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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龙一样

老子，楚国人，今安徽亳州涡阳县。老子
姓李，名耳，字聃。老子的职业，周天子国家
图书馆馆长。

孔子前往周都，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
子说：“你说的礼，发明它的人和他的骨头都
已经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再则说，君
子时运来临才会出来建功立业，时运不济，则
像蓬草一样苟存性命。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
会把货物囤积起来不为人知，君子虽有高贵德
行，才智过人，但看上去毫无锋芒。去掉你的
骄气和过多的欲想，去掉显挂在脸上的神采、
情态和过高的志向。这些都是对你的身心没有
好处的东西。我能跟你说的，只有这些了。”

孔子回去后，和弟子们说：“鸟，我知道
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
跑。会跑的野兽可以用网捕捉它，会游的鱼可
以用丝线钓它，会飞的鸟可以用弓箭射它。至
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乘风云而上天的。我
今天见到的老子，他就像龙一样。”

这段讲孔子向老子问道，老子并非主张圣
人要避世，而是说，现在天下无道，应该抱道
藏身才对。对于礼崩乐坏，老子看得更平淡，
他觉得礼乐只是人制定和发明的，既然发明它
的人会消亡，那么礼乐思想所缔造出来的言
论、礼制和社会秩序，也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消
亡。真正不会随着时间消亡的，唯有独立而不
改的大道。

老子修研道德，他的学问以自隐不求闻达
为宗旨。他久居周地，目睹周王室衰败，便离

开了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说：“你就
要隐居了，写本书留给我吧。”于是老子便著
书上下两篇，讲述关于道德的思想共五千多
字，写完人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老
子活了两百多岁，因为他修道能延年益寿。从
这段可知，老子是深谙摄生之道的。有肤浅的
人认为，《道德经》只是在阐述政治思想，而
不知《道德经》也可以奉生养寿。能深入地理
解并掌握老子道家学说里面的摄生思想，活一
百岁是没有问题的。

道、儒、法的关系

社会上学老子思想的人，则排斥儒学。学
儒家思想的人，也排斥老子的思想。道不同不
相为谋，是这样的吗？老子主张的是无为自
化，清静自正。

关于道、儒的源流关系，葛洪说：道为三
皇之学，老子为集大成者。儒为周朝之学，孔
子为继承者。道为儒之本，儒为道之末。道家
思想，讲的是天伦无所不包，而儒家思想，则
侧重于人伦。人伦效法天伦，即为道、儒之本
末关系。

老子创立道德的思想教化，主张清静无
为。道家学说被孔子传入东方的鲁国后受到尊
崇，道家学说的一个支流则被法家韩非带到了
西方的秦国。老子道家思想被庄周阐述得欢畅
淋漓，也能被申不害诠释成勤力自勉充满权
谋。韩非《说难》极其智慧。可悲韩非防患如
此周密，最终还是死在李斯手上。

老子的道家思想，强调的是应天，孔子的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应人，管子、商君、申
子、韩非法家思想，强调的则是应事。三家本
出一源，互有交织。那为什么三家又会出现长
期的互相非难呢？道非儒，以为其做作刻意。
儒非道，以为其事天有余，应人不足，天生天
杀虽道之理也，可是看到世道崩坏、人为草
芥，作为儒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儒非法，以
为法家冷酷无情，赤裸裸的绩效主义万岁，讲
绩效不讲人性。法家非儒家，则认为儒家老把
社会想得那么情意绵绵的，对解决实际的问题
有价值有帮助吗？

道、儒、法三家，互相非难的原因，并非
因为思想本身，而是因为越界。通天彻地交给
道家，人伦纲常交给儒家，世事应对交给法
家。谁也不要跨过自己的职权范围去做别人的
工作，这样道、儒、法三家思想的运用就能够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道德经三个字

我们要讲《道德经》，首先，需要理解道
到底是指什么，德到底是指什么，经又到底是
指什么。所以，要对道德经三个字进行训义解
读。

万物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追溯，万物乃天
地相合而生。那么天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继
续往前追溯，在未有天地之前，宇宙充满了虚
漠鸿蒙之气。此冲虚之气为天地万物之始。此
时，虽见有气，而未见有质，更未见有形，故
谓未曾有物。

