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 《老于》的社会政治思想
工农兵申学  驰  文

《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仵,成书于战国。这本书总共五千多一点字,

分为上下篇,后人称为 《道德经》。 《老子》思想颇为复杂,但是全书从世界观到社会

政治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恩格斯指出g “-切历史上的斗争,无 论 是在 政

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泽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

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 (<马克思恩梅斯选集冫第-卷 s02页 )裉据这一 教

导,下面我￠l主要就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对 《老子》试进行分析。

关于 《老子》作者的情况,在流传下采的先秦典籍中真是凤毛麟 角,但 是在 《老

子》第二十章巾,却怡恰有∵段能够表明他政治立场和态度的资料:

众人熙熙,如 孪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馔僚

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 沌 兮!俗 人 昭

昭,我 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飓兮若无止。众人 皆有

以,而我独硕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王弼本,下引《犭” 同)

这可以算是 《老子》作者的ˉ幅绝妙的自画像。首先值得注意的 是 头几 句: “众

人″是那样欢欢喜喜,好象参加盛大的筵席,又好象春天登高远望。独有 “我”
却淡漠

地无动于中,颓丧地若无家可归。 “众人”都有所得,而 “我”
却若有所失。他究竟失

窍了什么?他和 “众人”的感情为什么那样不同?这只有到当时的时代和阶级斗争中去

找原因:

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变革时期。所谓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

常位”,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 <左传冫昭公三十二年9,就是当时社会大变苹的高度概

括。春秋后期,阶级斗争日益激烈,∵ 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公元前0sO年陈国筑城奴

隶暴动-公元前mO年 “百工”叛变月王室,公元前逆78年手工业奴隶暴动、围攻卫庄

公,等等。旧的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巳经成了生产力发戾的产重障碍:新的生产关

系,即封建生产*系逐步确立。从鲁襄公十一年 (公元前562年 )季孙,孟孙、叔孙“三

分公室”起,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公元前犭81年夏,齐国田常用武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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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以简公为代表的旧势力,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没落奴隶主阶级 却江河 日
下,奴隶制巳经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所谓 “
着秋中,弑君

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 史记·太史公自序》),就

是当时剧烈阶级斗争的写照。到了战国,这种斗争更加激烈Q公元前uO3年韩、赵、魏
三家分晋。公元前uO2年楚声王被起义人民杀死,新兴地主阶级推拥熊疑上台,是为楚
悼王。公元前 8Bs年,秦国公子连在夺权斗争中取得胜利,是为秦献公。至此,新兴地
主阶级的政权在几个主要国家基本确立。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变革和反变革,复
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同时也就展开了。

《老子》这本书就正是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产生的。很明显, 《老子》反映
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下层的思想。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 巛老子》的作者心情十分复
杂。对于奴隶主阶级的覆没,他感到惋借,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他又格格不入。所
·以当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时,他却无动于中。 “众人”,当主要指新兴

地主阶级。老子和 “众人”,由于所属的阶级不同,对于这种时代的变革、地位的沉
浮,心情是自然不同的。他忧心忡忡,孤独颓丧, 亻锤倏兮若无所归”。当然无所归,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的奴隶制崩溃了,作为原来附着在奴隶制这张 “皮”上的
“毛”,日 子确实难过,心情怎么平静得下来呢? “澹兮其若海,腮兮若无止。”就是

说,思绪起伏,像海上的波涛,又象疾风一样静不下来。但是,阶级立场毕竟难 以转

移,他仍然以不合潮流 “独异于人”而标榜,并申明他仍然 “贵食母”,崇奉他自己的
“大道”。       r

·
社会的急剧变革在 《老字》中还有痕迹:

全玉满堂,莫之能宁;富 贵而骄,自 遗其咎。 (第九章)      ~ ∷

天下无道,戎 马生于郊。 (第四十六章)

·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刂(国 以下大国,则取大国。(第五十二章)

奈何方乘之主,而 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剡失君。(第二十六章)

这些话虽然是在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总结教训,但是其中多少也透露了春秋战国的一

