷变之时，昧

於亡为其义。”无名，也就是“所未有”名者 ，老子说是“无名之朴”。

《说文》曰：“朴，木素也。”朴即指木的本来状态，未经加工削砍雕琢的

原木。世界的原本状态未经人的思维加工，就像未经加工削砍雕琢的原木那

样，它也就“无名”，名所未有者。無字本训丰，也正好揭示无名的状态是

丰富的源泉。有如现代科学所揭示的“真空”这种所谓空无的状态，竟然可

以从中产生正负一对粒子，实在是丰富的源泉那样。而“有名”的所谓

“有”，《说文解字》说：“有，不宜有也。谓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引申

遂违凡有之称。凡春秋书有者，皆有字之本义也。”人们“自命”的所谓

“名”，实属“不宜有也”，原本没有 ，是人们强加的。确实是“谓本是不

当有而有之称”。而这“无名之朴”才是世界的本源，它是未被人们所认识

的无名状态，并不存在任何规定性。这样，作为天人之际联系者的所谓

“道”的哲学范畴也就描述得十分清晰了。而这种描述用的不是逻辑方法，

而是格局方法。硬要用逻辑方法去套用，就会套出四不像来。 

《列子·杨朱篇》引老子曰：“名者实之宾。”“道”是一种观念性的

所谓的“名”，而无名的状态才是“实”，也就是实存的本源。“名”只是



“实”的映像。因而也就不可以把“道”理解成老子哲学中的世界本源，归

入西方所谓唯心主义哲学之列。总之，老子的“道”、“朴”对举是

“名”、“实”对举。而这种名实对举的结构就是老子形而上学的基本构

架。 

《老子》一章接着又说：“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

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进一步指明：保持无欲

望的心境，用以观察无名状态的精微之理；保持有欲望的心境，用以审察无

名状态的呼吼。道与名两者的源出相同，不同的名称都用来指称相同的无名

状态。抽象了又抽象，正是形成众多精妙之理的门径。从老子形而上学的名

实对举的基本构架出发，整个老子形而上学的各种范畴和哲学原理得以展

开。并用有欲望的心境，审察无名状态的呼吼，形成治理国家等组织的管理

哲学原理。总之，老子《道德经》一章[注2]，是老子哲学原理的总纲，读明

白了它，就明白了老子哲学最基本的结构。 

郭店老子甲曰：“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

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勥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天

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

而不改，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文义基本相同。 

老子所指的意思是：有一种状态混沌而生，先于天地而出现。它孤独无

双而又空阔，独自存在而又运行有常，可以作为生成天地的母源（就是无名

之朴，就是实）。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用“道”来称呼它，用“大”勉强

来描述它（给它命名，叫做道也好、大也好，都是名而已）。大就是说往而

至远，往而至远就是说能达到极境，达到极境就是说至境而返回到了整个混

沌之物（整体命名，所谓“大制无割”）。所以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亦

大（都是整体命名而得之名）。空间里有四大，而王就占据其一（王不可以

分割，因为“朴散则为器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分割了就不再具有王的特

性，成了部分之器，只能胜任局部职司 ，不成其为王了）。人像地，地像

天，天像道，道像它所指称之物那样。 

对混沌而生的状态，有如大爆炸理论之膨胀中的初始宇宙，也就是世界

本源，老子勉强用“道”来描述它的依照规律独立运行的特性，又用

“大”，即“至大无外”来描述它涵盖一切的特性。连同老子文中提到的

“一”， 还用“一”来描述它整体命名的特性。这三者：“道”、“大”、

“一”也就成为《老子》用以描述、指称混沌而生的本源或所谓的“无名之

朴”的初始状态的“名”。但这些名词都不是混沌而生的本源本身。句中，

法，像也。《吕览·情欲》：“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是其谊。

法，合也。见诸《广雅·释诂》。而《说文》曰：“像，似也。”是以法有

相像、相似、像符合之谊。人与地，地与天相像、相似、规律相符。而天

（指日月星空已经演化形成的天空，不是天人关系所指的历时性的本源）与

道呢？本章已经指明，道是所指称的混沌生成之物的描述，天与它相似也就

自明。最难解的是“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那样”的意思，不是

现今所说的“大自然”的自然。道像自己那样，说自己像自己，似乎有点多

余。其实不然，道只不过是名，而不是自己所指称的实，名与实相符才是它



的本意：道像它自己所指的实那样，含义也就清楚了。这就再次确证，老子

的“道”根本不像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世界本源，道只不过是世界本源

的一种“名”而已，道无论用来指称世界本源，用来指称整体规律，都只是

“名”，而不是“实”。老子严格区分名实，这一点很重要。把“道”和

“无名之朴”本身等同起来，就会搅乱老子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而歪曲老

子的哲学思想。 

郭店老子甲曰：“道恒无名，朴。”恒，遍满之谊。《汉书·叙传·答

宾戏》曰：“恒以年岁”，为前后相接。是以“道恒无名，朴”句的含义

是，道遍满了就与无名的状态相接，犹如木器之与未加工之前的原木那样地

密切相关联。《老子》三十二章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始，女之初也。见诸《说文》。始，初也，根也。文中用

