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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子文化思想的重新认识

刘 永 康

内容提要 本文从物质型文化、经典型文化、心理型文化、社会关系型文化四个方

面对老子文化思想作了重新认识。发掘了其中一些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民主性精华,也

指出其消极因素,并 针对否定老子文化思想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认识于

两个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锃词 老子 文化 文化思想

《老子、000字 ,内 容博大精深 ,真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但对于《老子》的文化思想 ,人 们曾

经作了许多不适当的否定,对其中的民主性精华也有较严重的忽视倾向。其实 ,老子的文化思想

与他的其它思想一样仍然是瑕瑜互见,并非只有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河中衍生出来的赘物让人

们芟除 ,亦不乏其精津美计可供人们吮吸。要知道 ,埋没一份有用的文化遗产 ,就为两个文明建设

损失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 ,对待老子的文化思想 ,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原有的思维模式 ,移

动固定的审视问题的观察点 ,改变习惯性的思路 ,作 出新的认识和评价。

要论老子的文化思想 ,必须从
“
文化

”
的界说谈起。

“
文化

”
是一个思想内涵极其丰富 ,外延界

限极其广阔的概念。《易经》上说 :“观乎天文 ,以 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 化成天下。
’
l“文化

”
一词正源

出于此。其本义是按照人文来进行教化。而现代意义的
“
文化

”
已经远远突破了《易经》界说的藩

篱。当我们说
“
仰韶文化

”
、
“
龙山文化

”
时 ,那文化所指考古学用语 ;当 我们说

“
学习文化

”
、“文化水

平
”日寸,那

“
文化

”
所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 ;当 我们说哲学、文学、艺术、教育、道德、法律、

建筑、交通、通讯、吃、穿、用品时 ,那
“
文化

”
所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本文论老子的文化思想 ,就是扣住最后这一意义立论。当人们对
“
文化

”
进行共性分析

时 ,按其形态为标准 ,可把它分为物质型文化、经典型文化、心理型文化、社会关系型文化。我们对

老子文化思想的重新认识 ,也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一、老子的物质型文化思想

所谓物质型文化 ,其 内容涵盖三个方面 :其 -、 指人力曾经和正在作用其上的一切物质对象 ;

其二、指人类物质生活方式 ;其三、体现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老子对待物质型文化的基本思想包

含两个方面 :

(一 )老子并不主张毁掉人类物质文明,相反 ,也重视物质文明。在他构想的
“
小国寡民

”
的社

会形态中,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 :“ 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帅」。这分明

是要人民吃得香甜 ,穿得漂亮 ,住得安适 ,自 我满足于朴素宁静的生活习俗。若说老子要有心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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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物质文明,那人民又怎么可能
“
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
呢?再说 ,老子多次强调民

的
“
富

”
而反对

“
贫

”
。在文中,他提出了脱贫致富的五点意见 :第一 ,废除忌讳 (即 禁令),因 为

“
天下

多忌讳而民弥贫
”〔2彐 。第二 ,不搅扰百姓 ,因 为

“
我无事而民自富

”[3〕 。第三 ,减免赋税 ,因 为
“
民之

饥 ,以 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
”凵。第四,制 止战争 ,因 为t师之所处 ,荆刺生焉。大军之后 ,必有凶

年
”E5],“ 天下有道 ,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 ,戎马生于郊

”
:6彐 。第五 ,提倡节俭 ,因 为

“
俭故能广 (富

裕 )” ,“舍俭且广
”
必

“
死矣

”[71。 这是老子提出的脱贫致富的五点意见 ,就在今天 ,它仍有其深刻的

现实意义。

以上便是老子重视物质文明的明证。可惜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些地方 ,而把下面一段话作为证

明老子主张毁掉人类物质文明的根据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使 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

有舟舆 ,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L:i

首先必须明确 ,文 中的
“
什佰

”
是古代军队的编制。《后汉书 ·宣秉传》注 :“军法 9五 人为伍,二

五为什 ,则共其器物。巛周书 ·武顺篇》曰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四卒成卫曰佰。
”
可见 ,古军法以