些社会现实:金玉满堂,谁又保守住了呢;有钱有势,骄横跋扈,剑头来反自取灾祸1

国与国之间战争频仍,连怀胎的母马也驱上战场,甚至那些奴隶主贵族头子也不 能佯

免,因为根本动摇而垮台。

《老子》亲身经历了所属阶级的覆没,这无疑给他很大的刺嫩1在痛苦的反省中,

他也比铰清醒地看到了-些原因,并
ˉ
由此总结了-些教训,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表明

了他对现实的态度。这些就是巛老子》
一

书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圭要内容。但是;总结

教训,提出主张,仍然是为了求得∵个 “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 第五+九 荤》),

以改变自已柔砀的地位,其实,这些东西对没落奴隶主阶级是亳无用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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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相适应,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出现了一个所谓 “百家争

鸣”的局面。这场 “百家争鸣”
实际上是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学派所进行的激烈的思

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作为道家的代表作巛老子》,曾经斥责儒家所竭力鼓吹的 “
仁、

义、礼、智
”等反动理论。

巛老子》中有这样的话 :

大遘废,有仁 义。慧智出,有 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

臣。(第十
`k章

)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 义而后礼。夫礼者,忠 信之

薄 而 乱 之 莆。 (第三十

`k章

)

在 《老子》的作者看来,孺家所大肆吹嘘的 “仁、义、礼、智”等货色,并不是那

么神圣、美妙、永恒。 “
大道”

被废弃了, “仁义”的喊声才喧嚣一时,所谓 “
慧智

”
,

里边包藏着严重的虚假,正 因为家庭陷于纠纷,才有所谓 “
孝慈”;正因为国家混乱,

才有所谓 “忠臣”。因此,什么 “仁义
”、 “慧智”、 “

孝慈
”、 “忠臣”,是不足取

的。至于 “
礼
”,不仅是最下等、最末流的,而且简直是导致社会混 乱 的 祸 首。基于

此, 《老子》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第 十九章)o意思

就是说,抛弃 “圣”和 “智’’,人民才能得到百倍的利益,抛弃 “仁”和 “义”,人民

才能回复
“
孝慈?。 不难看出, 《老子》对儒家宣扬的 “仁、义、礼、智

”,直接地进

行了贬斥。 ⋯

我￠l知道,所谓 “仁、义、礼、智”,乃是孔孟之道的核心。面对 “周室衰微”、
“礼崩乐坏″的局面,孔丘心急如焚,他打起 “克己复礻1” 的破旗,妄图挽救没落奴隶

主阶级濒于灭亡的命运。到了战国,盂轲继承孔丘的衣钵,竭力宣 扬所 谓 “仁政”和
“王道”,以抗拒历史潮流,、 复辟奴隶制。孔盂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贵族顽固派,他们

所宣扬的这∵套东西本身就是反动的,并且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当时奴隶起义

的领袖柳下跖就曾严厉斥责孔丘是
“
鲁国之巧伪人”,说他 “摇唇鼓舌,擅生是非

”
,“矫

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
(《 庄子·盗跖冫)。 早期的法家人 物也 曾针

锋相对地批判过儒家的反动说教。春秋后期郑国的法家人物邓析就 “不法先王,i不是礼

义”(c荀子·彐F十二子》),坚决反对孔丘的复古倒退思想。战国初期的杰出法家入物商鞅,

甚至把儒家的 “仁义”、 “礼乐”i “孝弟”等比喻为 “虱”
(《 商君书:斩 令冫),主张

“燔诗书雨明法令” (<韩彐盱 ·和氏冫):      ∶             ˉ

当然, 《考子》的作者和奴求起义领袖柳下跖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Ⅱ相法家人物相

较,也是不同的。不过,因为他是奴隶主阶级下层中的一分子,对于孔孟所极力宣扬的
“仁、义、礼、智”等,也许还比较了解这中间虚伪和欺骗的内幕,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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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并没有能挽救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灭亡,所以他愤愤地贬斥儒家。这种贬斥,就形式∷

上说 ,和柳下跖以及法家的观点,是较接近的。对新兴地主阶级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客观上还是有利的。列宁说过: “当-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吊一个唯心主义者的

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 义 的”(列宁<哲学笔记冫1g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9页 ),

这-教导对我们认识上述问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必须指出, 《老子》斥责儒

家的 “仁、义、礼、智”,乃是从他的 “道常无为
’的宗旨出发的,其目的还是为了维

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对儒家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把当时剧烈的社会

