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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唐明邦 何建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离不开继承
、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

深

入研究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

剔除其封建性糟粕
,

吸取其科学性和民主性精华
,

乃当今广大

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

中国传统文化
,

向来包涵着江汉
、

河洛
、

海岱等不同的地域文化
,

儒
、

道
、

墨
、

法等不

同的学派文化
。

绵延至今的文化传统
,

不言而喻乃是各种文化百川归海的大交汇
。

先秦时期

的百家争鸣
,

充分显示了古文化的蓬勃生机
。

秦汉以后
,

随着政治
、

经济
、

社会意识形态的

发展
,

中国文化呈现新的局面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均融摄诸家而别开

生面
,

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

儒家以其长于经世务实精神
一

而显扬于世
,

道家则以其玄虚

旷达而为人钟爱
。

长期以来
,

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濡道对立互补的特殊结构
。

构成中国文化

传统的不 同乐章的儒道文化
,

从来都是相比较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
。

佛教文化传入后
,

通

过儒道互补结构对它的认同与涵化
,

后期封建社会呈现以儒道为主兼容释家的文化新形态
。

近些年来
,

某些学者单纯以儒家文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

或者虽称儒道互补
,

实际上树

儒家文化为正宗
,

贬道家文化为陪衬
。

此类观点违背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客观实际
,

且有悖于

鲁迅先生关于
“

中国根抵全在道教
” ①的名言

。

事实上
,

正如 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所说
:

“

中国人的特性中
,

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
,

都来 自道家传统
。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
,

就象 大 树

没有根一样
。

道家在 中国文化中至今还是生气蓬勃的
。 ” ②

在扬儒抑道的学术研究偏向影响下
,

儒家文化的研究
,

长期成为热点
,

关于儒家文化的

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

海 内外则多有论述
; 与此相反

,

道家文化的合理层面及其现代意义的

研究
,

则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

因此
,

深入开展道家 (道教 ) 文化思想的研讨
,

不仅有利于

克服传统文化研讨中的偏颇
,

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 尤其有利于重新评

估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一
、 “

道 法 自 然
”

“

道法自然
”

③
,

是道家的中心思想
。 “

道
”

是什么 ? 诸子百家
,

言人人殊
。

儒道二家的观

点
,

大相径庭
。

儒家视
“

道
”

为人伦之至理
,

治国之大经
,

尧舜周孔一脉相承
,

万世不变
。

道

家则把
“

自然之道
”

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
。

认为
“

道
”

无形无象
,

自本自根
,

它是宇宙演生之本

源
,

人和万物变化之根基
。

同儒家仅注视社会人伦不同
,

道家注重通观人物
,

玄思宇宙
、

洞

见本根
。

这一致思倾向
,

对于锻炼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
,

卓有成效
。

无论是先秦

道家
,

两汉黄老之学
,

魏晋玄学或是两宋以来道教理论诸流派
,

都堪与世界各民族的思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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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媲美
;
至于道家 (道教 )思想对各个文化领域的渗入以及在哲学领域所整合形成的宋明理

学和心学
,

显示了中国古代的理
`

论智慧
。

在今天
,

弘扬道家哲学思维传统
,

更有利于吸收
、

消化各种高度理论化的世界哲学思潮
,

构建足以体现中国理论智慧的当代中国哲学
。

道家认为
, “

道
”

不只是宇宙之本体
,

还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
。

道家十分强调热爱 自

然
,

尊重客观自然规律
,

诱导人们去探索 自然和生命的奥秘
。

这一思想
,

极大地影响古代中

国人的 自然观及生命观
,

成为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

成就
,

都应归功于道家
。

不少著名科学家如葛洪
、

陶弘景
、

孙思邀等
,

都是道家人物
。

美国

物理学家卡普拉公允地说
: 中国的道家对 自然界

“

所持的态度
,

从本质上讲是科学的
”

(灌耕

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第 87 页 ) 这是西方学者对
“

道法 自然
”

原则的正确评价
。

二
、 “

反 者 道 之 动
”

道家认为
,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
、

变化和发展
,

无不以其对立面的存在
、

变化和发展为

前提 , 矛盾双方所处 的地位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
,

总在相互转化
、

相互促进
。

由此
,

他们特

别强调与
“

正
”

的肯定方面相对应的
“

反
”

的否定方面的重要性
,

把它看作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

最重要力量
;
认为

,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遵循矛盾双方相反相成
、

相互转化的规律进行的
。

道家对 自然本质的洞察
,

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则
,

体现了道家文化的高度的

辩证智慧
。

“

反者道之动
” ④是

“

道
”