虚漠鸿蒙之气，又是从何而来呢？道生
之。那又是什么生出来的道呢？道无形无物，

无名无状，所以无物可生道。追溯到道，那么
就是万物最原初的宗始。所以说，道为万物之
宗。万物非道而不能生。

其次，道为伦理之宗。道生天地万物，同时还
要给天地万物的运行，设定一个法则和秩序，我
们称之为伦理。万物不伦则不类，无理则不
序。无序则乱，乱则亡。所以万物不仅在形质
上以道为宗。并且在伦理上，也要以道为宗。

再次，道为造化之宗。道生万物，又给万
物设定伦理，那么又是谁推动万物生生不息永
恒演化呢？是谁提供的这个动力呢？依然是
道。所以，道是万物的性质之宗，是万物的伦
理之宗，还是万物的造化之宗。故，道者，万
物之所宗也。有宗于道，万物才能生，才能
类，才能化。

德又是什么呢？道为万物之所宗。那么道
是怎么作用在万物之上的呢？以德府之。万物
合道故积德，积德则能养正，养正则能久。万
物离其道宗，则失德，失德则不能养正，不能
养正，则病，病则亡。

道为根，德为本，万物为末。离道德不
生，离德物不成。根生本，本生末，万物成
之，昭然纷纭若道德之华。视其华，可以窥其
根基。根本牢固则物可以长久；根本不固，物
必将衰亡。故物昌盛者，必宗其根本；物败亡
者，必先失其所。

府者，蓄也，养也，容也，成也。德之不
府，则万物不能成。不积德，则不能久。于万
物而言，道若母，德若乡。圣人积天德府天
下，畜而养之，而使天下万物皆能得其天，成
其全。故谓，德者，万物之所府。

中国圣人所传真人真言，用以治国安民，

万世之所奉，谓之经。何谓圣人？抱神合道，
通天彻地，能以道德安定天下者，谓之圣。
道、德、经，三字合起来是说，有一个亘古不
变的大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为万物
之所宗。人行于道上，则能有德。圣人阐述这
个道，以及怎么把握它，行道积德以蓄天下，
并实际用以治国理政的君王教育经典，叫作
《道德经》。

道德二字，已经被后世庸常流俗化，多用
于人伦琐事之意。世无大道，妖异邪僻者以道
居之；世无上德，妄人自鸣功德。

经字，也被流俗化了。古人云，先有真
人，后有真言。真人真言，方能万世不朽。之
所以万世不朽，因其非人之言，而实为原天地
至美之真言。而后世，佞人狂语，自诩为经。
夷狄胡鬼，出口成经，何其鄙哉。

《老子之道》
白云先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若不是时间不停地雕刻着人们的皮囊、枯
萎着我们的内心，也许我会将时间当成幻象。
在《身外之海》中，90后新锐作家李唐将逝去
的时间，做成了一座冰屋子，它的名字叫
“死”，在夜间它温暖如生，而在白日则冰冷
如死，它充满着诱人的危险，令人忘记在生的
背面就是死亡。

与这座叫“死”的冰屋相对应的是，岛上
老警察在过去时光中的沉溺，对已故爱妻的思
念，令他看得见过去，看不见未来。他试图通
过发明电极椅，以电流刺激自己的神经，让过
去更真切，他一天天在电流中萎靡。他在时光
中迷了路，失去了记忆。“我”选择性地隐瞒
了真相：是他应久病妻子的要求，亲手结束了
她的生命，他曾说,那一刻解脱的不是妻子，而
是他。在爱的背面,并不是恨，而是日复一日艰
辛对爱的消磨。

大海、森林的环抱，为小镇的半封闭提供
了便利，整本小说都充满着小镇式的优雅、缓

慢与宁静。继“老警察”退役，“我”成为小
镇上唯一的警察，生活舒适、安逸，写写诗、
吹吹萨克斯，直到一只会说话的狼打破了小镇
的平静……

90后作家的笔百无禁忌，他写下了一系列
梦一般的事物，比如死之冰屋、树纹唱片、会
说话的狼、得了抑郁症的鹿、以花为食物的
蛇、靠南瓜发电的灯泡、可以变成花朵的诗、
用种子种出的书等。这些超现实的事物，散发
着大自然的芬芳，充满着绿色的想象，如同童
话一般美妙。但在这梦幻一般的世界中，作者
并不意在造梦，而在于书写内心的孤独与迷茫。
那么多人在时光中溺水，找不到真实的自我，以
致他们都和小镇一般迷幻，随时可能消失。