变革仍然看作
“
乱

”,看作 “无道”;他 “绝仁弃义’的目的还是为了 “民复孝慈”。他

所谓的 “民利百倍”.,也并不是真的在为老百姓着想。这些都表 现出 巛老 子》的局限

性。毛主席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 ·

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我们认为,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奴隶

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代表,如此而已。

《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 “无为而无不为”。请看下面

两段话g

无 为 而 无 不 为。取 天下 常 以 无事 ,及其有 事 ,不足 以取 天下σ (第四十

'k章

)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 无事而民自富,我 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

这两段话中,第二段可以看作是第-段的注释。所谓 “无为”,用 巛老子》的话来

说,就是 “好静厂、 “无事”、 “无欲”等。据他说,统治者如果照此办理,人民就会
“自正〃。 “自富

'刂

 “自朴”。因此就可以 “取天下?,因此就 “无不为”。这里,

巛老子》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宗旨。              ∶

鲁迅曾指出: f然老子之言亦不纯∵,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

其无为者 ,以欲
‘
乖 不 为∷也 。

”
(鲁迅钔咿咩史纲要》)《老子》崇 尚

“
无为

”
氵但 这

并不是:目 的,只是手段,目的还是 “无不为”,也即是 “取天下”。司马迁在 《老应申

韩列传》中把老子视为 f隐君子”,后世一些人把老子看成 “
诓世者”,这对老子未免

有些冤枉;其实,老子倒是非常想 “用世”的:他惋惜奴隶主阶级当杈者没有采取这套

宗旨|他说| “侯
′
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第三十七章)。 但是,:在当时激烈的阶级

斗争中。这套宗旨稂本行不谭。所谓 f妤静”、 “无事〃、 f无欲”;对奴 隶主统治

者也仅仅是-句空话。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不管奴隶主阶级

是 “有为”还是 “无为”,都不可能改变其没落和灭亡的命运。对这△点,自然老子是

不懂得的。

林
“
开为丽无不为彳引申发挥开去, 巛老子》又提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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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 能成其私。(第七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二十二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 以与人已愈多。 (第
`kHˉ

—章)

意思就是说r暂时居后,反而占先,不关心自已,恰恰保全了自己,不是没有私心,

表面上没有私心反而能达到个人的目的,正因为不和别人争,反而使任何人 都 不 敢 和

我争,着起来帮助别人,自 己反而更富有;看起来在给与别人,自 已反而获得更多。这

些话,与其看作是 “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阐发,倒不如说是恰好暴露了 “无为而无不

为”的实质。很清楚,这-套东西正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获取私人利益所 惯 用 的 手

法, 巛老子》只是加以归纳罢了。后世的剥削阶级之所以看重 《老子》,无疑对这一套

手法是很欣赏的。

巛老子》提出的 “无为”的主张和孔盂不同,这是有其阶级根源的。 《老子》反映

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下层的思想,这个阶层在当时可以说是
·“弱中之弱”,它既受到人

民革命的冲击,又受到上层贵族的排挤、倾轧,甚至随时有被吞没的危 险。正 因为如

此,它和奴隶主上层顽固派是有矛盾的。它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固的,力量是弱小的。它

无法依靠实力和奴隶主上层贵族竞争。为了保存自己,以图发展,不得不采取这种 “屈

仲之道〃。除此之外,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孔丘所处的时代是

春秋末期,奴隶制虽然已经风雨飘摇,朝不倮夕,但还没有彻底崩溃。鲁国虽然 “三分

公室”,但鲁公在名义上还烬留着,尽管局面一度不稳。孔丘还乘机混上了司寇,并代

理了三个月宰相。齐国虽然建立了封建政权,但楚国、秦国还被奴隶主贵族把持。当时,

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相当激烈。所以孔丘还跃跃欲试,说 :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

乎” (<论语·阳货冫)!而 《老子》成书已是战国中期,封建制在几个主要国家已基本确

立。为了巩固政权,许多国家内都进行了一系列变法。这些变法,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

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老子面对这无可挽回的严峻现实,不得不 “以退为进”丿提出
“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 巛老子》这种思想,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无可奈何的心理

和消极对抗的态度。

老子这种思想和他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所谓 “道”产生

的。 “道”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绝对精神。这种观点当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老子认为,