的本质特征
。

这一特征是儒家和法家经验比类的致思方式所不能

得到的
。

道家认为
, “

道可道
,

非常道
”

③
。

作为宇宙本真的
“

道
” ,

是无形无象的
,

永恒
、

绝

对的
,

非感官所能把握
; 只有排除一切私欲邪念的蛊惑和感觉经验的 成 见

,

通过
“

静观
” “

玄

览
”

静默内视方法
,

才能把握
“

常道
” 。

这种认识方法
,

区别于佛教提倡的神秘主义体验论 (
“

证

悟
”

论 )
,

是一种执着追求 自然之
“

道
”

的理性直觉主义
。

这种理性直觉主义虽然因缺乏科学分

析方法而不能十分有效地揭示自然的奥秘
,

但它确能获得一些深刻的科学洞察
。

所 以李约瑟

博士认为
, “

在中国古代十分清楚的是
,

儒家的伦理学的唯理论是与科学的发展不相容的
,

而

道家的经验主义神秘论则对科学有利
。 ”
⑥特别是经过现 代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对道家探秘者

们所提出的
“

从反面把握事物的本质
”

和
“

从阴阳两极的对立统一把握自然变化的本性
”

等观点

的证实
,

道家所注重的直觉认识方法
,

为现代许多科学 家和哲学家
,

如爱因斯坦
、

彭加勒
、

波普等所 肯定
,

它是现代物理学研究 中的重要致思方式之一
,

并被誉为最具魅力和自由创造

力的现代思维方式
。

“
反者道:之动

”
的思想原则

,

也显示出对异端思想所采取的宽容精神
。

同儒家
“

攻乎异端
” ⑦ 的正统立场和

“

罢黝百家
”

的独断学风相反
,

道家从对立统一原则出

发
,

积极提倡
“

绝圣去智
” ⑧ ,

否定圣贤权威
,

反对囿于一家之见
,

要求坚持
“

以此明彼
,

以彼

明此
”

⑨
、 “

反复相明
”

的认识原则
,

以开放的心态容纳
、

涵摄不同的学术观点
。

如黄老道家能
“

采儒墨之善
,

撮名法之要
” L

。

道家对多元学术所采取的这种宽容态度
,

正是
“

百花齐放
、

百

家争鸣
”

学术方针的历史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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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与儒家
“

德治
”
思想和法家的

“

法治
”

主张不同
,

道家提倡
“

无为而治
”

的政治原则
。

“

无为而无不为
”

@ 是
“

道法 自然
”

思想的逻辑引申
。 “

法 自然
” ,

就是任其 自然
,

顺其自然
,

反对矫揉造作和为所欲为
。

提倡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

这是说统治者无为而国治
、

国家无为

而太平和人类无为而长存
。

道 家认为
,

专制统治之所 以不能长久
,

因其统治者
“

服文采
、

带利剑
” 、

贪欲膨胀
,

鱼肉

人民
。

以致民众深受剥削压迫
,

饥不保食
,

寒不保暖
,

终于
“

民不畏死
” ,

L挺而走险
。

好的

统治者应掌握
“

无为而治
”

的领导艺术
,

善于因势利导
, “

与时迁移
,

应物变化
” , “

圣人不巧
,

时变是守
” 。

L 以
“

爱民治国
”

⑧ 为己任
, “

我无为而民 自化
,

我好静而民自正
,

我无事而民自

富
,

我无欲而民自朴
” ,

L要薄税敛
、

轻刑罚
、

尚节俭
, “

治大国若烹小鲜
” , L 谨慎理政而

不妄为
,

政治清明而人民归顺
。

道家的这一思想告诉我们
,

治理社会应当
“

以百姓心为心
” ,

“

损有余以补不足
” , “

去甚
,

去奢
,

去泰
” , L应当

“

为无为
” ,

而不要瞎指挥 ; 应当
“

知常
” ,

“

不知常
,

妄作
,

凶
” 。

L 在封建社会里
,

若对小农经济妄加折腾
,

必然导致社会 的 动 乱不

安
。 “

法令滋章
,

盗贼多有
” ,

L
“

民多利器
,

国家滋昏
” 。

L反对一切破坏社会和平的侵略战

争
, “

天下无道
,

戎马生于郊
” 、

⑨ “

大军之后
,

必有凶年
” 。

@ 肯定为维护和平而采取反侵略

战争的必要性
, “

夫慈
,

以战则胜
,

以守则固
” 。

L 当今世界和平不断地遭受到种族歧视
、

资

源争夺
,

民族争端和争夺世界霸权等多种因素的威胁和破坏的时候
,

重新领会道家文化的和

平思想
,

定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
。 “

无为而治
”