以指“朴”为“道”之根，之初。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见诸《说

文》。制，作也。《孟子·梁惠王》：“可使制挺”是其谊。是以“始制有

名”的含义是：“朴”经过人为的裁割制作才产生了“名”。因此，作为

“名”的“道”，也是经过人为的裁割制作才产生的，它与“无名之朴”虽

然亲密无间，但毕竟并不就是它本身。经过“裁割制作”之后，名所反映的

像是有局限性的，因而不可无限制地使用，甚至混同名实，造成混乱。名者

实之宾，宾不可夺主。喧宾夺主就会造成唯理主义错误。譬如程朱理学，以

“理”之宾，夺“朴”之主，犯了不知止的错误。朱熹理学不知止，倡导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唯理是从”的唯理论，导致的空讲

理、以理杀人的可悲状态，以至于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衰败的历史教训极为

惨重。郭店老子甲还总结说：“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将道

与无名之朴的依从关系比喻为小谷与江海的关系那样。郭店老子乙曰：“道

隐无名”。道的名隐弃了，剩下的就只是无名的状态了。郭店老子甲又曰：

“天道圆圆，各复其根。”道无论如何循环运作，最终都要复归到它的根基

“无名之朴”，道这个名是无法离开它的实而独自存在的。 而朱熹则把中国

哲学传统的根给刨了，中国的精神大厦失去了根基，不轰然倒塌才怪呢！ 

郭店老子甲曰：“返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 描述了道

的两大运作规则：道变化的特征是循环运作。道发生作用的时空位置是事物

处于柔弱状态的新生阶段。这两大法则极为确切。至今任何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的发展变化都表现出 循环运行的特征。任何事物的发展，包括生物基因所

携带的生物信息程序的运作，都在新生柔弱的幼体上全面展开，顺序起作

用。而不能在强壮而趋于老死的个体上全面展开和发挥作用。事物的发展规

律性确实全面作用在新生柔弱的个体之上。 

老子名实对举的形而上学结构，经过李耳等的发展，进一步形成了

“德”、“器”对举的另一对名实对举。它出现在《老子》中。 

《老子》二十八章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夫大制无

割。”“朴”的一个部分，即无名状态的某个局部，就是“器”。器只是局

部，不是整体。人如果只与“器”有相似的特点：局部而不具有全面的本

事，那就只能当执掌 某一个专业方面的局部的“官长”，不能成为执掌全局

的“帝王”之才。因为“大制不割”，从无名之朴映像而得道，只能整体映

像，不可割裂。割裂了“朴”的一个部分，就是“器”，它的映像就只能是

“德”。只有“常德乃足，复归於朴”，德积聚到完整、覆盖全部了，就

“复归於朴”，能够全面地反映“朴”了。 “朴”、“道”对举，“器”、



“德”对举，都是名实对举。也就是说“朴”的映像为“道”，“器”的映

像为“德”。“道”是指称整体规律，“德”是指称部分所得。“德”必须

遵从“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深邃的心得只

能遵从于道。深刻正确的局部所得，自然要遵从整体的规律。 德违背了道，

就不能与本源相符合了。 

《老子》十章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

除玄监，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

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

[注3]认为按照“一”的法则将“朴”载于“神”，能不偏离吗？练气功恢复

青春活力，能恢复到婴儿那样的状态吗？涤洗心灵之镜，能没有疵瑕吗？爱

护民众治理国家，能坚持无为吗？五官聪敏，能保持柔弱静默吗？明察秋

毫，能放弃智慧吗？生成之益养之，生成却不是实存，归属却不是依赖，宗

属却不是宰割，这就是所谓的抽象而得到的“德”。老子列举了诸如抱一、

致柔、无为、玄监、为雌、弃智等哲理，这些“名”以映“实”，但永远不

可能做到绝对的相符合。充其量只是得之其一隅，反映了“实”的一部分特

性。这样的哲理虽然不能够整体地反映“实”的特性和规律，但仍然不失其

有所得：于是老子引入了“德”的范畴，把心灵的一隅之得叫做“德”。这

种“德”和“实”的关联性老子形容为：它由“实”生成之并益养之，生成

了也仅仅是一种虚的“名”，并不是实存的实体，它归属于“实”却不依赖

于“实”，宗属于“实”却并不是从“实”宰割出来的一个部分实体。总

之，老子很生动地描述了作为一种观念性的所谓“德”与无名状态的所谓

“实”的关系，“德”也是一种“名”，“名者实之宾”，名以映实。 《广

雅·释诂三》：“德，得也。”《说文》：“得，行有所得也。”管子曰：

“德者，得也。”神得自实也。玄，抽象。玄德，抽象而得的局部性的观念

就称它为“德”。“德”是老子哲学中仅次于“道”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范

畴。这个“德”与通常之所谓道德、品德的德不是同一个概念。“德者，得

也”的理念是老子的认识论得以展开的基础。 

2.老子的认识论：名物的生成系列 

(1)“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的认识过程 

郭店老子甲曰：“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人的认识，无如是对

“天”，对“人”，对天人之际的认识，都来自于“德者，得也”。也就是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的现实。按照“一”的法则将“朴”载于