书中处处皆是迷路的人。“我”在爱的世
界里迷失，孤独的父亲带着对音乐的执着热爱
从无人理解他的小镇消失了，“我”以业余爱
好的形式，陷入了对父亲的“寻找”中，这更
多意义上是精神上的寻找，这是第一层迷失。

而后“我”爱上药店里如阳光般明媚的营业
员，然而她却爱上了药店医生，“我”又在爱
的世界里继续迷失，这是第二重迷失。

正值花季的女孩柚子，她的出生对于父母
而言是个不受欢迎的意外，母亲离去，父亲酗
酒，动辄对她拳脚相向,令她失去了来自亲缘的
关爱，失去了立足于人间的落脚点，她在人世
迷路了，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会消失的病，这同
样又是一重迷失。

那只会说话的狼，因自己拥有了人类的思
维，而在狼群与人群之间迷路了，狼群回不
去，人群中又留不下，它注定只能在不同的森
林，不同的地域间流浪。它与“我”之间的对
话，是这本书中的亮点，“除非时间可以静
止，否则爱就不会成立”，这相对于人们心中
地老天荒的爱情，是何其的轻薄？但细思，我
们又有什么力量抵抗变化，谁又能保证爱会永
恒呢？

生活中，爱在时间中失色、变质的例子不

胜枚举。曾经相爱的情侣、夫妻反目；曾经要
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曾经并肩战斗、生死与共
的战友为了利益反戈相向。这世间有太多的沉
重，并不是心上开出的一朵爱之花，就可以承
受、化解的。

李唐以一种有异于现实题材的沉重，和有
别于架空题材的轻薄，开辟了一个中间缓冲地
带。看似魔幻的笔法，其实与现实又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如柚子一般的女孩，是上一代人
游戏人生的“结晶”，她们的父辈处于中国的
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或干脆地说是一个巨大的
历史夹缝中的迷茫期。向上追溯，她们与传统
文化割裂，横向拓展，未得西方文化精髓，而
向后，没有人能看清未来，在这种虚空中，产
生了焦灼找不到方向的一代，又养育了看似在
蜜罐中长大,实则缺乏安全感的一代。

《身外之海》
李唐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白鸟之歌》是一首古老的加泰罗尼亚民
歌。它原先是一首圣诞歌曲，后来变得广为人
知——— 被视为西班牙难民的思乡之曲。

《白鸟之歌》也是巴勃罗·卡萨尔斯（1876
-1973）成名后每场演奏会或音乐会的压轴曲
目。这位西班牙大提琴家以此寄托自己对故乡
深沉的思念。

《白鸟之歌》还是美国作家艾伯特·E.卡恩
撰写的巴勃罗·卡萨尔斯传记。这部传记成型于
卡萨尔斯94岁高龄。大师定居波多黎各，打算
整理自己的人生。卡恩授命把长期积累的访谈
改编成了第一人称口述的传记。作品文字朴
实，情感真诚。卡萨尔斯的经历与20世纪上半
叶西班牙的命运紧紧交织。

欧洲局势动荡，西班牙尤其坎坷。1898年
美西战争落败，紧接着是1901年的古巴独立，
殖民大国丢失了它在美洲的最后一块地盘。两
次世界大战，西班牙都保持中立，然而它并没
有从这种中立位置上获益，反而在至关重要的
凡尔赛会议之后被边缘化。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西班牙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王权统治
被推翻，第二共和国无力掌控时局，左右翼的
分裂导致了1936年7月-1939年4月的大规模内

战。
奔赴西班牙战场的海明威，后来写了《丧

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等小说。奥威
尔在1938年写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纽
约时报》的战地记者马修斯后来写了一部回忆
录，名叫《半个西班牙死了》。阅读《白鸟之
歌》时，这些人，这些作品，此时此刻，与卡
萨尔斯混为一体。有一种情感，跨越时空、跨
越国界，那就是，对战争的控诉，对和平的向
往。