的原则亦很重要
。

如果说儒家 以其 自强不息的男性

品格
,

要求征服 自然
、

改造 自然
,

其特点在
“

制天命而用之
” 。

⑧ 那么
,

道家则 以其柔顺和谐

的女性品格
,

要求无为而顺应 自然
,

复归于 自然
,

从而与 自然合一
。

道家认为
,

自然宇宙与

人类自身是一个和谐的有机统一体
。

人体不过是相对于 自然界这个大宇宙而言的小字宙
。

甚

至警觉到天地
、

万物和人三者相互为
“

盗
”

充满着斗争或
“

杀机
” ,

因而积 极 主 张
“

惘 其 宜 则

吉
” 。

⑥人只有处在一个自然环境
、

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相协调的统一的无为状态之中才能获

得正常的生存
。

因此
,

他们坚决主张人类应当无为而顺应 自然
,

而不可侵害自然
、

破坏人类 自

身的生存环境
。

人类愈能 自觉地
“

以辅万物之 自然而不敢为
” ,

L就愈能保持 良好的生态环境
、

获得持久的生存
。

道家的这一思想
,

日益为近代因片面追求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空前生态危机

所证实
。

人类因科学技术发达对 自然无止境的反叛
、

到头来反为 自身发掘了陷井
。

现代人类

只有采取新型的发展模式
,

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 自身的生态危机
。

这正是道家文化中顺

应 自然的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

四
、 “

含德之厚
,

比于赤子
"

道家按照
“

尊道贵德
”

@ 的原则
,

建立 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

与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迥然相

异
。

儒家强调人人必须遵守三纲五常
,

用封建统治思想约束人心
;
道家以猛烈地抨击儒家纲常

名教的异端姿态
,

登上历史舞台
,

以其自然之
“

道
” ,

同儒家的人伦之
“

礼
”

尖锐对立
。

明确提

出
“

大道废
,

有仁义
” ,

L
“

夫礼者
,

忠信之薄
,

而乱之首也
” 。

L 严厉抨击儒家的伪道德
,

假

名教
。

强调道德与个人之 白觉
。

积极主张德性之自然
,

和真道德
、

真名教
。

认为修身养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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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于
“
三宝

” :“ 一旧慈
、

二 日检
、

三日不敢为夭下先
。 ”

L 鄙弃争权夺利
,

尔虞我诈
.

损人

利 己行为
。

强调清心寡欲
,

淡泊功名
,

宁静致远
,

大公无私
, “

利而不害
” 。

⑧主张虚怀若谷
,

归真返朴
,

慈让天下
。

道家非常重视永葆人的 自然本性
。

主张
“

含德之厚
,

比于赤子
。 ” L 有道之人当不失其

“

赤

子之心
” 。

坚决否定儒家伦理对人的异化
。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 品德高尚
,

度量宽宏
,

不为世俗

名利所引诱的高洁道家形象
。

他们出则为救世度人的救世者
、

隐则为天性得全的活神仙
。

其

仙风道骨颇为士林所敬重
。

处在当今各种道德价值观念激烈冲撞的改革开放时 期
,

继 承 和

发扬道家纯朴的道德观念
,

对于抵制和防范利己主义道德观的侵蚀
,

树立艰苦朴素
、

任劳任

怨
、

忘我工作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
,

无疑是有益的
。

就个性之 自然而言
,

同偏家
“

内圣外王
”

的理想人格和佛家超尘绝俗的出世思想相反
,

道

家追求在世而不入俗
、

出尘而不离尘的理想人格
。

道家以博大的气魄和放达的胸怀
,

观察宇

宙
,

反省人生
; 畅论

“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
,

莫寿于疡子而彭祖为夭
” 。

(《庄子
·

齐

物论》 )傲视儒家所执着的功名利禄
,

无累于佛家所烦恼的生死苦海
,

积极追求今生今世的自由

逍遥和长生久视
。

时弥远而思弥永
。

人类文明的有限
,

融进 了宇宙的无 限
; 而宇宙 自然的无

限
,

又融进 了现世人生的有限之中
,

这就是与儒家的贤人作风相对应的道家的智者气象
。

这

种恢宏的气象和对个体人格尊严与 自由个
J

性的高扬
,

体现了道 家对人伦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对

人生价值的独特理解
。

今天
,

当
“

否定一切
”