“神”，很难不偏离，所得自然具有局限性。只能成为一德，即一隅所得。

只有“常德乃足”方能“复归於朴”，德积聚到完整、覆盖全部了，才能

“复归於朴”，完整地认识无名的状态。人的一隅之得，产生了名物之名，

于是“天下之物生于有”。这名源自无名的状态，于是归根到底是“生于

无”。 

老子的描述，指明了认识的两种途径：分割而认识之，从一隅之得开

始，而日趋于遍满而归于朴，这是德与器对举之路；大制不割，整体认识

之，这是道与朴对举之路。前者与西方的分析方法相容，后者更带有东方认

识的特点：整体认识。 

(2)“抱一”和“执一”的认识方式 



那么，将“朴”载于“神”的“一”的法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老子》十四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

不可名，复归於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而不见其

首，随而不见其後。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注4] 

说的是：看了还未能觉察的叫做“夷”，听了还未能闻知的叫做

“希”，触摸了还未能感觉的叫做“微”。这三种状况，都难以推问，所以

混同而作为“一”。所谓的“一”，它的上面并不明亮，它的下面也并不暗

淡。连绵不断的状态难以命名，它复归于“无物”。这说的是无形无状的状

态，无物之物的映像。说的是恍恍惚惚的难以把握的状态。迎面看不到它的

脑袋，随后看不见他的背脊。掌握现今这种“一”的原理来映像现存的事

物，用以推知古代的源流，说的是表达事物规律的基本方式。 

老子生动地描述了人的“神”所使用的“一”的映像方式：将视觉、听

觉、触觉对事物感知中夷、希、微的三种难以推问的情状混同而映像为

“一”。也就是用 “神”中思维单元的有无或阴阳的两种状态来映像混同为

一的无名状态传来的信息。称这种映像方式为“载营魄抱一”，形容“神”

（人之思维体）为“玄监”，即虚无、抽象的镜子。用现代的理念来说，就

是人的思维这面抽象的镜子映像无名状态的方式是将外界传来的信息用思维

主体的思维单元“一”来整理图像的。这种映像方式可以比喻为电脑 记载信

息的方式，用具有0、1两态的单元来整理表达信息。高亨注释老子曰：

“咦，《释文》引仲会注‘夷，灭也。’夷是无形的形容词。希，《释

文》：‘希，静也。’微，《小尔雅·广诂》：‘微，无也。’” 夷、希、

微的感觉似灭、似静、似无，因此神就将形状、声音、粒状的这些小到难以

推问的信息统一用一种称为“一”的思维单元状态来加以映像，这就成为神

把握无名状态的“道纪”。《说文》曰：“纪，别丝也。”段注“别丝者，

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互相足

也。”将信息如一丝必有其首般地加以整理，众丝皆得得其首，是为统。也

就能够以“抱一”的方式来统一处理信息了。因此老子说：“载营魄抱

一”。《说文》曰：“载，乘也。段注：乘者，覆也。上覆之则下载之。其

义相成。”这可以理解为上覆之以无名状态传来的信息，“神”以“一”的

方式下载之。描述得十分形象。 

“一”的方式，是老子认识事物的根本法则。《老子》三十九章有“得

一”之论，要害是“其至之也”，即整体映像之谊。整体映像而有道。《老

子》二十二章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之“执

一”，三十九章之“得一”的“一”，其含义与它章“抱一”、“混而为

一”的“一”，含义有别。惠施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

之小一。”老子的“一”的概念，也有类似的区别。或指“其至之也”，即

整体映像，整体把握事物，类似“大一”。或“不可至诘，故混而为一”归

入无物之映像的“一”，类似“小一”。因此，除了用“载营魄抱一”来映

像无名状态之外，“执一，以为天下牧”也是映像无名状态的另一种方式：

整体认识事物。 

关于整体认识事物的“得一”之法，《老子》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



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

下正。其至之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

无以盈将恐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而以下为

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此其以贱为本也，非与？故至数輿无輿。

是故不欲祿祿若玉，而硌硌若石。” 

这是说：以往得一的名物：“天”得一因而具备清的特性，“地”得一

因而具备宁的特性，“神”得一因而具备灵的特性，“谷”得一因而具备可

充满的特性，“侯王”得一因而具备作为天下主的特性。这是由于它们极尽

了所指称的事物的整体的缘故。“天”不具备清的特性就恐怕要分裂，

“地”不具备宁的特性就恐怕要爆发，“神”不具备灵的特性就恐怕要停

歇，“谷”不具备可充满的特性就恐怕要泄漏，“侯王”不具备尊贵的特性

就恐怕要从王位上跌下来。因而必然是尊贵的以俗贱的为根本，必然是在高

位的以在下位的为基础。因而侯王自称为孤、寡、不榖。这正是他以俗贱的

为根本，难道不是吗？所以就使极尽了好几个车厢也是得不出车的总名的。

这是因为不想自己制作“名”的思想就像玉随璞而成形，石头坚不容他物相

入的特性那样。 

无论是“天”、“地”、“神”、“谷”、“侯王”还是“輿”（即

车）都是所指称的事物整体映像而得的“名”。而且只有整体映像而得的

“名”才能够具备所指称事物的整体特性。仅仅是局部映像不可能得出整体

之名以及它的整体的特性。比如只映像“车”整体的一个部分：“车厢”