“道”之所以生养了万物,就是听其自然,就是 “无为”。把这种观点搬到社会实践

中,就形成了他的 “无为而无不为”的尽想。

这种 “无为∷的思想在 《老子》中再三申述,除了向没落阶级表示,没有使用这种

神通广大的法宝是怎样的过错外;另一方面,主要地;还是希图新兴地主阶级采纳1很

明显,· 他是想用 “无为而无不为〃来取代法家的积极有为的路线,以便维持旧秩序,更

多地保存旧的东西。   1
对于法家积极有为的变法革新,老子是不满的。他说:

将欲取 禾下 而为之 ,吾 见其不仔 已。 天下神 斋,不可 为也。 为者败之,执

∶ ·卫】0。



者失之。 (第十九茸)

意思是说:谁想夺取天下而有为地去干,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9 〃天下”这神秘

的东西,是不能靠 “有为”
去搞的。谁 “有为

气卩谁就要失败,谁想巩固,谁就会丢掉

天下。 《老子》这几句话并不是信口开河,也是有 “来头
”的。公元前381年 ,吴 起 被

杀。公元前ss8年 ,商鞅被害。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并不是-帆风顺的 ,新兴地主阶级 也

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事件都在老子之前或同时,老于不可能不知道,所谓 “为者败

之”很可能就包括了这些事件。所以他又说: “不知常,妄作,凶”
(第十六章)。 “强

梁者,不得其死” (第四十二章)o这些话虽然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教训的总结和对现 实 中

-些现象的概括,但是这里边已经包含了对法家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威胁了。马克

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论到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时指出: “他们用来泄愤的手

段是:唱Ⅱ昌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段话用来形容老子是合适的。

巛老子》 “无为″的主张,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后来的法家人物曾接过这 -口
号,加 以改造,赋予新的阶级内容,用来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比如战国后期法家

杰出的代表韩非就说: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 惧乎 下″ (《 韩非子·主道冫)° 又说:

“(圣人)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 能,而 获 利 其 上。故 曰: ‘
不 为 而

成’”
(《 簸非子。喻老》)p到了汉初,这种经过法家改造后的 “无为”学说就 更 盛 行

了。当时汉文帝、晁错等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甚至还披上了 “黄 老 ”外衣,搞
“无为”政治。当然,历史上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也接受并发挥了这一宗旨。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说: 《老子》-书 “以为后世阴谋者法”
(《 尼书·儒道冫冫,是 有

根据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是鼓吹什么 “公私溶化” “吃小亏占大便宜”吗?

野心家、
·
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是大讲什么 “韬晦之计”,主张 “忍耐”∷说什

么 “勉从虎穴暂栖身”吗?看来他们对这-套 “屈伸之道”很感兴趣,但是无论他们玩

弄什么花招j要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然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历史

的结论占

四

春秋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斗争最终导致了奴隶制的彻底崩溃。这-点在

老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子》一书中多处提刭 “盗〃。把人民的反抗和起义

称为 “盗∷∶这自然皋露了他的阶级立场;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革命斗争是怎样

摇撼着奴隶主的统治,· 使奴隶圭:贵族极为紧张、~恐惧。  ∶      |   ⋯

人民为什么原因起义呢? 《老子》是这样回答的:          ∷ ˉ

民之饥,以 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第七十王章)

民÷犭轻死,以 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佛七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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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统治者征收的租税太重;人民之所 以不 怕
死、敢于造反,是因为统治者拼命追求生活享受。在这里,老子确实是看到了问题的。

随着奴隶制末日的降临,奴隶主贵族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加剧了。据史书上记载,

当时齐国的情况就是: “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

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晋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

富溢尤” (<左传·昭公三年》)。 从这个材料可以想见,当时奴隶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是怎样的惨重!这种情况在 《老子》中也有所反映,比如:

天之 道 ,损 有 佘 而 奉不 足 ;人 之 道 则不 然,取不 足 以奉 有 佘。 (第七十七 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贫。 (第五十七章)

等等。这些话多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对奴隶主上层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穷

奢极欲ψ是
ˉ个揭露p老子比较清醒地看到,正是因为奴隶主上层统治者拼命地剥削和

无限度地榨取,才遭致了人民的反对。所以他说:            l

甚爱必大费,多 藏必厚亡。 (第四十四章)

祸英大于不知足,咎英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也。 (第四十六章)

他也看到了人民是不伯死的,这是人民无数次的反抗、起义给他的教训。所以他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芳使民常畏死,而 为寺者,吾执而杀之,谁敢 ?