卡萨尔斯成长在加泰罗尼亚的田园乡野，
从小就被音乐环绕，天赋突出。起初是钢琴、
管风琴，11岁时第一次听到大提琴演奏，就此
被俘虏。14岁时，他在巴塞罗那的一家老音乐
书店里发现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后来，卡萨尔斯形容自己“在巴赫的作品中，
看见上帝的存在”。卡萨尔斯的版本至今被公
认为最具感染力、里程碑式的权威演绎。这一
成就来自他对巴赫长达几十年的精心研读、音
乐精髓的发掘以及全身心的投入。

在卡萨尔斯的作品中，我们同样看见“上
帝的存在”。纷飞的战火让无数西班牙人流离
失所，在巴黎，在伦敦，在圣彼得堡，在波多

黎各，在走过的每一处地方，卡萨尔斯心心念
念着自己的祖国。很多年后，面对卡恩，老人
滔滔讲述往昔的故事，动情描述西班牙人民的
苦难。坚守音乐信仰，不向权贵低头，不为纳
粹折腰。作为音乐家，拥有的武器只有大提琴
和指挥棒，那么，就把他的武器运用到极致
吧。音乐取得声名之时，他不断向世界发声，
呼吁对西班牙难民的关注。卡萨尔斯的努力得
到肯定，1958年他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1945年6月，卡萨尔斯访问英国，他说了以
下这段话：“你们现在听见的是我们那首古老
的旋律《白鸟之歌》，我希望这能够表达我们
对加泰罗尼亚的爱。这份情感让我们以身为她
的子民为荣，并且将我们紧紧相系，如今这份
情感让我们一起合作，并结为兄弟团结在一个
信念之下，为了和平的明日，那时加泰罗尼亚
会重新成为加泰罗尼亚。”这就是音乐的魅
力，这就是音乐家的人格，一段永恒的旋律，
声声不息……

《白鸟之歌》
[西] 巴勃罗·卡萨尔斯

， [美] 艾伯特·E.卡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要想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生存下来，你
就得比同类跑得更快，吃得更多，才能活得更
久。人类本质上和动物没多大差别，都是自私自
利的，这应该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
地灭，这是自私自利者的生存哲学。譬如2008年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这场危机的本质就是资
本主义贪得无厌的暴走狂奔。高度膨胀的利己主
义、拜金主义在破坏人心的同时，也破坏了环
境。

如何正确处理好利己与利他间的关系，将是
我们这个世界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稻盛和夫曾
创办京瓷、第二电电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成功
拯救日航，作决策的唯一标准，就是叩问自己：
“是不是出于私心，是不是有一颗利他之心？”
稻盛和夫认为，利他之心不仅是企业家的经营追
求，也应该是职场人士的工作动力；不仅是领导
的管理哲学，也应该是每个人的处世哲学。

稻盛和夫经营思想研究者曹岫云认为，稻盛
和夫是企业家中的哲学家，他心中总是持有两种
互相对立的思想，并随时都能正常地发挥两者各
自的功能。

本书实际上是稻盛和夫历年来演讲稿的精
华，研究者曹岫云在每篇讲稿后面归纳了要点，
便于读者理解。稻盛和夫在《为社会、为世人尽
力》讲稿中谈到，所谓人生，其目的就是为社
会、为世人尽力。净化、纯化、深化灵魂和真我
有几种方法，佛教里有八项修行，其中最重要的
是“积善行”，也就是“利他行”，简单说就是
“为社会、为世人尽力”。在自己的心中，只要
明确了这样的人生目的，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
不会再迷惑。因为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符
合这个目的，就能够充满确信，度过没有迷茫、
没有恐惧的人生。

稻盛和夫认为，给别人以关怀体谅，为他人
尽力，好报一定会返回到自己身上。积善行，思
利他就是救助自己。稻盛的经营方法不仅适合于
日本企业，也同样受美国等西方企业欢迎，特别
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稻盛的利他哲学赢得了来
自东西方企业家的赞誉。

持有优秀的哲学度过人生还是稀里糊涂度过
人生，人生的结果会出现巨大的差距。日本首富
孙正义做了稻盛和夫5年的塾生。他说：“没有
稻盛先生的教导，就没有我孙正义的今天”。