（也称为輿），就不可能得出“车”的名及其整体特性。“得一”的思想，

与现代系统论的突现整体性的概念有些相似。形象地说“名”之映“实”，

就如玉只能随着璞（未加工的得玉石）而雕琢成形，不可能自己任意成型，

也不容许其他特性随意混入。老子还认为：“大制无割”，唯有整体至之而

映像才能够得到整体的特性，不可能有局部的映像叠加起来而得到整体的特

性。由现代系统论的理论来说明，就是指整体不可能仅仅是部分的加和，整

体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特性，因此只能整体映像才能得到整体的特性。比

如，侯王与作为根基的百姓，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映像，才有王者尊贵的

特性。仅仅看到侯王高高在上的那一部分，而看不到百姓“贱下”作为基础

的另一部分，就不存在王者尊贵的特性了。只有“得一”，极尽事物的全部

时空存在和过程才能突现事物的整体性。 

(3)“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名物生成系列 

《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自名。故物或

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

以为学父。” 

说的是：道产生一，一产生二，二产生三，三产生诸名物。诸名物有恃

于阴的状态，而怀抱着阳的状态，涌摇着无名之朴馈送的那些“粮草”据以

构成与无名之朴遥相呼应的特征。人们虽然憎恶孤、寡不榖，但是王公反而

用它来自称。可见事物有时损减之反而有所增益，有时增益之反而有所损

害。人家教我的，我也用来教别人：“强力推行主观意愿的人将不得好

死。”我将奉此为认知的开端。 



这就是说，道是无名之朴或它的部分“器”的整体映像而成的名，并且

依据思维中“一”的方式加以映像。所谓“至之”，即极尽而映像之所谓

“大一”，以及“混而为一”之所谓“小一”，都产生了“一”的观念。而

“器”是“朴”割裂的局部，由此而产生了“一”，其割裂之外的部分自然

又可以营造而产生另一个“一”，因而产生了“二”。 而其中一阴一阳的所

谓两，“执两而用其中”，又产生了中的所谓“三”，即第三种状态，而这

三的中间状态无数，由此产生“万物”。这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名的生成系

列：道产生一，一产生二，二产生三，三产生诸名物。 老子的名的系统，由

此而能够互相关联，有序生成，成为一个完整的相互关联互相生成的概念、

理念体系。 

进一步说，中国 古老的传统就已经以阴阳表示一对相反相成的两个极端

状态。于是思维点“有”的状态也就属于阳的状态，而思维点“无”的状态

也就属于阴的状态。《说文》“负，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于是

“负阴”即依恃“阴”的状态， 即思维点“无”的状态之谊。抱，作袌。

《说文》：“袌，褱也。段注：论语。子生三年然后免於父母之懷。马融释

以懷抱。即褱袌也。”于是抱阳即诸名物怀抱“阳”的状态，即诸名物由思

维点的“有”的状态 ，从而形成的“式”构成“像”。冲，沖的俗字。《说

文》：“沖，涌繇也。段注：繇，摇古今字。涌，上涌也。摇，旁摇也。”

《说文》：“气，馈客之芻米也。”冲气，指涌摇“朴”所馈送的那些“芻

米”（信息），使之互相联系而构成一体制“式”，用这些“式”以为物

像。以为和，即用这种物像来与他的本源“朴”相应。《说文》：“和，相

应也。”这就是老子所谓的名在“神”中的表达方式。 

张舜徽注老子按：“父尤始也，本也。”学父之意是言为学之本，识之

始。老子“将以为学父”的就是：始终遵从“无名之朴”而不“强梁”即强

力推行主观意愿方能有真学识。 这是认识的基本原则。 

(4)“其名不去，以顺众父”，据以“知众父之然” 

我们又如何认识无名状态的呢？ 

《老子》二十一章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恍唯惚。惚

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窈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以

此。”[注5] 

这是说：深通之“德”的法度，是只要有“道”就服从它。道这种东

西，恍恍惚惚。这恍惚中所有的是映像；反之，那当中有实物。在这种幽冥

的状态中有选择而得到的精粹！这精粹相当纯，其中有信符载着的消息。自

现今以至古远，这种“名”都不能废弃，以便用来顺从众名物的本源。我何

以知道众名物的本源是那样的呢？就是用这个。 

德者，得也，“神”得自无名状态也。《庄子·天地》曰：“通於天地

者德也。”其意思相近。“德”和“道”同属于“名”，“道”是整体映成

的名，“德”是零散映成的名。局部从属于整体，于是说“德”有“道”必

从，不可能违反它。道是虚的观念性的东西，所以说它恍恍惚惚。名者实之

宾，从惚兮到恍兮，产生的是道与德者两种称为“名”的映像。反之，从恍



兮到惚兮，反归的是实物。作为观念性的道和德，又是从无名之朴散发之信

息精择而得到的，两者间有密切的联系，老子用“真”来加以形容：真，仙

人变形而登天也。从无名之朴散发的信息精择而得到道和德这种“名”，恰

似仙人弃其凡体而升华其灵魂，这样精择的结果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真，不杂而淳也。淳即纯。信，符契也。名与实如符契之可以相合。因而人