百人为佰。著名道学家蒋锡昌说 ;“俞谓
‘
什佰之器’乃兵器。

”E91而 胡适硬说
“
什佰之器是文明进

步所用的各种器械
”Em1。 按胡适的说法 ,“不用什佰之器

”
,那 当然是不要物质文明了。不过 ,胡适

是望文生义之解 ,一孔|之 兄,不足为凭。据《文子 ·符言》篇说 :“ 天下虽大 ,好用兵者亡 ;国 家虽安 ,

好战者危。故小国寡民,虽有什佰之器而勿用。
”
这段话可说是对老子思想最好的拄脚。

“
不用什

佰之器
”
,就是不用兵器 ,也就是要和平 ,不要战争。老子所处的时代 ,统治者们采用

“
广土众民

”
的

政策导致了
“
春秋无义战

”
的混乱局面。老子主张

“
小国寡民

”
正是对制造战争的

“
广土众民

”
政策

的否定。不要不义之战 ,有
“
什佰之器不用

”
,必然是

“
甲兵无所存之

”
了。老百姓看重自己的生命 ,

不为统治者
“
广土众民

”
当炮灰而远徙征战 ,因 此 ,“ 虽有舟舆 ,无所乘之

”
了。可见这些都不是说老

子要毁掉人类物质文明,而是一种铸剑为犁的反战思想。使
“
民复结绳而用之

”
,也不是要人们丢

掉现代文明去过原始群居的生活。否则 ,紧接这句话之后的
“
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
就

无法理解了。难道
“
复结绳而用

”
之民还可能

“
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
吗?可见 ,“使民复

结绳而用之
”
的主要精神是让民的心境重新回复到曾经

“
结绳而用

”
的那个时代的纯洁无私的状

态上来 ,而不是要让民去过
“
结绳而用

”
的落后生活。对老子

“
小国寡民

”
的政治设计究竟该怎么看

待 ,在下面第四部分还要作专门论述。

〈二)老子一方面重视物质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又反对那些与物质文化发展而俱来的精神

污染和社会弊病。老子已朦胧地觉察到原始社会以后 ,文化知识、理论、艺术的发展、物质生产水

平的不断提高 ,大都为统治者所利用 ,成为他们矫饰欺骗和巧取豪夺的手段 ,激发他们奢侈的贪

欲和扩张的野心。老子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有导致人类对名利的追逐 ,从而扰乱人的心

性、失去本真的危险性。他指出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 ,令入心

发狂 ;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E⒑ ]

对待人类物质文化的成果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这段话说得十分清楚了。他告诉我们,有道

的人只求安饱而不沉湎于声色之娱 ,所以摈弃物欲的诱惑而吸收有利于身心自由的东西。可见老

子并不笼统地反对声色货利及口腹之欲 ,只是揭露了那些与物质文化发展而俱来的精神污染和

社会弊病。目的是提醒世人特别是提醒为政者对这些加以节制 ,适可而止。这种提醒在文中多处

可见。如
“
是以圣人去甚 ,去奢 ,去泰

”E上 闸,就是要为政者去掉极端、奢侈、过份的东酉。又如
“
虽有

荣观 ,燕处超然
’’E12],这是警告为政者虽过着华丽的生活 ,但不要沉溺其中。老子对为政者大肆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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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物质文化成果 ,搞腐化堕落十分痛心疾首 ,骂 他们是强盗头子 ,他说
“
朝甚除 ,田 甚芜 ,仓甚虚 ,

服文彩 ,带利剑 ,厌饮食 ,财货有余 ,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
E!3]

总之 ,老子的物质文化思想包含着两个基本点 :第一、重视物质文化 ,反贫而倡富 ;第 二、揭露

那些与物质文化发展而俱来的精神污染和社会弊病。物换星移 ,时序变迁 ,但在今天 ,老子这一思

想仍给我们以启迪 :在发展生产 ,加快经济建设前进步伐的同时 ,也要防止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的提高而穷奢极侈 ,搞腐化堕落。要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一

手硬一手软。

二、老子的经典型文化思想

经典文化是指以历史的形式凝固了的精神文化 ,是影响过历史以致被称为传统的各种知识、

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巨大的历史惯性是经典型文化的主要特点。而老子的经典型文化思想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老子的知识观。老子对文化知识的态度是爱憎分明、褒贬有别。这与老子的政治态度有