《利他的经营哲学》
[日] 稻盛和夫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2004年的电影《我，机器人》中，男主
角问一个机器人：“机器人能写交响乐吗？机
器人能把画布变成一幅美丽的杰作吗？”机器
人狡黠地答道：“你能吗？”言外之意，虽然
我机器人做不到，而人又有几个能做得到的
呢？然而，如果换做是当下的现实世界，男主
角的提问将会得到一个十分有力的回答：
“能。”

当初机器诞生时，人类是多么欢呼雀跃
呀，笨重的活可以机器干。可是，如今又该人
类惆怅了，机器把人类解放得太彻底了，人们
越来越陷入被挤兑的窘境。以前人们思考的是
机器人能干什么，而现在则变成什么是机器人
不能干的。

人工智能以其深远的影响，将颠覆许多行
业以及经济模式。

在《人机平台》中，作者想要探讨的是经
济的转型与路径。作者举了三个例子：阿法狗

击败最好的人类围棋选手，Facebook和爱彼迎
这类没有任何传统行业资产的新兴公司取得成
功，通用电气邀请在线用户来帮助设计并销售
该公司自己擅长的产品，作者指出这三个例子
展示了重塑商业世界的三大趋势。第一个趋势
是机器的快速增加和功能扩展。第二个趋势是
年轻有为的大公司崭露头角，它们与同行的老
牌企业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却深刻地颠覆了
后者。第三个趋势就是大众的涌现，“大众”
泛指海量的人类知识、特长和激情。作者强
调，机器、平台和大众这三个视角是以经济学
和其他学科的恰当原理为基础的。应用这些原
理并不容易，但是有了恰当的视角之后，混乱
将让位于秩序，复杂将变得简单。本书的目的
就是提供这些视角。

不过，二位学者对平台倒是给予了厚望。
他们认为，过去20年来，互联网和相关技术颠
覆了零售、新闻、摄影等多个行业。随着消费

者获得新的选择，传统企业的收益下降了，而
新的进入者蓬勃发展起来。数字化平台正在快
速蔓延到健身、运输和住宿等从事实体产品和
服务的行业。它们被称为O2O平台。随着平台
的增长，传统企业会发现自己看起来像公用事
业，赢利和增长的机会都减少了。不过，这种
论调，是值得商榷的。郎咸平认为，“互联网
+”一地鸡毛，“+互联网”才是正道。刘强东
是站在O2O前沿的实践者，他也认为，未来五
年的风口，不在互联网，而在于传统行业。

本书依然只是一种探讨，阐述机器、平台
和大众三者在当下和未来的力量，探讨人脑与
机器之间、产品与平台之间以及核心与大众之
间的平衡关系，目的是提醒读者思考面对。毕
竟，未来，到底怎样，谁也说不好。

《人机平台：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
[美] 安德鲁·麦卡菲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 速读

跟着老子看世界“头头是道”
□ 李恒 整理

在时光之海中寻找自我
□ 胡艳丽

利他经营哲学
□ 彭忠富

加泰罗尼亚的音乐之声
□ 林颐

未来，人与机器人并肩作战？
□ 夏学杰

■新书导读

《老子
之道》一书
是白云先生
对老子《道德经》的独到见解，作者从
《道德经》是圣王之学这一基本立足点出
发，阐述了书中治国安民的至高智慧，并
对后世愚人对《道德经》做出的流俗、错
误的解读一一进行了反驳，起到了正本清
源的作用。

《古代世界》
[英] 理查德·迈尔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古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城市的出
现，铁器的发明，希腊的崛起，王者的归
来，共和的力量，人性的凸显……本书是一
部关于西方古代文明的简史。讲述了浩瀚文
明的史诗典故，以及那一座座塑造了今日你
我的都邑城垣。

《南北战争三百年》
李硕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通常对古代战争的想象都源自演
义、小说等文学作品，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如
何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
该书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与整理，从散落史
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借助最新的
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
各场重大战役细节，展现出丰富、生动的历
史原貌。

《打铁必须自身硬.》
张志明 著
红旗出版社

书中论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纲领新部
署新举措，明确了党的建设的目标、主线和
布局，更加深入地发展地再现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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