们可以依靠道与德这种“名”与“实”如符契之可以相合的特性来察知无名

状态的情状。 

(5)“修”与“观”的认识途径 

《老子》五十四章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

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

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这说的是善于“积德”的认识途径： 善于建置（比喻建置“德”，即积

德）的不能拔除，善于怀抱的不会脱落，牢固得好像可供子子孙孙一代一代

祭祀而香火不绝一样。治之于自身，所得之德才能与朴相符合；治之于家

庭，所得之德就充足而用之有余；治之于乡里，所得之德就大为长进；治之

于国家，所得之德就极其丰富；治之于普天之下，所得之德就具有了普遍意

义 。所以应当以身来观身的微妙之理，以家庭来观家的微妙之理，以乡里来

观乡的微妙之理，以邦国来观邦的微妙之理，以普天下来观天下的微妙之

理。我以什么来知道天下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后一种方法

“观”属于整体认识的方法；前一种“修”属于一隅之得的认识方法。两者

并举就能走通认识之路。通过实际践行和观察研究两种方式来达到认识天下

的主张，老子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也就无需再多作解释了。 

3.老子的实践论：无为无不为的行动哲学 

(1)“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行动准则 

《老子》四十一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夫唯道，善始且善

成”。 

说的是：有见识的士人听了道，就尽力去实行它。因为唯有道能妥善引

导事物发生并成功遂事。 

《老子》二十三章曰：“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於道”。说的

是：无言是原本如此的。强风难以整日地刮，暴雨难以整日地下。谁这样做

呢？是大自然。大自然尚且不可能持久地这样做，何况是人？所以做事遵循

道的，等同于找到了走得通的路”。人们把握了道，不是用来说着玩的。大

自然无言 而重行动，人也应当无言而重行动。重要的是做事遵循道，就能找

到了走得通的路。一句话，“为道”就是用道指导行动，去成功遂事。而不

是弄出一套主观臆造的所谓“理”来讲理，雄辩，以理压人，要人家“唯理

是从”，以维护一己之私。 

这个道理，邓小平同志说得透彻，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

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



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事实证明空话连篇，“讲大道

理”不断，只能引来一片混乱和穷困。不讲空理，不搞争论，而是见诸于行

动，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寻找正确的道路，才是走向富强的路。 

(2)“天下神器，不可为也”的行为禁忌 

《老子》二十九章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这是说：想据有天下而随意摆布，我预见他不可能得逞。天下是所谓的

“神器”，不可以随意摆布。随意摆布的以失败告终，占有的还要失去。天

下依照它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强制干扰它，要它背离规律而依从自己的愿望

运行是不可能成功的。管理者因此不可以任意摆布企业等组织，违反事物的

原本规律而胡作非为，否则会事与愿违，得到与自己的欲望相反的结果。 

(3)“执大象，天下往”的“善为道”的实践原则 

郭店老子丙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老子》三

十五章文同。 

说的是：把握住大的映像——道，天下就随之而往。往又不加损害，安

定就达到了极点。人的行动，要在执道而行之，事物也就会随之而按我们期

望的方向而发展。只要坚持不违背这些规律就能安然实现我们的目的。这说

明老子并非要人们清静无为，安安静静 地消极等待事物自己发展而的什么事

也不干。而只是要求不要妄为，捏造“规则”强而行之。而且强调人们要

“为道”， 要“执大象”而使“天下往”，主张有所作为。《老子》十五章

曰：“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都强调要积极地“善为道”

而功成业遂，绝非主张无所作为。   

(4)“无为而无不为”的行动哲学 

郭店老子乙曰：“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也，无

为而无不为。” 

说的是：做学问的人日益漫溢，为道的人日益谦损。谦损了又谦损，一

直谦损到在事物的规律上面什么样的妄自制作也没有了，全部遵循事物原本

的规律办事，达到了这种没有妄自制作的境界，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作为

了。 所谓“无为”的没有妄为，就是为了保证“为道”的有为能够成功，达

到无不为的目的。 

《老子》四十八章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

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恒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前两句