关。老子憎恶的是虚假的社会知识 ,赞扬的是洞察天地的真知识。他看透了礼教的虚伪,责之为
“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 J。 他对统治者束缚民众的法规很反感 ,针砭为
“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
,

“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

”[1Ⅱ 。他对于世俗所谓
“
圣

”
和

“
智

”
,“仁

”
和

“
义

”
,“ 巧

”
和

“
利

”
一概斥之为浮

文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丬L耐
。意思是它们这些夸饰的东西都够不上真正的文化知识。他主张抛弃

那些勾心斗角的伪学 ,指 出
“
绝学

”
才能

“
无忧

”
。可见老子否定的只是他认为虚假的社会文化知

识。

有人认为 ,“绝学就是不要一切学问,什么知识都不执著
”El词 。按此说法 ,老子当然是要毁灭

知识文化了。其实不然 ,“绝学
”
中的

“
学

”
有着特定的思想内涵。《河上注》:“学谓政教礼乐之学

也
帅引。道学家蒋锡昌对《河上注》又有解释 :“所谓政教礼乐之学如

‘
圣’、

‘
智

’、
‘
仁

’、
‘
义

’、
‘
巧’、

‘
利

’是也
”巳9]。 《庄子》对

“
学

”
也有解释 :“学’亦指

‘
圣知

’、
‘
仁义’而言

”L2° ]。

可见 ,这里的
“
学

”
应

指儒家之学。怎样理解
“
绝学无忧

”
?蒋锡昌又说 :“为学与为道立于相反之地位 ;为学即不能为道 ,

为道即不能为学 ,唯绝学而后可以为道 ,唯为道而后天下安乐 ,故曰 :‘绝学无忧
’
也。珂

⒛1以 上说

明老子是立道破儒。他要绝的正是仁、义、礼、智之学 ,而这些又是当时作为文化与文明最高体现

的东西。它确实束缚了人性 ,是产生虚伪的根源。那些高张仁义之大旗而谋求私利的圣智之人在

当时处处皆是 ,所以不如抛弃这些文明垃圾。可见老子要绝的是虚假的社会知识 ,目 的是为了
“
天

下安乐
”
。

老子也有他向往的文 ,他追求的是解道与自然的真知识 ,也就是他创造的道文化知识。老子

的道文化知识并不全真 ,但确有许多真。老子把
“
道

”
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始这一思想 ,是对天命、鬼

神的观念进行了否定。老子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科学思想、军事思想、养生之道、处世哲学在现

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还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

当然 ,老子的知识观自然地包含了消极成分。虽然 ,在主观上 ,他是要绝伪学而倡真学 ,但在

事实上 ,他绝的也并非全属伪学。被老子称为
“
下德

”
的

“
仁

”
、
“
义

”
、
“
礼

”
,虽然包含束缚人性的东

西 ,但也有合理的成份。就说
“
仁

”卩巴,这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孔子把无私以利人作为
“
仁

”
的定义。

孔子称道的仁人总共只有六个 ,就是微子、箕子、比干、尧、舜、禹。微子、箕子、比干为国为民反抗

暴君 ,因而或自动放弃爵位 ,或被罚做奴隶 ,或被杀,可谓无私以至自我牺牲。因此孔子称他们为

仁人 :“殷有三仁焉
”「22]。 尧、舜、禹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自 己吃得很坏 ,穿得很坏 ,住得很坏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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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自己,全在功利于民,可算得无私利之最。因此 ,孔子在《论语 ·泰伯》中一赞三叹 ,以 仁人圣

人许之。
“
仁

”
是无利、利人 ,而无私利人的极点是自我牺牲。所以,孔子说 :“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