、                 (第 七十四章)

在这里,他表示了不赞成-味用死去威胁人民,因为事实证明了,不管怎样残酷的镇
压j∶都没有能够扑灭革命的烈火,反而更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必须指出,作为没落奴隶主下层的代表,老子不可能超出他的阶级限制。他反对奴
隶主上层贵族 “食税多

”、 “求生厚”∶ “不知是”,并不是要取消剥削,只是想把奴
隶主上层贵族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定的范围,以免激起人民的起义。他反对一味用死

去威胁奴隶,~并不是要放弃武力镇压,只是希望统治者拿出更巧妙的策略;不致于把事
ˉ
清弄得不可收拾。总之,他这些思想还是从奴隶主下层的地位出发的,目 的还是为了维
持̄奴隶钢。     :
∷ ˉ

还应该看到; 《老子》中有关这方面的话虽然是对过去教训的总结,但在战国中期
问世,无疑也包含了对当时现实的'影射。这△点,在下面这段话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佘,是谓盗夸,

非道也哉。 (第五十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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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今文,就是:宫殿整洁,田野荒芜,仓库空虚。 (统治者)穿得阔阔气气,佩带宝

剑,饱吃精美的饮食,占有多余的财富。这就是强盗头子,ˉ多么不合理呀!这里的 “盗

夸”,很可能指的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因为从全书来看,老子所指的 “盗”,都不是奴

隶主阶级的人。自然,封建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阶级都是剥削阶级,他们的政权都建

筑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基础上。 《老子》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揭露虽然有些比较深刻,但
他是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从右的方面来揭露的。 《共产党宣言》中有=段批判英法

贵族,的 话,用在这里是绝妙的: “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

的心,但 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至于如何对付人民的起义, 《老子》主张: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即是

要消患于无形。其具体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g第一,他主 张 “
去甚、去奢、去 泰”

(笼二十九章)o就是说要去掉那些过分的。奢 侈 的、铺张的欲望和行为。这里,老子也

看出了奴隶社会的一些弊病,他希望统治者自动地收敛一下那些过度的享乐。但是|这
不过是一句空话。奴隶主统治者根本没有也不会照他的办;第二,他主张 “不贵难得之

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

(第三章)o这里,如果说前-句对奴隶主贵族

的奢侈生活还有一点暴露的话,后一句把人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为人民看见了引起欲望的

东西,就显然不正确了。这说明在关于人民起义的原因方面,老子虽然看到 了一 些 问

题,但仍是模糊的。第主,他主张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

(第 十九章)。 他这里的 “巧”

和 “利”指的什么呢?书中有另外-句: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

(第五十七章)v两句话

互相参照,可以看出,他这里的 “巧”是指的 〃伎巧”,也就是技术。因此他的意 思 实

际̄上是说:′ 技术越多,越发达,各种各样 f奇物”就涌现出来,这些 “奇物”
势必引起

一些人的凯觎,就会产生 “盗贼”,因此,不要 “伎巧”,抛弃 “奇物
”,就 “盗贼无

·有了”。这种看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而且也是复古的、倒退的。第四,老子还认

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 (蓊六十五章)o因 此

主张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 知无 欲,使夫智者 不 敢为 也〃

.t第三章)。 其实,这就是要采取愚民政策,来瓦解人民的起义。在这一点△,他 和

孔老二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差不多的,这里也恰好暴露出老子的阶级立

场 。                     ∵

《老子》还描绘了一张 “小国寡民”的社会蓝图。在这个理想的社 会 中,没 有 斗

争: “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生活上既简单又可观: “

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虽有

舟舆无所乘之
”, 阝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文化上呢,很简单g “结绳

而用之”,连文字都不要。人们互不往来: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

往来″ (第

`k十

章)。这样
=张

社会蓝图并不新鲜,其实是巳经消逝了的奴隶社会 初 期 的

∵张很走样的印刷品,也是 “清静无为〃的终极目标。他不外向人们表示;如 果 依照

他的办,就可以进入这个
“仙山琼阁”。很明显,这样 一个 “仙山琼阁″是 复 古 的 ,

倒退的。在激烈斗争的社会大变革中,虚构出这样一个幻景,反映了没落奴 隶 主 下 层

的思想,他们既不满现实,又无能为力,只好凭借往白的回忆和离奇的幻想 来 求 得 安

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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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巷秋战国时期,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其中有正义的

