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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庄哲学追求的“生无所待”，主张混沌和无为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究人的在世方式，区别于儒家的处世

方法，老子与孔子都在其思想中体现了对整个世界的人文关怀。在更高层面上，老子思想既是一种大仁不仁的至仁关怀，

又是与命运相抗争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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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生的每一个言行，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都贯穿着哲学，没有一个哲学家

是绝对脱离实际的。哲学确实有玄虚的成分，不能完全离开

推理、抽象的概念，但更是对现实的推论，是追问之学 ，是打

破沙锅问到底之学。一个人只要爱思考 ，他就有哲学头

脑。西方和中国的传统哲学有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国传统

哲学从来和实际人生是紧密联系的儒家最讲现实，儒家哲学

和人生紧密相联，主要从人生谈人生，讲社会政治生活、伦理

道德。道家则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整体包括自然来探讨

人生，追问人生。西方传统哲学是比较脱离人生的，将哲学

看作是追问概念之学。在哲学与人生不同程度相分离的今

天，我们应回归中国传统哲学之路，讲求哲学与人生相结

合。哲学是人生的态度之学，研究人对世界应该持什么观

点，采取什么态度，追求何种境界，用比较正确与科学的态度

来对待世界与人生。不同的哲学决定了不同的在世方式，不

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生态度体现不同的思想境界，不同

的思想境界具有不同的哲学表达。

一、老庄哲学的在世方式

老庄哲学，就是道家对于人生的究极意义的探究和主观

认知的总结，就是追求“生无所待”主张混沌和无为的思想，

都在一定意义上讲究人的在世方式，区别于儒家的处世方

法。

老子讲清静无为，庄子讲齐物逍遥，这些道理看似不能

为以寻求发展为主题的现代社会所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

在思考怎样工作和生活得更好，怎样使自己的才能充分发

挥，怎样享受得更多。但往往真正取得大成功的人最终仍要

归于清静之境界，或归于老庄之道，或皈依宗教。笔者的基

本观点是人的命运是有为，因为人生来就有情感和欲望，这

是自然所赋予的人的属性，就像命运一样坚定而不可改变。

这是人类的现实，否则人就不是人，而是其它的什么。“为学

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不为。取

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的智慧也是人所拥有的，它基本上也可以算作人的属

性。而这会在更高层次上则代表着人类对命运的抗争，不屈

服于命运的安排，要摆脱命运的羁绊而直达真理，直达大道，

直达人类目前还未能了解的终极意义。所以智慧对我们的

指示往往与命运相悖，命运讲有为，而智慧则看到命运带给

人的烦恼，空虚，痛哭，悲伤，麻痹，于是提倡无为。当然智慧

这样做并不仅是有因为和命运怄气而和命运对着干。所以

有一点很重要，无为不等于无目的，人类的智慧还是要超脱

命运，直达大道。但是智慧帮助人类找到必有为更高层次，

更接近于道的方法，就是无为。无为，在笔者的理解就是要

多思考，少去做那些给人带来烦恼和空虚，与道相背离的事

情。但是道是什么，什么事情与道相近，什么事情与道相离，

这正是我们要思考和体悟的问题，也就是心灵和智慧所要解

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太难解决了，或许根本无法解决，所以

我们所能做的便是观察现实，认识世界，然后用头脑思考哪

里是好的，哪里是差的，用心体悟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虚妄

的。所以说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一种在世的方式，

一个智慧思考得来的理想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合理性至

少是基于一点，无为比有为更有利于解除烦恼，消除纷争，使

人心更加纯洁，使社会，乃至于使整个自然更加和谐。

二、老庄哲学的人生态度

老庄哲学最值得人欣赏的，就是它是纯智慧，不含有人

的希望。相比之下，某些宗教和哲学，像是建立在一种美好

的憧憬之上。他们首先认为人类社会达到某些样子才是最

好的，然后就把有利于实现这个远景的道理作为它们的内

容。比如基督教认为充满爱的社会是好的，然后它就提倡博

爱，而且为了博爱，应该有勇气向耶稣那样受难；佛理认为，

没有压迫的社会才是好的，所以它宣扬平等观念，告诫人们

绝对不能做恶，即使被人压迫你，你也不能反抗。当然笔者

并不是认为博爱和平等是坏的事情，必且相信每一个心志健

全的人都认为博爱和平等是好的。但是在有了这样一个美

好的希望之后，或是说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情感之后，我们下

面的思考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羁绊，就像庄子所讲的，有所

恃，必不能逍遥。因为人的希望也好，情感也好，毕竟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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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奴隶。当智慧依赖于或是不肯放弃命运的奴隶的时候，