仁 ,有 杀身以成仁。
”匚z3彐 儒学把为谋私利才利人的人排斥在

“
仁

”
之外 ,管 仲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

虽是利人,但却假公济私 ,“五霸 ,假 之也
”Ez4彐 。所以孟子不但不许仁于管仲 ,而 且还十分瞧不起

他 :“管仲 ,曾西之所不为也 ,而子为我愿之乎?”可见 ,老子把有些真学也当伪学绝了。其次 ,老子

虽然赞扬洞察天地的真知。但怎样才能获得真知 ,他不是指示实践之路 ,而是宣扬
“
秀才不出门 ,

能知天下事
”
白勺唯心观。他说 :“ 不出户 ,知 天下 ;不窥牖 ,见天逋。其出弥远 ,其知弥少。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 ,不 见而名 ,不为而成。
”E25彐 这里老子过份看重内在的苴观体验 ,而 忽略了外在的经验 ,

轻视了实践这一获得真知的根本途径 ,表现出浓重的唯心色彩。

(二 )老子的智慧观。老子的智慧观有着丰富的政治内容 ,绝非一般的淡聪明才智。他把智慧

分为两种 ,对 那种掌握大道 ,实 行
“
无为

”
的智 ,他竭力推崇 ;但对那种玩弄权术以巧取豪夺的

“
智

”
,则 给予强烈的抨击。

“
智人者智 ,自 知者明

”E:s]。 “
智者不言 ,言者不智

”E:7]以 及
“
我独愚人之

心也哉
”E::]中 的t愚 ”(实际上是大智若愚)等都是老子赞扬的智。而

“
绝圣弃智

”E〓 9]、 “
使夫智者不

敢 为也
”E30彐 、

“
民之难治 ,以 其

‘
智

’多
”E31彐

,∵ 故以智治国,国 之贼
”E3叨 等中的智 ,就是老子抨击的

智。

有人说 ,“绝圣弃智是毁灭文化 ,取消教育 ,其 日的是施行愚民政策 ,为奴隶主阶级服务
”E33〕 。

这就没有分清两种智的内涵。对于圣和智 ,道学家蒋锡昌说 :“圣者创制立法 ,智 者舞巧弄诈
”[34〕 。

就是说 ,那些制定法令以对付百姓的人为圣者 ,那些玩弄权术、巧取豪夺的人为智者。老子认为 :

“
盗贼多有

”
源于

“
法令滋章

”
,可 见罪过在创制立法的圣者。因此 ,圣者该绝。老子又认为

“
国之

贼
”(祸 忠)源于

“
以智治国

”
,即 用玩弄权术、巧取豪夺的智巧心机来治田。用这种方法治国的,正

是舞巧弄诈的智者。因此 ,智 者该弃。韩非《诡使篇》中也说 :“ 绝圣弃智者而天下大治。
”
这些都说

明老子的
“
绝圣弃智

”
是针对为政的这些圣者、智者而言 ,要 他们以道德为化,勿 以法制巧诈治国。

圣者创制立法 ,智 者舞巧弄诈 ,往往又是依据了儒家经院学派世俗之学 ,而不是追求了解道与自

然的真知识。对此 ,就 连西方的道学家都认为 :“道家绝圣弃智的文字是对儒家及伦理的攻

击
”E35彐 。并说

“
老子

”
的绝圣弃智不是反理性的神秘主义思想 ,而是原始科学的反经院学派的思

想。
”匚36)可 见

“
绝圣弃智

”
与前面说的

“
绝学无忧

”
都是道学向儒学的挑战。且不说道家对儒家的否

定本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 ,就从百家争鸣来说 ,各个学派之问诘难 ,展开思想交锋 ,既互相排斥 ,

又彼此吸收 ,融通交易,争雄于世 ,这本来就是发展思想文化 ,丰 富人类智慧的表现。怎么能把春

兰秋菊 ,各有所长的道儒学术之争与毁灭文化 ,取消智慧拉扯在一起呢?

