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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典籍周口》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生活中，我们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防患于
未然”“善始善终”，这些充满哲理思辨的话语，其实
都是老子的智慧。

原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
易散。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
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
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慎终如始，则无败
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
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承接上一章中阐述的“天下难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观点，继续讲述量变引
起质变的道理，告诉我们应及早发现时机，做出应
对，并提出了四个智慧观点。

首先是见微知著的智慧。 老子在开篇先列举了
四种现象，“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其脆易泮 ”
“其微易散”， 意思是局面处于安稳时容易维持，事
变没有迹象时容易筹谋， 事物脆弱时容易破除，事
情微小时容易消散。 这四句话的核心是讲远见。 其
中，“安”“未兆”“脆”“微”是指一些潜在危机，这些
苗头性的东西最容易被人所忽视， 老子却明确指
出，当消极事物处于萌芽弱小状态时，睿智的人能
够从极其细微的征兆中判断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对
问题进行及时处理， 不会让其发展到积重而难返、
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概括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
未乱”这一见微知著的大智慧，说明了未雨绸缪、防
患于未然的道理。 古代诗词“山雨欲来风满楼”“万
木无声知雨来”中就蕴含这种高深的哲学道理，“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等到船到江心方补漏，
则为时晚矣。

第二个是防微杜渐的智慧。 “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
三句脍炙人口的励志名言，对质量互变作了形象化
的表述，尤其强调了渐进和积累的重要性，凸显了
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积厚之功的重要性，正所谓“十
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 在《荀子·儒效》中也有：
“故积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 积善而全尽谓之圣
人。 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可见在积厚之功的
问题上，儒道有着相通的见解。 尽管这三句话历来
被当成励志格言，勉励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循
序渐进、持之以恒，要把远大理想和实干精神结合
起来，才能升级递进，但这些观点并不是老子论述
的本意， 他的真正目的， 是教导大家要防微杜渐。

“毫末”“累土”虽然都是小问题、小事情，但如果不
引起高度重视的话，就会发展成像“合抱之木”“九
层之台”这样的大问题、大事情。 所以，老子在三句
励志名言后紧接着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
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意思是，若不强为
则不会失败，不固执则不会失去，其中，“为”和“执”
都是急于事功、不懂质量互变发展规律的表现。 这
句话其深刻意义在于告诫我们， 不做违背规律的
事，不做急功近利的事，不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
事……如此这般，何来的败与失呢？

第三个是慎终如始的智慧。 所谓“行百里者半
九十”，很多人都怀揣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可是，
成功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缺少了在最困难
的时候坚持下去的精神，这种“功败于垂成之际”的
境况就是老子所说的 “民之从事， 常于几成而败
之”。 失败者，多数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
有坚定的意志。 有时候，胜利的希望或者有利情况
的出现，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在最艰难
的时候选择坚持，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所以，越是
在事情“几成”之际越要谨言慎行，不能天真地以为
成功有如探囊取物。 天下哪里会有这等便宜事，成
功只属于慎终如始的人。 说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
老子在前文一直强调要重视初始的细微之处，是重
“慎始”的，为什么此处又讲“慎终”呢？ 其实这两者
并不矛盾，凡事强调慎终必须由慎始开始，真正能
够慎始，必然能由慎始而慎终。 而本章中的“慎”字
和之前老子说的 “圣人犹难之 ，故终无难矣 ”中的
“难”字意义表达相同，“难之”是把事情给予充分的
重视，这是一种慎重的态度。 很多人喜欢老子的自
然无为，喜欢这种思想的洒脱淡然，有可能忽略了
自然无为的背后，还有一个“慎”字、一个“难”字，无
论是治国之道、管理之道，还是处世之道，无论是行
事还是求学，都不是纸上谈兵，正是因为知其“难”，
而慎其始、慎其终，细心而为，才能化难为易，化繁
为简，所以这个“慎”字真正表达出了老子“无为而
治”的用心所在。

最后老子要表达的就是无欲无智的智慧。 “圣
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这里老子提到的 “欲
不欲”“学不学”和第六十三章中的“为无为”“事无
事”“味无味”是同一用法。 人的贪欲多来自于“难
得之货”的诱惑，所以“欲不欲”中的第一个“欲”字
当动词用，指正常的心理欲求，而圣人的欲望却是
“不欲 ”，不看重那些 “难得之货 ”等稀有之物的欲
求。同样，“学不学”中的第一个“学”也当动词讲，指

