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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要确切理解道家的 /以正治国0思想,首先要明确 /正0的含义,在道家思想中, /正 0与 /奇0是相对的, 治国

要以 /正0为标准; /正0与 /静0是相通的,治国者要遵循清静无为的原则。 /正0是治国的根本,执政者是 /正0的体现, 所以

政治活动也要以 /正0为原则。在具体政治活动中, 执政者要以 /名法0为 /正0, 重视法度的作用。 /以正治国0的目的是实

现 /正天下0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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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正治国0是道家的基本政治理念, 在道家

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老子虽然提出 /以正

治国0概念, 但没有对其进行深入论述,老子以后的

道家尤其是黄老学派对 /以正治国 0思想进行了发
挥,赋予其更具体的含义。后世学者对 /以正治

国 0的注释、解读多有不同, 但还不是很确切, 主要

原因是将 /以正治国0局限在老子的文本中, 没有

从整个道家思想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结合老子及

以后道家尤其是黄老学的相关文献, 对 /正 0与相

关概念进行了考释, 以便更清楚地理解 /正 0的内

涵,从而准确地把握 /以正治国 0思想的含义。

一、/正 0与 /奇 0

在道家思想中, 老子首先提出了 /以正治国 0

的概念。老子云: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

天下。0( 5老子#五十七章6 )但老子并没有进一步

论述 /以正治国 0的具体内容, 这为后世研究者提

供了很大的诠释空间。迄今为止, 历代学者对 /以

正治国 0的注解多局限在老子思想范围内, 注重在

5老子6中发掘 /以正治国 0的微言大义。实际上,

道家黄老学派继承并发展了 /以正治国 0思想, 赋

予其更丰富的内涵, 因此, 应该把 /以正治国 0放到
整个道家思想中来理解,应进一步结合相关道家文

献理解其确切含义。

要理解 /以正治国 0的内涵, 首先我们必须明

确 /正0的含义。在先秦文献中, /正 0是个政治意
味浓厚的概念,如 5洪范 6篇说: /无偏无党, 王道荡

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无反无侧, 王道正直。0已

经把 /正 0作为政治活动的根本价值标准。在先秦

不同学术流派中, /正 0的意义有所差别, 对于道家

来说, /正0的含义是较为一致的, 它是一种价值标

准、行为规范, 也是执政的手段与目的。 /正 0在

5老子6的有些版本中做 /政0,如5文子 #上礼 6篇、

傅奕本、邢玄本、磻溪本均为 /政 0。郭店竹简本为

/以正治邦 0 [ 1] ( P5)
, 马王堆帛书甲本为 /以正之

邦 0,乙本为 /以正之国 0 [ 2] ( P106)
, 虽然 /政 0与 /正 0

为通假字,但使用 /政 0还是 /正 0在意义上却有着

根本的区别,如有注释者认为是 /政 0字, 意为 /名

教法律也0 ( 5道德真经注疏 6卷六 )
[ 3]

, 另有注释者

认为是 /正0字,意为 /养百姓者,妙在平均, 宣风化

者,要归于正直 0 ( 5道德真经玄德纂疏 6卷十

五 )
[ 3]
。综观5老子 6和先秦文献,可以看到 /正 0是

作为与 /奇0相对的概念而出现的, /正 0应是老子

的本意。

老子强调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0, 认为治国与

用兵的性质完全不同, 治国应用稳定、常规的方法,

不能像用兵一样使用 /诡道 0。在兵法中, /奇 0与

/正 0也是一对重要的概念。 5孙子兵法 #势篇 6
说: /凡战者, 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

天地,不竭如江海。0/正 0即使常规的方法, /奇 0是

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诡道。 5孙膑兵法 # 奇正 6

说: /形以应形, 正也; 无形而制形, 奇也。奇正无

穷,分也。分之以奇数, 制之以五行, 斗之以 t t 。

分定则有形矣, 形定则有名 [矣 ]。0兵法强调战争

中的 /奇 0与 /正0的辩证关系,认为 /奇 0与 /正 0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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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互转化的,讲究出奇制胜。但是老子认为治

国要以 /正 0为原则, 要遵守恒常之道, 而不能出

奇,否则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 5老子 #五十八
章 6说: /祸尚福之所倚, 福尚祸之所伏。孰知其

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0此处老子是把

/正0与 /奇0联系起来,看到其转化的可能性, 所以

强调守正的重要意义
[ 4] ( P120)