(三 )老子的愚民观。与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相关的是老子的愚民观。老子是主张愚民的 ,而

绝圣弃智 ,绝学无忧确实是为了愚民。他说 :“ 古之善为道者 ,非 以明民,将 以愚之。
”[36彐 不过 ,这

“
愚

”
的意思与《老子》三十八章中

“
前识者 ,逍之华而愚之首

”
的愚有所不同。前一个

“
懋

”
指忠厚 t

诚实、朴实 ,是大智的代称 ,老子也以这种
“
愚

”
自称 :“我独愚人之心也哉

”匚373。 后一个
“
愚

”
则针对

世俗那些机巧、刻薄、贪求之徒而言 ,这 是对他们自称先知先觉 ,炫 弄术数与虚文以惑众的贬斥。

对
“
古之善为道者 ,非 以明民,将以愚之

”
句 ,《 河上》注为 :“讠田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国者 ,不 以道教

民明智奸巧也 ,将 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也。
”匚3田 就是说 ,古来善于执行有

“
道

”
的为政者 ,不是

用那些玩弄巧智 ,假仁假义 ,互相伪诈 ,彼此贼害的伪文化知识使人民变得奸狡巨滑 ,而是陂人民

真淳朴实。可见 ,老子的愚民并非
“
害民

”
,倒是要让民的心灵变得真善美。何况老子

“
恶民

”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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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人 民就淳厚质朴 ;国家的政治严苛 ,人 民就狡黠诡诈。民风的淳厚完全取决于为政者自身的表

现。可见 ,老子的愚民与后来那些封建主的自居圣明,穷奢极欲 ,而用压迫欺诈手段使人民停留于

愚昧无知与极端贫困境地的愚民政策有着质的差别。所以,说老子的
“
愚民

”
是

“
为奴隶主阶级服

务
”
,并与

“
反动

”
挂钩 ,这就是牝牡骊黄了。

三、老子的心理型文化思想

心理型文化是另一类精神文化。它不是凝固的 ,而是存在于人这个文化主体的各种行为之

中。它的核心是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主体的传统观念。在老子所处的时代 ,“有知有欲
”
的私

有观念已深入人心。老子心目中的
“
知

”(即智)和
“
欲

”
是人类文明的副产物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智

慧和七倩六欲。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无知无欲、纯朴无私的 ,是人类社会日盛一日发展起来的各种
“
可欲

”
的事情把人心扰乱了,使人们滋生了争抢名利、盗取财物、心旌惑乱的错误的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社会心理。而
“
私

”
字是万恶之源 ,由 它繁衍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丑恶现象。在老子

看来 ,入们为什么要呼唤仁义?刀阝是因为社会公德、公正被废弃 ,不仁现象太严重所致 .这就是
“
大

道废 ,有仁义
”
。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虚伪,出现尔虞我诈?那是因为有巧智贪欲的人把智慧

用歪了所致。这就是
“
智慧出,有大伪

”“凵。为什么人们要倡导孝慈?那就是因为六亲不认 ,家庭

纠纷太普遍所致。这就是
“
六亲不和 ,有孝慈

”E‘ 2]。
为什么人们要表彰忠臣?那就是因为社会混乱 i

生灵涂炭所致。这就是
“
国家昏乱 ,有忠臣。

”E‘ 5彐

总之 ,老子认为 ,人们之所以要呼唤仁义、孝慈、忠

臣,就是因为不仁不义、不孝、不忠的丑恶现象十分严重 ,而 归根到底又是由于
“
君上失德

”
,致 使

“
有知有欲

”
的思想泛滥。老子指出 :“大道废 ,有仁义 ;智 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 ,有孝慈 ,国家昏

乱 ,有忠臣
”
,这就把批判 的矛头对准了君上。蒋锡昌说 :“本章谓仁义、大伪、孝慈、忠臣之起 ,由

君上失德所至
”
,又说 :“上以仁义为治 ,以 刑法为威 ,以 巧诈为事 ,此 皆由大道衰降 ,君信不足 ,而

后出此。故曰 :‘信不足’。上以仁义为治 ,下则亲而誉之 ;上 以刑法为威 ,下 则畏之 ;上 以巧诈为事 ,

下则侮之 ;此 皆由君信不足于下 ,下乃以不信应之 ,故曰
“
有不信焉。帅士J正是君上的失德才使有

知有欲的思想泛滥成灾 ,导致了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丑恶现象。要消除这些丑恶现象 ,老子认