的民族虚无 主义
、

全盘西化的空想主义甚嚣尘上

之时
,

道家不追求虚幻的未来
,

不沉洒于已往的过去
,

立足现世
,

放眼环宇
,

其批判现实主

义精神
,

很值得批判地继承
。

同 自然主义的人生理想相一致
,

道家同儒家提倡
“

文以载道
” “

画助人伦
”

的伦理主义审美

观相反
,

追求超功利的
、

自然主义的审美情趣
,

积极肯定 自然的质朴
、

恬澹
、

淳真
,

脾院愉

悦感官的华饰与雕琢
,

确信
“

_

素朴而天下莫与之争美
” ,

L “

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 。

@ 赞颂
“

自

然之美
” ,

极力追求将人生融化于 自然而与天道合一的审美人生境界
。

道家的这种审美 情 趣

给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以极大的影响
,

哺育了诸如陶渊明
、

李白
、

苏东坡
、

汤显祖等大批文

学艺术巨匠
。

当今之世
,

道家所执意追求的朴素
、

纯真
、

淡泊的 自然之美
,

日益为人们所喜

爱和追寻
,

居处环境的园林化
,

自然风景区的开发
,

街心公园的设置
,

无不显示道家审美情

趣的现实意义
。

五
、 “

深根固抵
、

长生久视之道
”

道家对 自然的热爱
,

集中地表现于对人的生命的珍视
。

高度肯定生命的价值
。

把生命的

存在与延续
,

看作是对人的 自然本性理所当然的维护
。

鄙视
“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
”

的不 良行径
。

极力追求
“

深根固抵
,

长生久视之道
” L主张

“

我命在我不在天
” ,

L认为通过服

食
、

导引
、

内丹等养生之术
,

可以延寿益年
,

坚决否定儒家宣扬的
“

死生有命
”

的唯心主义宿

命论
。

道家的理想主义生命观
,

激发着人们锲而不舍地探索生命的奥秘和养生的妙术
,

促进

了中国独具特色的道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

这种包括 内丹
、

外丹
、

房中
、

存思
、

胎息
、

辟谷
、

导引等 内容的道术科学
,

成为古代化学
、

冶炼学 (炼丹术 )
、

人体科学 (气功养生学 )
,

医药

学和心理学等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
,

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
,

为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

了不朽贡献
。

在今天
,

受道家文化滋养的气功学
、

养生学和医药学
,

正在 同现代科学紧密结

合
。

这种结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意义
,

正如钱学森同志所断言的
,

这一结合
, “

必 将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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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
” 。

O

道家文化毕竟产生于奴隶制统治下的春秋时期
,

发展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
,

难免带有

历史局限性
。

诸如提倡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观
,

片面追求长生久视
,

幻想个体精神的绝对

自由和隐居避世
,

以及
“

不敢为天下先
”

的退守心理
;
此外

, “

道家学者虽然对大自然 特 别爱

好
,

但并不信任理性与逻辑
”

L等等
。

道家文化中的这些不合理的
、

消极的层面
,

应 当 坚决

地加以科学地扬弃
。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贡献于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

通过
“

汉学东渡
”
和

“

中学西传
” ,

还

成为东亚和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的宝贵营养
。

在道家思想促进下的中国古代科学技

术对世界文明史作出独特的贡献
。

正如李约瑟膊士所说的
: “

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学 技 术的

优越贡献
,

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可能实现
” 。

L在今天
“

东方文化回归热
”

的浪潮中
,

道家 (道教 ) 文化思想正在同现代科学文明相结合
,

越来越显示出特殊的世界意义
。

我们相

信
,

随着全球性的东方文化研究热潮的深入开展
,

中华民族的道家文化定将发出更加耀眼的

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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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中找到其最初的根源
。

本书忠于史实
,
褒贬适当

。

作者对国民革命军及其主要将领均采取 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评述
。

如
:

既充

分肯定它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斗中的功绩
,

又区别了各军在战争中作出的不同贡献
。

既指明了绝

大多数将领卷入反共潮流而导致国民革命军的变质
,

又区别 了他们之中某些人犹疑动摇的不同态度
。

该书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系统性和开拓性
,

正 因为如此
,

也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和不准确之处
。

如
:

对国

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之间的矛 盾和斗争阐述得不够全面和具体 ; 关于唐生智在北伐期间反对农民运动思 想 的

分析还缺乏事实为依据 ; 谭延阁所率领的建国军并非在 1 9 2 3年谭赵 (恒惕 ) 战争后依附孙中山的
,

而 谭 是

奉孙中山之命入湘讨赵并被委任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
。

尽管该书有某些不足之处
,
但瑕不掩瑜

,

该书的

出版填补了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

对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起到促进作用
,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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