。

老子对 /正 0进行了进一步论述, 认为 /正 0就

是遵循大道, 是相对于 /奇 0也就是 /邪 0而言的。

5老子#五十三章 6说: /使我介然有知, 行於大道,

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 田甚芜,

仓甚虚。服文彩, 带利剑, 厌饮食, 财货有馀, 是谓

盗夸。非道也哉。0韩非解释这章说: /所谓大道也

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谓径也者,

佳丽也者,邪道之分也。0 ( 5韩非子#解老 6 ) 5老子

河上公章句 6卷三注云: /径, 邪不正也。0清代王念

孙认为: / -施 .读为迆。迆, 邪也。言行于大道之

中,唯惧其入于邪道也。0
[ 5 ] (余编卷上 )

可见, 老子对非

道的政治进行了批判, 认为其违背了 /正 0的原则。

老子进一步强调 /正 0对于政治活动的重要意义,

如 /清静为天下正 0 ( 5老子#四十五章 6 )。蒋锡昌

认为: / -正 .者,所以正人也, 故含有模范之义。此

言人 君 应以 清静 之道 为 天下 人 民之 模 范

也。0 [ 6] ( P327 )
所以 /以正治国 0就是以稳定、恒常的

规则为标准从事政治活动的意思。

道家黄老学派也讨论奇正的关系 ¹ ,强调 /正 0

在制度建立中的重要意义,并详细论述了 /正 0与

/奇0的关系。在对待 /名0的问题上,要求正名, 如

/名正者治, 名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

不殆, 可后可始0 ( 5十六经 #前道 6 )。在具体的政

治活动中,把 /正 0作为基本的原则,认为名与具体

的事物要相符,应以道的原则使奇归于正,如 5黄老
帛书#道原 6说: /得道之本, 握少以知多; 得事之

要,操正以正奇。0

二、/正 0与 /静 0

在道家思想中 /正 0与 /静 0两个概念的关系非

常密切,老子认为通过 /静 0才能实现 /正0,也就是

通过 /守静0的修养才能归于道。 5老子 #十六章 6

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夫物芸

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 是谓复命, 复命曰常,知

常曰明。0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平正、安静的, /致

虚 0、/守静0的目的是 /知常 0,即恒常之道,这就是

/正 0。黄老学发挥了老子思想,认为 /正0、/静 0是

认知事物的根本方法,也就是排除主观的杂念,保

持冷静的理性。 5经法 # 亡论 6说: /赢极必静, 动

举必正。赢极而不静, 是谓失天。动举而不正, 是

谓后命。0/正静 0甚至作为一个词汇出现, 表明了

二者内涵的一致性。5管子#心术下 6说: /人能正

静者,筋肕而骨强; 能戴大圆者, 体乎大方;镜大清

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 日新其德,昭知天下, 通

于四极。0/正静 0对于执政者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

做到 /正静 0, 才能洞察天下, 乃至整个宇宙, 也就

是体察了道的含义。

/正静0并不是否认知识的作用, 而是强调祛

除主观成见,遵循客观规律。 5管子 #心术上6说: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 不迫乎恶, 恬愉无为,去智与

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 非所取也。过在自

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

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0 /静 0就是抛开主观

好恶,因道而动, 遵循外在的规律。 5庄子 6也有相
同的论述如: /去知与故,循天之理。0 ( 5庄子 #刻

意 6) 5庄子#天下 6篇在总结黄老学者慎到的思想

时说他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 泠汰于物, 以为道

理 0,这些都说明 /静0所包含的因循客观规律的意
思,只有守静,清除主观成见,用冷静的理性去认识

并因循事物的规律,这样才能实现 /正 0。

/正 0意味着万物各处其宜、各循其性, /静 0是
不干扰事物的本然状态, 道家认为通过 /正 0与

/静 0能实现清静无为的理想政治状态。只有 /静 0

才能实现 /正 0,有了 /正 0也就是确立了统一的标

准,有了统一的标准,才能治理天下。如5老子 #四
十五章 6说: /清静为天下正。05文子 #道德 6也说:

/无为者,守静也,守静能为天下正。0 /守静0也就

是体道,因为道是至正的。 /正静 0成了政治活动
的标准, /正 0是根本, /正0就可以 /静 0, 执政者和

民众都遵守了 /静 0的原则,就能实现 /正 0, 也就是

道的状态。如 5黄老帛书 #道原 6说: /上虚下静而

道得其正。0

三、/正 0是治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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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黄老学派是道家的重要派别。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内有5老子 6甲乙本在内的一批帛书,而后黄老学研究成为学术

界的热点。学术界一般把出土的5黄老帛书 6 (帛书5经法 6、5十六经 6、5称 6、5道原 6 )、5管子 6中的部分篇章、5庄子 6外篇、5鹖冠子 6、5慎

子 6、5尹文子 6、5文子 6、5吕氏春秋 6、5淮南子 6等划为黄老学派的著作。参见丁原明: 5黄老学论纲 6,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老子把 /正 0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以