为关键还在于用
“
道

”
的教化来制服

“
有知有欲

”
。他说 :“化而欲作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lt时 。为

制服
“
有知有欲

”
,老子为君上出谋划策 ,开 出了两张药方:                ∵

其一、不尚贤 ,使 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 ,使 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 ,使 民心不乱。E‘ 6]

在老子看来 ,使用贤才办事固然是好事 ,但 尚贤之风 ,使这些贤才得到特殊的权势地位 ,就容

易挑动起人们追逐的欲望 ,从而扰乱人们的自然本性 ,因 此
“
不尚贤 ,使 民不争

”
。本来 ,物 以稀为

贵 ,但对于稀罕的物品过分看重 ,就容易煽起人的盗心 ,因此
“
不贵难得之货 ,使 民不盗

”
。世界上

有许多东西 ,如果加以显耀 ,就可能诱发人的贪欲 ,因此
“
不见可欲 ,使 民心不乱

”
。

其二、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智 ,强其骨 ,使 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刂 71

虚其心 ,使 民
“
无知

”
,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简化人民的头脑 ,使他们都成为没有文化知识的文

盲 ,而应理解为净化人的心灵 ,不要被巧智贪欲占据了自己的思想。弱其志 ,使 民
“
无欲

”
,不是不

要七情六欲 ,而是要人类抛弃对名利权势的追逐 ,不要有非分之想。
“
使夫智者不敢为

”
,其中的

“
智者

”
就是前面谈到的有巧智贪欲的人 ,“ 为

”
是指干争竞盗窃之事。据蒋锡昌注 :“圣人以清静为

化 ,多数人民自可无知无欲。多数人民皆无知无欲 ,则其中虽有少数有智之民不受圣人之化 ,亦不

敢单独起争为盗窃之事矣。故曰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刂:]

以上是老子抑制人的贪欲开出的两张药方。当然 ,老子的观点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他



2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01期

没有弄清在当时也无法弄清 :由
“
无知无欲

”
到

“
有知有欲

”
,这是由原始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

必然结果。要消除
“
有知有欲

”
,归根到底只有消灭私有制 ,除掉产生贫欲的温床。当然 ,要消灭私

有制 ,同传统观念决裂 ,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政治革命 ,由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并在政权的保障下 ,

逐步建立公有制经济1与此同时 ,也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人民加强教育。从这个意义上

讲 ,老子的主张对今人还是有启迪作用的。我们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不是也需要抑制人的

贪欲 ,纠 正不正之风 ,反腐倡廉 ,净化人的灵魂吗?

四、老子的社会关系型文化思想

社会关系型文化 ,这是从家庭组织到社会组织 ,从 生产关系结构到上层建筑结构 ,从社会分

工结构到阶级结构乃至民族结构的总称。它处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 ,既是反映物质的 ,又

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 ,同时给予二者强烈的影响。对待社会关系型文化 ,老子的思想是主张
“
小

国寡民
”
。在本文第一部分 ,我们已从其它角度引用了阐述

“
小国寡民

”
思想的全文内容。基本精

神是国家要小 ,人 口要少。在
“
小国寡民

”
的社会形态中,首先是和平安宁 ,没有战争。作为战争之

用的
“
什伯之器

”
、
“
舟舆

”
,均不起作用了,老百姓也再不冒远征当炮灰的危险了:大家的心态可以

回归到
“
结绳而用叩阝个时代的纯洁无私的境地。人人过着f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
的怡

然自乐的生活,感觉不到政府和统治者的存在。社会秩序、人伦关系、道德风尚无须依靠政治法律

的形式来维持 ,只靠人们自然淳朴的本性就可以相安无事。这就是老子以原始公社为蓝本并加以

理想化所设计的一张社会关系结构图。如前所述 ,“ 小国寡民
”
的理想社会关系形态 ,折射出老子

对春秋时期统治者广土众民政策的不满 ,反映了老子的民本思想。但老子所指示的方向是历史的

倒退 ,不过是以狸致鼠,以 冰致蝇 ,虽功不能而已,并且也不合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就是要在

矛盾与斗争中求和谐 ,由 此不断进步 ,不断创造出无比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 ,我 们不

要
“
小国寡民

”
,而是要不断地鼎新革故 ,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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