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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三十六章

【原文】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

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
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译文】
想要收拢它，必定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定先

强盛它；想要荒废它，必定先兴盛它；想要夺取它，必
定先给予它。这是微妙简明的道理。柔弱战胜刚强。鱼
不能离开水，国家的刑法政教不可以向人炫耀，不能
轻易用来吓唬人。

【解读】
本章讲述了事物的两面性和矛盾相互转化的辩

证关系。 《易经》曰：阴极生阳，阳极生阴。 在事物的变
化过程中，当某一事物达到一个极端时，就会向相反
的方向发展。 本章中的歙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取和
与，就是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
具体分析，贯穿着老子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

《道德经》被有些人误解为权谋之术，老子被人认
为是阴谋家，其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本章这段文
字。 “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你看
啊， 骗子最大的骗术就是灵活运用了本章的智慧，欲
夺先与，略施小恩小惠，就让一些爱贪便宜的人落入
陷阱。 行贿者在认真琢磨了解对方的兴趣和爱好后，
投其所好进行贿赂，以很小的投入，达到谋取更大利
益的目的。经是好经，被不同目的的人运用，就会产生

不同的结果。
道是无法描述、无法定义的，但是道无时无刻不

展现着它的特征，并一直跟随我们左右，伴随我们工
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握紧拳头，必须先把手指伸开；
要想拳头打出力量，就必须先收回来；要想跳得高，必
须先蹲下来；想快速奔跑，必须先后退几步助跑。过了
正午，太阳就开始降落；寒冷过后，春天就到了；鲜花
盛放之后，就会凋落；人到中年，年富力强，之后就会
慢慢变老……

老子始终认为， 在柔弱与刚强的对立统一中，柔
弱总是胜于刚强的。 因为柔弱的东西极富柔韧性，所
以能够长久，刚强的东西反而容易被折断。

韩信，大家并不陌生，他是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
赫赫战功的人。 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
“道”始终伴随他，并显示了巨大作用。

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钓鱼维持
生计，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一日，一群恶少当众羞
辱韩信， 其中一人对他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
欢带刀佩剑，其实胆子小得很。你敢用剑刺我吗？如果
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韩信自知形只影单，
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围观人的面，从那个恶少的
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胯下之辱”。后来，韩信发
愤图强，熟读兵法，并练就一身武艺，具备了卓越的军
事才能，在萧何的引荐下，成了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大
将军。 正是他当年柔弱，甘受胯下之辱，才保全了自
己，有了后来的成就。

韩信屡立战功，骄傲情绪也日渐显露。 特别是在
他打下齐鲁之后，直接要求刘邦封其为齐王，否则就
按兵不动，不西进救刘邦。刘邦大怒，但张良却说：“大

王，您要除掉他，就应该先答应他的要求。 ”于是，刘邦
不仅封韩信为齐王，还大肆宣扬他的功劳。其实，当时
刘邦已经起了杀韩信之心。 后来，吕后在萧何的配合
下，将韩信杀掉。

由此看来，韩信的成功是因为他守柔，当他的事
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也就是该走下坡路的时候，却不
知“功遂、身退”，而是居功自傲、私欲膨胀，为自己埋
下了祸根。

前面说过，道就在我们身边。它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时时给我们变化的征兆、潜在的预示。我们只要
顺应大道、适应环境，敏锐地察觉到道给予我们的暗
示，就可以随时调整自己、修正自我。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都离不开大道，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国家离不开人民
一样。一旦我们偏离了大道，甚至逆势而行，违反自然
规律，那就注定会失败。作为统治者，如果将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民，处处压制老百姓，那就像离开水的鱼
儿一样，等待他的只会是失败和毁灭。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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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雨中的倾听
———读余秋雨《晨雨初听》有感

◇高海峰

“当代学生阅读经典” 系列是一套专为学生朋友
量身定做的丛书，文汇出版社出版 ，入选的毫无疑问
都是大家的作品，《晨雨初听》就是其中精挑细选的一
本。 余秋雨老师还写了《写给青年学生的序》，足见其
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总体评价肯定宽泛，我仅选择
一些语段谈谈感受。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照亮对方、照亮
环境， 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 多一点这种寻
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寻找
文化现场》）

———这句话， 似乎回答了秋雨老师为什么要几十
年如一日，脚步遍及世界各地，去看废墟遗址，去看都
江堰、莫高窟、金字塔等等，原来是去寻找直接或间接
的文化现场，去弄清一个又一个困惑，去解答一个又一
个问题，并借此推测那些潜在的危险以便及早回避。 真
期待有更多的自警自觉者加入这种文化旅行， 真期待
有更多如秋雨老师这样的遗址和废墟代言人。

“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
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
的大本事。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
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一个王朝的背影》）

———康熙是治理国家的高手，他下的是“大棋”。 他
在意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进退， 而是所有人的折服
和心灵的皈依，是国家的大一统与长治久安的大谋略。
所有这些， 都被康熙浓缩为一片高低错落的园林和一
圈屈指可数的寺庙，都浸泡在来客的“幽静闲适”里，幻
化在迷蒙的“香火缭绕”中。 康熙这棋下得高明，秋雨老
师看得透彻。 都是“大本事”啊！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
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 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
人。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

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
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哄闹
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须声张的厚
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苏东坡突围》）

———苏东坡一生好多时间都被流放。 流放的原因
除了政治斗争，更多的是遭小人诬陷，甚至如李宜之之
流是想借扳倒名人以增加“自重”，你说这该多无耻？

与其说再坏的事也能多少找出些积极因素，不如
说是小人们的百般下流和围殴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

苏东坡的脚步，拓宽了苏东坡的视野 ，帮苏东坡完成
了突围，并最终把苏东坡逼向了成功和成熟。 所以，他
用“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和“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如数
把他们精心酿制的恶心打包还给了他们，让人何其痛
快！

秋雨老师这些年也没少被骂、被群起而攻、被泼脏
水，也许是不屑，也许是不愿，也许是悲悯，反正秋雨老
师是很少还击的。

真是无独有偶，突围后的苏东坡是成熟的，而这些
人是用谩骂诬陷把秋雨老师“炼”成了铮铮铁汉。 秋雨
老师不需要理会， 他的成就与荣耀足以超越他们所有
人集体跳蹦之后的高度，再反击岂不高抬了他们？

“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
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 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是，
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 而法显已经六十七

岁！ 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
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八十岁，
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
到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
岁之后的老人， 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
彻底的挑战， 也说明了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能
量。 ”（《玄奘和法显》）

———今人知道玄奘的很多， 而知道法显的相对较
少。 秋雨老师在这里有意借助对比凸显法显的精神信
仰。 一般人提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帕米尔高原”，常
常会想到两腿发软、浑身发抖甚至死亡之类，很难会想
到“六十七岁”这个年龄，但法显却仅仅将此当作起点。
自己刚刚六十六岁，时不时会泛出“老冉冉其将至”（屈
原《离骚》）的灰色心理，今天才明白差在了哪里。

“这中间， 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
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
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

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
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
文明的作用。 ”（《中国牛的眼神》）

———这里， 秋雨老师三言两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对
人心“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也写出了华夏民族的动力
源泉与精神家园。 多好！

从职业上讲，我是老师，但拿起这本特意编给当代
学生的书，我照样读得如痴如醉。 差就是差，没啥好丢
人的，真正丢人的是不懂装懂，更可怕的是滥竽充数、
糊弄学生。 人谁都难以脱离特定时代与特定环境，只要
能意识到，啥时开始阅读、弥补都不算晚，所以我只能
快马加鞭。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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