战争,也有非正义的战争。这些战争给人们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同样,也在 《老子》中留

下了痕迹。

《老子》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这些战争中强弱胜败的变化,总结了古今 “成败。存

亡、祸福”之道,并从中找出了一些规律;有 的还上升成为哲学的命题。这中间有-些
有价值的见解,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

《老子》认识到事物是充满矛盾的。在 《老子》-书中提出了几十个对立的概念 ,

比如虚实。强弱,得失、胜败 ,动静。战守、刚柔、高下。贵贱。祸福、吉凶等等。老

子认为这些对立的双方是互相依存的,矛盾的双方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经常地向相反

的方向转化。他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章)

就是说灾祸紧靠着幸福,幸福隐藏着灾祸,祸与福这一矛盾经常都在转化。伟大领 袖
毛主席曾经说过: “在-定的条件卞,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

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 ‘祸兮福所倚,福 兮祸 所伏’。”这是对
《老子》一书中朴素辩证思想的肯定。

从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点出发, 《老子》总结出 “柔弱胜刚强”的思 想。这一 思

想是对当时社会大变革的高度概括,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曾经是柔弱的地主

汾级终于战胜显赫一时的奴隶主阶级,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 “柔弱胜刚强”是有条件

的,这就要 “柔弱”的ˉ方必须是新生的、代表厉史前进方向的;“刚强’
的一方必须是腐

朽的、陈旧的。反动的。老子主张 “守雎”、 “守弱”,以图改变他的地位,这是不可

能的。

巛老子》还提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轻敌必败的战略思想。他说: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第六十九章)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第六1ˉ九章)

这种思想是颇有价值的。 《老子》还主张:“以奇用兵
”,即主张灵活地变换战术。这与

儒家的 “以礼治军″是对立的,而与孙武的 “兵行诡道”。孙膑的 “料敌计险”, 阝玫
其无备。出其不意’,比较接近。 《老子》还说: “知人者智,自 知者 明,胜 人者有

力,自胜者强”
(第九章)。 这与孙武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是一脉相通的。这

些话至今还有用处。   ~
但是,在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上,老子是不正确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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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 棘生焉,大 罕之
,

后,必有凶年。 (第三十草)(兵
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第三十一章)

看得出来, 《老子》对战争,不管是什么性质,基本上是否定的。这实际上反映了没落

奴隶主阶级对战争的恐惧心理。因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就正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崩溃的 ,

奴隶主阶级的财产也是在战争中失掉的。所以他们一提到战争,精神就格外紧张。与此相

反,新兴地主阶级就不同,它在当时是新生的势力,对于同没落阶级进行的战争充满了

必胜的信心。它的态度是坚决的,口号是响亮的。比如商鞅说过: “以战去战,虽战可

也”
(《 商君书·画策冫)。 韩非更信心百倍地说: “当今争于气力

”
(《 韩彐仁子·五萤冫)。

总之, 《老子》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斗争中总结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战略和策

略思想。这些东西和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 “无为而无不为
”的宗旨是矛盾的,对于他

所属的阶级是完全无用的。相反,革命人民和历史上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却可以从中吸

取-些有用的东西。

《老子》反映的是没落奴隶主下层的思想,这就注定了其社会政治思想 在 当时 是

不行时的。 《老子》也曾经为此感叹: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第七十章)。 但 是, 《老子》在后世却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以后不同的阶级、或是同一

阶级中不同集团的工些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 巛老子》进行了解释、改造和利用。

《老子》的思想至为复杂 ,这主要是由剧烈变革的时代和作者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毛主席

教导我们: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入都在ˉ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

阶级的烙印。”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 ,ˉ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
《老子》进行分析,批判其中唯心的、倒退的糟粕,吸取中问多少合理的东西,弄清这

个所谓与儒法
“鼎足丽三”的道家流派的代表作的内容及其阶级实质,这对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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