少了一个“者”字，文义变了，所描述的对象不再是为学的人，为道的人，

而是为学和为道本身，为学则不断增添学问，为道则不断减损精炼。但后文

的含义基本相同。为道一直减损到在事物的规律上面什么样的妄自制作的内

容了，全部是遵循事物原本的规律办事的道理，达到了这种没有妄自制作的

境界，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作为了。 

一句话，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的行动守则，行动的哲学。 



二.老子管理哲学的基本原理 

简约地说，老子的管理哲学有三个基本原理：辅其自然；知止不殆；清

静守中。 

这就是老子管理哲学的三维结构，与孔子的治道内外呼应。由于是来自

中华传统思想的同一源流，其互补性自然天成，老子管理哲学从管理者的治

理行为出发规范管理活动，孔子从组织里的大众行为出发规范管理活动，都

是从求真、求善、求美出发，以追求管理的理想境界。因而形成一内一外的

互补格局。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内道外儒”的求索，也就确实具有现实

的意义。 

1.辅其自然，以“道”求真 

辅其自然——核心理念就是“为道”。以“道”求真。——其外，为

“礼”，形成规范。以“道”求真，讲求“辅万物之自然”。以自然规律

“道”为总规范，自然是最合理的规范。 

《老子》五十六章曰：“治人事天莫若啬。”郭店老子丙曰：“是以能

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够辅佐事物按照自己的规

律发展，而不敢妄自作为。自然，自己那样，原本如此之谊。田夫为之啬

夫。见《说文》。嗇，农事也。老子说的是：管理治理众人、有事于天地，

最好的办法莫如农事那样。也就是说只有顺应作物生长的规律，不强制它，

服从它发展的需要而照顾它、灌溉它、扶助它，这样作物必然成长得很好，

能够获得丰收。因此，管理者带领众人去完成事业，同样也要遵循这个原

则，服从事物和人们自身的规律性，才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 

《老子》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

之；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 

说的是：最高明的治理者，治下的人们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人

们亲附于他，赞誉他；再其次的，人们畏惧他；最差劲的，人们辱骂他。信

用不足，于是有不信任。谨慎啊，自己要慎言！最好是大功告成了，大事办

妥了，大家都说：“我自己如此。” 

这是老子辅万物之自然思想在组织治理上的具体化。最佳的治理使人们

都觉得是在 顺其自然地行事，以致达成了大的功业大家都不觉得有人在强制

他们。由于一切顺着规律运行，因此仅仅知道管理者的存在，而感觉不到他

是如何管理的。 

著名企业家施振荣就认为，社会习俗有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後”的说

法，不少批判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习俗中的糟粕，它导致中国企业做不大，

一做大就四分五裂。施振荣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人对於作主人之偏好特

别强烈，故有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後”的论调。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在

心理上有种满足感和成就感，自主和自利可以形成中小企业的文化基础。因

此认为“分享”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与同仁分享成果不是牺牲与损失。

宏基的模式在全世界是唯一的，整个宏基实行的是大面积分红，包括普通员



工和管理层，甚至包括被收购企业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宏碁的管理模式就是

注重人性，鼓舞人性中善的部分，围堵恶的部分，所以很成功。 

著名企业家王永庆从买米起家。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形成了点点滴

滴求合理的精神。长期以往，他不但追求经营的合理化，还追求管理的合理

化。孟子就问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对此管子给出的答案是：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管理制度不是用来役使人的，而是便于人役使物

