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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老子《道德經》全文五千餘字，文詞簡短，深富人生哲理，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經典

之一，也是全世界最早有辯證法思想的哲學，更是全球最被廣為翻譯和閱讀的一本書

。國學巨擘、本校中文系教授王邦雄以講授儒家、道家享譽中外，對老子的體悟與研

究功力無出其右，老子的學說精髓經過他透徹、獨到且精闢的深入解析，有了新的時

代意義，引領讀者認識、理解老子的思想內涵，更進一步洞悉生命的真諦。

 

高柏園 vs. 連清吉

 

王邦雄釋道德經重實踐

 

　高：《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不但具學術性，同時也兼具生活性，完全符合中國

哲學「實踐」的特色。《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可說是王老師的「老學定論」之作

，不但將老學之知識化為智慧，更將知識與智慧融為一爐；是王老師消化了經典後

，活用於其豐富的人生經驗，將老學融合於生活的真實實踐之作。

 

　連：王邦雄老師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以生活的體驗，歲月的錘鍊，說解生

命的學問；他消化會通儒道經典，貞定古典的理想歸趨，開發現代的文化慧命。是以

人生的體會，繼承傳統，回應時代之生命學問的心得結晶。

 

閱讀老子 不按順序更無為

 

　高：《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一書融合了老子的知識、活用於人生經驗，因此建

議讀者，閱讀時可以一方面慢慢地欣賞《老子》原文，一方面看看王老師的解讀跟你



的理解有什麼不同，彼此進行對話，我們不須把老子或王老師的講法當成真理，但卻

可以成為非常好的、有價值的對話對象，並通過對話讓生命及生活得到更深層的發展

；閱讀時不必一次閱讀完，老子才五千言，應該一章一章的對話、咀嚼，它才能進入

你的生命。這本書的閱讀應是一個非常美的對話形式，在中西方傳統經典中，語錄及

對話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模式，柏拉圖是對話錄、佛經是對話、《聖經》也是、四書

中《論語》、《孟子》也是，所以也建議讀者以對話的方式進入這一本書。這本書的

排列方式依《老子》的篇章順序排列下來，但閱讀時不一定要依照這個順序來唸，可

以選擇跟你最相應的內容，來做閱讀比較好。讀者閱讀時以自然開放的心情，看看有

什麼驚奇或感動。不要有任何預設的答案，反而更能符合道家「無為」的精神。

 

　連：從王老師的這本書中，可以了解如何在生命中體驗人生，誠如高老師所言，除

了可以透過這本書跟老子對話，也可以透過這本書跟王老師對話，王老師經常在書中

強調他是用生命解讀老子，所以我們也可以用生命來跟王老師對話。

 

儒道不對立 仁義禮與道德可以互補

 

　高：書中詮釋《老子》篇章尤其精采者，如：對《老子》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

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王老師的理解與一般人不同，理

解一個政治家或聖者與這個世界的關係非常特殊；另外，《老子》第三十八章澄清一

個很重要的觀念，即儒道之間的關係，一般人以為儒道之間吵架吵得很兇，但在王老

師的理解則不然，他認為儒道之間其實是「互補」的觀念，也就是仁義禮與道德之間

是可以互補的，只是如果沒有道德基礎的話，仁義禮就會出狀況，應該從這個角度看

，消解儒道對立的觀念。另外，最有趣也最常被引用的篇章是《老子》第六十章「治

大國，若烹小鮮。」我們都看過媽媽在廚房煎魚，但我們一幫忙就完蛋了，這個地方

其實存在著很高而且很深的人生智慧，是很有趣的入門。讀者也可以從這三章入門閱

讀。

 

老子思想渡重洋 日人生活受默化

 

　記者：連老師在日本擔任教職多年，您認為《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也可以給日

本讀者什麼樣的啟發？

 

　連：王老師的解說有很強烈的本土性、鄉土性，以及對目前台灣、大陸的關懷，在

台灣很適用；在日本不一定有這樣的關懷，但有一些普遍性的意義仍然可以適用。另

外，《老子》第八十章「小國寡民。……安其居，樂其俗。」中的「安居」問題與日

本的國情頗有相似之處，日本也強調「安居樂群」的觀念；我認為日本之所以經濟能



夠發展，在於日本人的生命情懷著重在如何安自己的居，例如：日本人在工作後能用

盡自己的能力來創造企業，擁有企業精神，因為他們認為在企業中能讓人安居；此外

「樂俗」則是日本人在戰後三十年能夠經濟起飛的重要觀念，所以日本有所謂「終身

雇用」制，這便是老子「小國寡民」的具體體現；可惜近十年來日本的「終身雇用」

制被取消了，讓日本人陷入迷惘之中，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就是東方理想國的重要觀

念所在，所以我經常以「小國寡民」、「安居」、「樂俗」來跟他們講，日本人在生

活及社會制度中事實上已經用了道家、儒家的思想，所以在國外講《老子》的時候經

常講這一章。

 

心靈啟發比知識學習更感動人心

 

　高：談到《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可以給讀者的啟發，從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來看，很多校友對於在校時老師所講的知識內容大多忘掉了，但是對於老師的某些言

行或故事，記憶卻非常深刻。言說中的言外之意反而才是真正感動人之處，在學習過

程中的啟發比獲得的知識更能感動人心，知識會被淡忘或被取代，但是學習過程中的

心靈啟發是永恆的。這本書的心靈啟發比知識學習更感動人心，所以不一定要以知識

來看待，對學生的生活幫助更多。

 

　這本書對於不同心靈及不同階段的人都會有不同意義的啟發及所得，並形成另外一

種對話，在不斷的對話及辯證的過程中，不斷的創造及重現；例如：教師們面對現在

少子化及許多高教問題的時代，更應該有點道家精神，如果儒家精神太重的話，壓力

會太大，有點道家的修養反而會更有寬裕的精神和力氣，去面對問題。

 

　連：現代的台灣時常面對各種關懷，例如：對政治的關懷更高。這種結果之下須用

道家來消解，目前的台灣社會缺乏一種文化的心靈，如何去解讀現代，王老師的這本

書可以有一個參考的所在，念王老師的書可以在關懷現代當中，再加上人文化成的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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