清静之道治国, 但清静之道要落实到现实的政治

上,那就要确立一个标准,并依照标准施政。黄老

学进一步探讨 /正0的内涵, 把它看成是道的基本

特征、事物的根本所在。5经法#四度 6说: /正者,

事之根也。0 /正0是最高的标准, 事物运行的根本

依据。 5经法 # 论 6说: /明以正者, 天之道也。0

5称6又说: /天贵正, 过正曰诡。0 /正 0是天地万物

的准则,自然秩序和人类秩序都应以 /正 0来调节。
5鹖冠子 #度万 6说: /阴阳者, 气之正也; 天地者,

形神之正也;圣人者, 德之正也;法令者, 四时之正

也。0就自然秩序而言, /正 0也是一种必然性, 事物

中最根本的性质就是 /正 0, 天地、四时、万物都有

其 /正0,引申到人类社会秩序中, /正 0就是政治活

动的常规、常则。

黄老学认为执政者就是 /正 0的体现。 5鹖冠

子 #泰鸿6说: /以天子为正, 调其气, 和其味, 听其

声,正其形,迭往观今, 故业可循也。0 /天子 0是天

下的标准,可以协调万物的关系,使万物各归其正,

和谐共存。执政者应该以 /正 0作为修身治国的基
本原则。5文子 # 道德 6云: /夫道德者, 匡邪以为

正,振乱以为治, 化淫败以为朴, 淳德复生。0修身要

以 /道德 0为原则,不受外物的干扰,维持自身的正

气,也就使邪行归于 /正 0。5经法 #名理 6说: /故
执道者之观于天下, t 见正道循理,能与曲直, 能与

终始。0/正道 0就是不断体道并以道指导自己的行

为,这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 /正 0也是道的体
现,因此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标准, /正己 0与 /正

民 0是结合在一起的, /正民 0也强调民众的 /自

正 0,也就是要遵循清静无为的为政理念。如 5文

子 #自然6说: /天地之道, 以德为主, 道为之命, 物

以自正。0/正 0的原则也强调个体的 /自正 0, 就是

尊重并实现人的自然本性。

/正 0是施政的基本原则。 5管子 #法法 6说:

/政者, 正也。正也者, 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

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0/正 0可以 /定

万物之命0, 圣人也就是执政者的作用是 /生正 0,

就是确立 /正 0的标准。孔子曾说: /政者, 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0 ( 5论语 #颜渊 6 )孔子认识

到 /正0的作用,但更强调执政者的道德示范作用,

而不是以 /正 0为原则确立普遍的行为标准。 5管

子 6是在道家 /道德0系统中言 /正 0, /正 0不只是
从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出发, 以道德去同化民

众,而是从 /万物 0各存其性的角度,去确定万物各

自的适当位置。 5管子 6在老子之后提出 /明正以

治国0的观念, /正 0成为一切政治活动的标准, 过

与不及都不是 /正 0, 国家的政事必须遵循 /正 0的
原则。

四、/名法 0为 /正 0

/正 0是道家基本的执政理念, 它要求政治活

动要遵守恒常之道。黄老学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认

为 /正0不仅是执政理念, 而且也是具体制度的根

本价值, /正 0表现在 /名 0、/法 0的作用上, /名0、

/法 0就是恒常的标准, 也就是 /正 0的体现, 执政者

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纷繁的社会关系,民众也以法为

自己的行为准则, 这样 /以正治国 0的政治理念就

在现实政治中得以落实。

5尹文子 6是黄老学的重要文献 [ 7]
, 它在解释

/以正治国0说: /老子曰: 以政治国, 以奇用兵, 以

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

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 万物所不能

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 则己无事

焉,己无事, 则得天下矣。0 ( 5尹文子#大道下 6 )可

见, /名法 0正是说明了 /正0的内涵,所以此处 /政 0
应为 /正 0, 它与 /奇 0相对, 是治国的基本原则, 这

符合老子的本意, 也是黄老学对老子 /以正治国 0

思想的发展。汉代严遵解释 /以正治国 0也体现了
这层含义,严遵云: /是以明王圣主,损欲以虛心,虛

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 得道以正心, 正心以正身,

正身以正家, 正家以正法, 正法以正名, 正名以正

国。0 ( 5老子指归 #以正治国 6 )实际上, 老子并不

排斥法的作用,而是认为要实现清静无为必须有一

定的制度保障, 这种制度以要 /正 0为内涵。有学
者认为在老子思想中, /正0是清静无为, 法度就是

/奇 0,老子不重法度
[ 9] ( P77)

, 这是不客观的, 老子并

不否认法度的作用,只是批判违背道的法度。

道家思想是不断发展的,黄老学继承并发挥了

老子 /正 0的观念, 认为在现实政治中, /名法 0就是

/正 0。 5黄老帛书 #君正6说: /法度者,正之至也。

而以法度治者, 不可乱也。0 5鹖冠子 #泰鸿 6说:

/法者, 天地之正器也。0法就是 /正 0的体现, 法的

基本价值就是公正,所以先秦诸子常用规矩、权衡

来比喻 /法 0具有 /正 0的意义。如 5经法 # 四度 6
说: /规之内曰圆, 矩之内曰方,县之下曰正,水之曰

平。0所以 /正 0也是法的基本价值, 一定意义上,

/正 0就是 /法 0的意思。
法的基本特征是 /正 0, 所以它也具有 /正民 0

与 /自正 0的作用。 5黄老帛书#成法 6说: /黄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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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黑, 唯余一人兼有天下, 猾民将生,佞辩用智, 不

可法组。吾恐或用之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成法

可以正民者? 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

合若有形, t 以守一名。上拴之天, 下施之四海。

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 一言而止。循名复一, 民

无乱纪。0法可以用来 /正民 0, 也就是以法来规范

民众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有统一的标准,从而形成

稳定的社会秩序, 所以,一定意义上, /以正治国0就

是以法治国,这就明确了 /法 0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

作用。

五、/以正治国 0的目的是 /正天下 0

在春秋战国诸侯征战不休的政治形势下, 人们

向往天下的统一,有军事实力的各国君主都有统一

天下的抱负,思想界也重视探讨统一天下之道。实

际上, 道家理论并没有局限在 /治国 0的范围内, 而

是在 /治国0的基础上进一步 /取天下 0, 也就是以

/正0的原则统一并治理天下。

老子主张 /以道莅天下 0, 认为应该以道统一

并治理天下,这也是一个实现道治的过程。这一观

点为黄老学所发挥,如 5文子 #道德 6说: /执一者,

见小也;见小故能成其大也。无为者, 守静也, 守静

能为天下正。0/正 0与 /静0相通,守静也就是守正,

进而为 /天下正0。5经法#道法 6又说: /故唯执道

者能上明于天之反, 而中达君臣之半, 富密察于万

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

然后可以为天下正。0黄老学以道的视野来看待现

实政治,认为执道者应贯通天、人、万物的道理, 体

会道的宗旨,就可以为 /天下正 0, 实践 /以道莅天
下 0的政治主张。

执政者欲 /正天下 0,首先必须修道德, 使自己

的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老子论述了道对于修身

治国的重要性,如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

德乃馀,修之於乡其德乃长,修之於邦其德乃丰, 修

之於天下其德乃普0 ( 5老子 #五十四章6 ) ,道的作

用是按身、家、乡、邦、天下的序列扩展的, 道的终极

目的是修之于天下, 使天下归于道。 5文子 # 上

仁 6发挥了这一思想说: /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 修

仁义即正一国, 修礼智即正一乡。0这说明了 /道

德 0对于 /正天下 0的重要意义, /正天下 0就是使天
下归于道治的过程。

/正天下 0还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使每个

社会个体都各当其位。5黄老帛书 #四度6说: /君

臣当立位谓之静,贤不肖当立位谓正, 动静参于天

地谓之文。诛 t 时当谓之武。静则安, 正则治, 文

则明, 武则强。安得本, 治则得人, 明则得天,强则

威行。参于天地, 合于民心, 文武并立, 命之曰上

同。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0 /正 0就是

使君臣、贤不肖各当其位,动静、生杀要遵循一定的

标准,不能随意进行。 /正天下 0要求实现制度的
统一,也就是实现理想的 /至正 0的状态, 如 5管子

#君臣上6说: /衡石一称, 斗斛一量, 丈尺一綧制,

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 此至正也。0所以 /正天
下 0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稳定、完善的制度,也

就是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

总之, /以正治国 0是道家基本的执政理念。

在道家思想中, /正 0首先是一种价值标准, 强调万

物自我本性的实现,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秩

序归于道的状态, /以正治国 0也就是以道治国。

老子对 /正 0进行了初步论述, 后世道家尤其是黄

老学派沿着老子的思路, 把 /正 0的观念在赋予更
具体的内涵。 /正 0不是出于执政者的主观确立的

标准, /正0是道的体现, 所以强调万物的 /自正0,

即尊重每个社会个体的独特价值。 /以正治国 0不
只要求执政者清静无为,还要求确立完善的法度,

以恒常、稳定的法度规范执政者和民众的行为,所

以 /以正治国 0也就是以法治国。执政者应该遵守

规范而不是以个体的好恶扰乱政治的稳定,这样的

政治秩序才是稳定的、正当的, 才能真正实现自然

无为,达到道治的状态。因此, /以正治国 0对今天

的执政理念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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