的。因此管理讲求合理，合理就是符合人性。台塑王永庆发扬光大这种人文

精神，个中充满着能辅万物之自然的智慧。 

比尔·盖茨的成功，也在于盖茨与身边的天才们的关系其实极为简单，

盖茨的一个聪明之处在于，对那些天才们而言，他从来就不去管，也不让微

软的其他人去管，盖茨只是动用微软的庞大力量去关照他们和他们的成果，

支持和服务于他们，为他们创造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与“辅万物之自

然，而弗敢为”的哲理不谋而合。 

2.知止不殆，以“止”求善 

知止不殆——核心理念是“知止”。以“止”求善。——其外，为

“义”，形成价值观，以“止”求善，讲求“不盈”，能发展，“发展是硬

道理”， 众人才能有合理的利益。讲求“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

道为而不争。因而能利众人而不害。不争、不盈、知止才能带到“义”的境

界。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不知止，贪得无厌，物

极必反，自取屈辱。知止，则不会违背规律，可以长久。 

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说的是：

遵循这个规律的人不希望满盈。正是因为不满盈，才能保持事业壮大了不至

于就迅速破落而生成别的新事物。 因为满盈的继续发展必然是败落而转化成

新事物。要维持事业长期处于发达的状态的唯一方法是不要让它满盈。不满

盈的知止可以不殆，不产生危险，可以持续发展，而有利于众人。这是产生

“义”的行为的 现实基础。 

老子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

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说的是：圣

人之道就是为道而获取事业的成功，而不是依靠与他人争利而获得所谓的成

功。这也是“义”的行为的内在根据。老子比喻为最善的行为就像水那样，

利他人而不争他人之利，能得众人之助，自己也就能获得成功。不专注于与

他人争利，而专注于为道，符合规律必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因此别人也就难

以与他竞争。这是利人又利己的“义”的行为的内在依据。 

老子曰：“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

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

下莫能与之争。”具体归结为管理者利众人而不有害于人，必能受众人拥戴

而获得成功。 

总之，知止，适可而止，善于利用事物处于不盈状态下的发展壮大的规



律性而成功遂事 ，以利众人；知止，不专注于争利，而专注于为道，则能获

得事业的根本性成功而利人利己。以知止、不盈、不争的哲理为基础，形成

价值观，用以求善，以获得管理的成功。 

譬如，Google的版面出奇的简单，方便易用，搜索结果又客观公正，顺

应人懒惰、求实用的本性，因此客户爱用。相反，过于过度包装，水分过多

的产品，过于复杂，需要专家级的水准才能用好的产品，就很难被客户接

受。这时不知止的恶果。可见，尊重人性、满足人性的需求，是经营活动获

得成功的根据。不专注于和他人争夺，而专注于为道的所谓“不争”，这种

知止，也是取胜的根基。海尔集团拥有全国第一流的售后服务中心，并始终

以一流的服务多次夺得全国售后服务先进企业桂冠。海尔集团誓言“不打价

格战，只打价值战”，它不拼死竞争，反而在家电行业林立的今天，始终立

于不败之地。他们的产品质量一流，而且能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这些不争

而为道的行为，使海尔集团得了消费者，也赢得了市场。 

3.清静守中，以“中”求美 

清静守中——核心理念是“守中”。以“中”求美。——其外，为

“和”，形成审美观，以“中”求美，讲求“清静”。 清静而能归根，因而

万事和谐，尽善尽美。 

老子认为“清静为天下定”（楚简老子乙）。《老子》曰：“归根曰

静”。 所谓“根”，就是“无名之朴”，归根就是复归于万物的本源，复归

于万物的本源就是真正遵从道。遵从道而作为，而又没有“妄作”的欲望，

内心清而且静，也就不会偏离道。因此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由于

“不欲以静”，让事物依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天下将自定”。因而“多

言数穷，不如守中”。夸夸其谈实在无补于事，不如奉行“守中”的原则。

《说文解字》：“中，内也。俗本作和也。非是。当作内也。内者，入也。

入者内也。然则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也合宜之辞也。……云

下上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

其内”，不离道之谓也。“守中”，守其不偏离道也，不偏离道自然“合

宜”。守道而致宜，是为美。此是老子对“允执其中”、“持中致和”传统

思想的哲学阐释。是谓清静守中，以静达中求美。 

郭店老子甲曰：“守中，笃也。”《说文》：“笃，马行顿迟也。段

注：顿，如顿首，以头触地也。马行竺实而迟缓也。”老子又曰：“各复其

根”，是以笃形容实实在在地复归于本源之状。如是，“守中”，复归本源

之谓也。 《老子》又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执阴阳之两端

而用其中，以中为和。足见老子的“守中”与“允执其中”的传统思想一脉

相承。老子的“守中”哲理，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依托。失却了“守

中”，“中庸”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很快就会枯干。 

老子还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形象地形容这种以静治国的治道。也就是

比喻说，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煮小鱼那样，切不可胡乱搅动它。煮小鱼如

果不遵守小鱼柔脆的本性而胡乱搅动它，则破碎而不可收拾。治理国家或企

业如果不遵循它的本性而胡作非为，则必乱而不可收拾。领导者治理一个组

织，也必须像煎小鱼那样谨慎从事，绝不可不到时机就胡乱搅动把事情搞

糟。许多领导者一旦有了权势，往往把自己当做救世主，认为是自己给了员



工许多恩惠，期待人们顶礼膜拜，感恩载德。好似自己当了“官”就突然聪

明绝顶了，什么事都懂了，毫无顾忌地宣泄自己“好为人师”的本能，到处

乱指挥乱滋事，往往把一个原本好端端的企业搞得乱哄哄的，一点也不尊重

事物原本的规律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处理事情不看火候就胡搅乱作把事情搞

得乱七八糟。因此，管理者要特别牢记管理 国家或企业也好比煎小鱼，要静

下心来，好生伺候。火候不到就瞎翻动，鱼就会被搅糊；火候不到就瞎捣

鼓，组织同样也会被搅糊。搅糊了也就不完美了！ 

这就是老子对“持中致和”的中华文化的发扬。要问中国文化的精髓到

底在哪儿呢？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古

巴比伦、古希腊文明那样只成为历史的遗存呢？回答只有四个字：“人文精

神”。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的也正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易•贲》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可以化成天

下，当然也可以化成企业之“天下”。叶朗教授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

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

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

的肯定和塑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庞朴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人文

主义的。中华文化的兴趣，不在超自然的冥想，也不在葝任自然的放纵和入

自然的苦思，而是重在对於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关注。”（庞朴：《中华文

化万古常青》）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比文艺复兴中才发展起来的西方人文主

义有更深的内涵和渊源。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说：“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核

就是‘和谐’两个字。强调和谐、强调整体。其实和谐就是整体，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精髓。和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自古以来就一直

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生存。这个观念是从自然观而来

的。有关“和”的论述在中国文化中随处可见。如‘和为贵’、‘家和万事

兴’、‘和气生财’等等。”（王胡瑞等：《人文精神丧失必然导致社会灾

难》）和谐就是美！ 

小结：现实的老子管理哲学 

老子的管理哲学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老子的管理哲学有完整的

形而上学作为基础，因此历来都表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多有实际建树。老

子的管理之道与孔子的管理思想同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因此具有明显的互

补性：老子的管理哲学直接为老子的治道提供了管理哲学基础。而老子的形

而上学又给孔子的管理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哲学和孔子思

想的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内道外儒”确实是组织管理可行的方案。 

总之，老子的管理之道是建构于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管理哲学。只有深刻

理解老子的形而上学，才能正确无误地应用老子的管理哲学。 

老子的形而上学具有三维的基本结构： 

第一维是本体论：名实对举的天人关系，即道朴对举和德器对举两对名

实对举。 

第二维是认识论：名物的生成系列，即无生一的认识方法和“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名的生成系列。 