学习，而“不学”的“学”则是指“绝学无忧”的异化之
学，所以圣人的不学，是不学习那些异化之学，不去
沾染世俗人身上的不良习气， 不重犯他们的过错，
圣人学的是德性的智慧， 是人们心性中的至德良
知。 韩非子在《喻老》中说了两个故事，分别来说明
“欲不欲”和“学不学”的道理。 我们先来说“子罕辞
宝”这个故事。 春秋宋国贤大夫子罕，收到乡下人
献上的一块璞玉，子罕不肯接受，乡下人就说：“这
块宝物，应是属于君子的器物，不适合我们小老百
姓使用。 ”子罕不以为然地回答：“你把璞玉当作宝
物，我却把不接受你的璞玉当作宝物。 ”子罕不贪
恋宝物为宝的事迹， 彰显了他辞拒宝物的端正操
守。 韩非子正是以乡下人的“欲玉”和子罕的“不欲
玉”来解释老子“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货 ”这句话 。
另一个故事是说， 有个叫王寿的人背着书袋去拜
访一个名叫徐冯的人。 徐冯见到王寿，便说：“书籍
是人们的言论，言论是由智慧产生的，有智慧的人
不需要藏书。 你为什么背着书袋出门呢？ ”王寿顿
时领悟，把书全部扔弃。 韩非子借此事来说明，明
智的人不拿言谈来教导人， 聪慧的人不会用藏书
彰显自己的学问。 所以，这一段老子重申“无为”的
处世智慧， 强调减少私心贪欲和杜绝心机智巧的
重要性。

大家可能注意到，本章开篇老子提到了“持”，
提到了“谋”，提到了“为之”，提到了“治之”，这些都
是有为之举，重点不仅是有为，而且要早为，为于未
发，为于未作，更要慎为到底。 这岂不和老子一贯的
无为主张相悖？ 实则不然，老子所说的有为是以无
为作为前提的，这种无为体现在处理事情预判谨言
慎言甚至不言的地方、预判避免失败或有无意义的
地方 ，这是 “于无声之处知惊雷 ”，甚至是 “预防惊
雷”，这种“为之于未有”的无为和“治之于未乱”的
无事，正是老子的独特思路。 可见，老子所言极少涉
及“术”的层面，而是倾向于“道”的层面，从宏观长
远的角度去把握人生、安置生命，所以从本质上来
说，老子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和生命哲学都具有方法
论的意义。

总之， 本章老子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
观察力，连续用了四个“易”字，揭示事物发展由量
变到质变的基本规律， 强调了防患于未然的重要
性和无欲无为的主导性， 这些论述饱含老子济世
为民的拳拳真心， 告诫世人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居安思危 、善始善终 ，这也正是他所肯定和期
望的。

（记者 黄佳 整理）

本期撰稿人 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第 21 届文博会平安金融中心云际观光层分会场启幕
������近日，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相关负责人介绍 ，第
21 届文博会平安金融中心云际观光层分会场在平
安金融中心正式启幕。 作为本届文博会“海拔最高”
的分会场 ，云际观光层分会场化身深圳 “城市文化
会客厅”， 现场发布了多个福田区战略级文旅产业
合作项目。

本届文博会云际观光层分会场以 “向新聚力 ，

打造文旅新高度 ”为主题 ，现场进行了一系列文旅
产业合作签约，并发布多个文化创新产品和文化创
意产业重点项目。 同时，“湾区高塔非遗展厅”在云
际观光层分会场正式揭牌 ， 涵盖非遗作品主题展
览、销售、手作体验等多重功能。 “湾区高塔非遗展
厅”由平安金融中心云际观光层联合粤港澳大湾区
核心城市地标联合打造 ，通过文旅融合 、新场景打

造，打造湾区旅游目的地。
接下来，平安金融中心将通过资源互通、品牌共

建 、客流共享 ，串联湾区人文景观 、非遗技艺 、创新
设计 ，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活
力， 让湾区旅游目的地成为全球游客向往的文化目
的地。 ②27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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