它还怎样超脱命运？

《理想国》中，柏拉图说人的灵魂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

次爱金钱，是爱钱的灵魂；第二个层次爱名誉、爱地位，是好

胜的灵魂；第三个层次是爱理念的灵魂。在他看来，追求理

念、真理的快乐比追求金钱、追求名誉的快乐更高、更值得。

冯友兰则认为人生境界最低是自然境界，就是满足生存需

要，第二是功利的境界，第三是道德的境界，第四是天地境

界。笔者则把人的精神境界做这样的划分：最低是欲求的境

界，就是求得欲望的满足；第二是求实的境界，科学是最讲求

秩序的；科学家都是这种境界；第三是道德的境界，第四是审

美的境界，审美的追求是人生的最高追求，而美的最高境界

是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这是审美的最高价值之所在。人和

万物息息相通，仁爱之心贯穿其中。儒家和道家都谈“万物

一体”。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为我们讲道德、讲仁爱，讲

“一体之仁”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哲学本体论依据。我们今

天提倡道德意识，应该发扬中国儒家传统的“万物一体”的思

想，人和人要有同类感、同情感。人和自然也是一体的，人和

自然要和谐 ，不要随意破坏自然。笔者把审美的境界看作

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老庄的“万物一体”思想里面，我们能

找到中国审美意识的根源。儒家主要从道德意识的根源来

论证“万物一体”，道家更强调审美意识。

道家讲“万物一体”更多地是作为审美意识的理论根

据。庄子讲“心有无穷”就是说人要畅游在无穷的天地里

面，人和天地万物一气相通 ，有了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最美

的境界，最高远的境界。中国阴阳和合的思想有助于具体分

析“万物一体”的审美境界。“在场”的“阳”和“不在场”的“阴”

的东西阴阳和合，这就有一个整体的审美意识了。故中国人

讲审美 ，都讲含蓄之美，越含蓄就越有意味，都是通过“在

场”的“阳”的这一面让你去体会背后所含蓄的、没有表露出

来的“阴”的那一面 ，即海德格尔晚期所讲的美就是通过“在

场”去体会“不在场”。这是万物一个整体的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

多少，报怨以德。图难於其易，为大於其细。天下难事必作

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

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

难矣”。在这一点上，其实用智慧改进过的各种有为的理论

和思想，也有同样的目的，也是为了营造和谐的世界，但与老

子的无为不同，是属于有为之类的。在基本层面上，老子与

孔子都在其思想中体现了对整个世界的人文关怀，而在更高

的层面上，孔子仿佛没思考到这个问题，他告诉人们在命运

的框架下一些更好的做法，而没能教给人们一些摆脱命运，

直达大道的要领。他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关怀，而非智慧。

相比之下，老子思想既是一种大仁不仁的至仁关怀，又是与

命运相抗争的智慧。关怀是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而智慧

则看起来好像是与现实不符，所以孔子与老子在历史上，在

广大人民的头脑中有不同的地位。

但智慧毕竟是智慧，老子智慧并不在乎什么地位。但强

调人生态度，人要修养到一个较高境界所需要的观察能力，

思考能力，体悟能力，在老庄哲学里得到华美的展现，而这些

观察，思考，体悟，都是建立在很现实的，甚至平常的事情的

基础上，但得出的道理却又是多么不平常。从平常的现实到

不平常的道理，这便是老庄智慧冲破命运，带给我们的精神

财富。

三、老庄哲学的人生境界

老庄哲学所达到的大仁不仁的境界，是其鲜明特点。庄

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一种博大的人文

精神。博爱与平等的却是美好的，但他们是应讲给普通人听

的，而不是讲给大智慧的人听的。老庄哲学的人文精神更加

光辉，他没有把人当成小孩子，而是把人当成同样是有智慧

的人，他与你对话，和你讲道理，道理讲出来了，你能接受则

接受，不接受也不强求。它并不认为你接受就是多么大的好

事，也并不为你不接受而深感痛心。这就是智慧的风范，这

难道不正是真正的博爱和平等吗？试想，社会群众中的一个

成员对待另一个成员还能怎样。他若是真正的笃信博爱和

平等的话，他的所做不外乎就是老庄两位先哲的所做。因为

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的智慧都是人类的智慧；我没有理由认

为我的智慧比你高明，我不应把我的东西强加给你。如果你

的智慧足够发达的话，将懂得我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出于我的

命运或是我的智慧，但是我们之间的智慧和命运是不相同

的，你将无法相信我所讲的对你来说是绝对合理的。所以拯

救人类的必定是人类自己，而不会是上帝，上帝所能拯救的

是上帝自己。

所以，老庄两位哲人必定是看到这一点。他们没有炮制

出一个神圣般的人物，没有编造出围绕这个人物的或是华

丽，或是凄美的故事，没有教义，没有戒律，他们唯一希望人

们做的就是思考，开发人类自己的智慧。而即使是如此之小

的要求，他们也未明说，也只是暗示。

老庄哲学作为人类的大智慧，它对命运的反抗性，它的

纯智慧性质，以及他博大的人文精神，都是值得人推崇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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