第三维是实践论：无为无不为的行动哲学。 

老子的管理哲学具有三大原理： 

第一个原理：辅其自然，以“道”求真；也就是治人事天莫若啬，辅其

自然而成功遂事。本原理支持孔子“礼”的治道。 

第二个原理：知止不殆，以“止”求善；也就是上善若水，利而不争，

处不欲盈的状态，知止而近于道。本原理支持孔子“义”的治道。 

第三个原理：清静守中，以“中”求美；也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以清

静归根为守中，以守中致和。本原理支持孔子“和”的治道。 

老子的管理之道是深刻而现实的，历史上某些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曲解

或擅自附会，很多并非老子的哲学原理，需要加以澄清和纠正（详见《老子

的六个具体观点辨析》一文）。更需要有批判地进行理论的系统化，使老子

哲学能够重现它的活力 ，有效地贡献于中国和世界。 

[注释] 

[注1] 老子《道德经》一章说：“道可道，非恒道。”一种解释认为是指“道可以

道说，不是所谓的永恒的道”。将第二个道解释为“道说”的意思，也就是说话的意思。

南怀瑾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说话用“曰”字，不用“道”字。“道可道”的第

二个道字解释为说话就不合适了。《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也

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也为引导。”也表明以前没有道就是说话的意思。因此，经文

中第二个道字动用之，也只有解释为“道可以行走”或“道可以引导”才能通顺。会意之

意思也就是“道可行，不是所谓永恒的道”。下一句也就是“名可叫，不是所谓永恒的

名。” 

[注2] 老子《道德经》一章曰：“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

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

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经文据张舜徽《老子疏证》，中华书局，一

九八二年版。重新写正之处，说明因由如下。本章“无名，万物之始”句，河上公、王弼

均作“无名，天地之始”。《史记·日者传》引作“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帛书《老

子》甲、乙本（下文简称为帛书）并作“无名，万物之始”。《庄子·齐物论》曰：“天

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一。”其用法与《老子》类，是以“天地”指称我之外的实存，以

“万物”指称我之中的观念。万物、天地对举，是名实对举。老子严格区分名实，故以帛

书之句为优。“恒无欲也”句也依帛书，有虚词“也”，故以“无欲”连读，不以“恒

无”断句。“以观其所噭”句，“两者同出”后诸句也依帛书；删去“同谓之玄”句，此

句与上下文不贯通，帛书无此句，据删。“妙”或作“眇”。妙、眇古人通用。张炳麟

《小学·问答》：“妙有两谊，一为美，……。然凡杪、秒、眇、篎诸字，皆有小谊；故

汉世多言微眇，也无失也。”笋悦《申鉴》：“理微为之妙。”是以《老子》中的妙、

眇、小均有理微之谊。 

[注3]河上公曰：“营魄，魂魄也。” 载营魄就是将某种东西加载于魂魄之上的意

思。“涤除玄监”句，“监”字它本作“览”。依帛书写正。高亨注：“监是古鉴字，镜

也。”管子曰：“德者，得也。”神得自实也。玄，抽象。玄德，抽象而得的观念就称它



为“德”。 

[注4]谦之案：“傅本‘一’下有‘一者’二字，《文选·头陀寺碑文》注引

同。”有“一者”二字，下文之义自明，从之。“执今之道”句，它本或作“执古之

道”，帛书作“执今之道”，义顺，从之。“以知古始”句，它本作“能知古始”，据帛

书写正。 

[注5]孔，通也。深貌。《淮南子·精神》：“孔乎莫知其所终”是其谊。容，法

也。见诸《广雅》。精，择也。见诸《说文》。“道之物”句，它本或作“道之为物”。

但帛书甲、乙本均作“道之物”，从之，其义与上下文顺。“众父”诸本作“众甫”。甫

与父义通。帛书作“众父”，众名物之父，其义明晰，从之。众名物之母指“道”，众名

物之父则指“无名之朴”。用“母”与“父”的对举比喻“道”与“朴”的名实对举。 

[注6]“其至之也”句，它本“至”或作“致”。帛书甲、乙本并作“至”。据以

写正。“輿”车厢也。也用以作为车的总名。《说文》“輿，车輿也。段注：车輿，为车

之輿也。考工记輿人为车。注曰：车輿也。按：不言为车者，輿为人君所居，可独得车名

也。”故“至数輿无輿”的“数輿”指好几个车厢，“无輿”的“輿”指车名，“无輿”

是没有车的总名之义。竭，漏也。《淮南本经》：“竭泽而渔。注：竭泽，漏泽也。” 

“祿祿”，相随之貌，描述名之随实，犹如玉之随璞之貌。硌硌，石坚不相入之貌，见

《韵会》，形容名之特性完全随实而有，不容任意掺入它物，其状如石之坚不容它物渗入

那样。“万物得一以生”句，“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句，帛书甲、乙本并无此句，据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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