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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无为”思想的内在意蕴研究——基于对《道德经》的考察

谢梦洁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省聊城市，252000；

摘要：老子的“无为”思想产生于战乱不断、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集中体现于《道德经》一书中，具有丰

富的内在意蕴。它以“道法自然”作为哲学基础，以“清静无为”作为修身之道，以“无为而治”作为治国安邦

的根本准则。首先，老子认为人必须要顺其自然，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其次，在老子看来，人必须做到“致虚极，

守静笃”“善利万物，为而无争”“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方能清静无为。最后，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

鲜”“以百姓之心为心”“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而治”思想，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了借鉴。老子的“无为”

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价值，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局限性，因此要结合当前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趋势,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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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是道家学派的创始

人。[]其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礼崩乐坏，

形成了“社稷无常奉”“生活无长宁”的动荡局面。在

这种背景下，各种思想学说层出不穷、繁荣发展，形成

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老子的“无为”思

想应运而生，是对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有为”思

想的批判，为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同时，老子的“无为”思想意蕴丰富，在当代社会仍然

具有合理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能够为国家治理以及

社会建设提供诸多参考和借鉴。

1 道法自然：“无为”思想的哲学基础

老子的“无为”思想内涵丰富，其哲学基础是“道

法自然”。因此，研究“自然”法则为我们理解老子的

“无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老子认为，“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

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在老子看来，“自

然”是无对待的，使本来就存在的，没有人的造作的，

是自然的本性。倘若有了人的造作，事物就会失去它的

本性，就会变得不自然。自然的真正意义在于没有人的

造作可以限制它，它的变化是由自身性质所决定的，是

本就如此的。老子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其意思是，人

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而“道”效法“自

然”。这里无论是效法天地，还是效法“道”和“自

然”，都指出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不能违反自然法则，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由此

看来，老子的“无为”说到底就是“无违”，即不违反

天道、不违反自然规律。在老子看来，自然和天道都具

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它们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因此它

运行的惯性是无法阻挡的。

除此之外，老子还提出“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

章）所谓“以辅万物之自然”并非有意去帮助万物做什

么，只是坚守“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这是统治者在

治理国家中应该做的事情。世间万物都有其特定的自然

规律，人类社会亦是如此。“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

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因此，统治者在治

理国家时，不能过多地干预，强作妄为，仅仅只能从旁

辅助，这样才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自身发展地规律，并

在发展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2 清静无为：人的修身之道

老子的“无为”思想中蕴含着清静无为的修身之

道。在他看来，人必须做到“致虚极，守静笃”“善利

万物，为而无争”“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方能清静

无为。

2.1 致虚极，守静笃

老子告诫我们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

以观其复。”（《道德经》第十六章）意思就是说，人

要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使内心保持“虚”和“静”的至

极笃定状态，不受到外界的影响，目的是在世间万物并

行发展时，用这样的心态来观察时间万物循环往复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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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还原人心底本来就存在的“自然”和清净。陈鼓应

认为“致虚是心智作用的消解，消解到没有一点心机和

成见的地步。一个人运用心机会闭塞明澈的心灵，固执

成见会妨碍明晰的认识，所以致虚是要消解心灵的蔽障

和厘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这不得不反思当今社会，

部分人们为了追求功名和利益，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样的代价往往会带来

严重的后果。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提到的“名与

利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

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

德经》第四十四章）同时他还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

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道德经》第九章）因此，

我们必须要坚持“致虚极，守静笃”，以做到清静无为，

修身养性。

2.2 善利万物，为而无争

老子在《道德经》中往往用“水”来形容“上善”，

即天地间至高至极的善，如“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

争。”（《道德经》第八章）在老子看来，水能包容万

物，又能润泽万物，但是它却毫不居功，毫无索取。作

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时必须拥有像“水”这样的品德，

不仅仅只是施舍给百姓一点点好处，更应该一心一意地

为百姓谋福利，创造出适宜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恩泽

天下，让百姓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不能存在从百姓中

获得利益的思想。老子认为，要“居善地，心善渊，与

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

故无尤。”因此，只有做到“为而无争”才能无过无失，

真正做到修身养性，最终实现国家的善治。

2.3 清虚自守，卑弱自持

“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是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中对于老子《道德经》中“无为”思

想的精辟总结。他认为事物最重要的是其根本性的东西，

而老子“无为”思想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清虚”

和“卑弱”，这也是修身之道。“清虚”作为“张扬”

的反义词，它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收敛的力量。坚守这

种力量，会使自己处于一种貌似被动的地位，但是实际

上却是主动的地位。“卑弱以自持”意思是任何时候都

不要使自己很强势，即使是为了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也不能居功自傲。老子的“无为”思想与《淮南子》中

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即“清净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

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

自然，莫出与己。”[]这都指明了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

会，每个人都必须做到“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保持

心灵的那一份纯净，才能真正达到老子所说的：“旷兮

其若谷”（《道德经》第十五章）和“不欲以静，天下

将自正”（《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3 无为而治：治国安邦的根本准则

老子的“无为”思想具有普适性，是针对所有的人

和事提出的，尤其为统治者治国安邦提供了借鉴。在老

子看来，“无为”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和最理

想的状态。“无为而治”意味着国家安定、百姓安宁，

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准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

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

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道德经》第六十章）

其中，“烹小鲜”这一比喻不仅生动形象，而且蕴含着

深刻的治国方略，是对“无为而治”的生动描述。老子

指出，治理国家就应该采取与烹饪小鱼一样的烹饪方式，

不能用刀铲，更不能乱翻，而是应该按照国家的规律来

进行治理，即“无为而治”。因此，老子有“是以圣人

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德经》第六十

四章）的言论。老子以“治大国若烹小鲜”设喻，而后

提升到“道莅天下”的理论高度。短短七个字，既以浅

显易懂的例子引人深思，又完整地贯穿于他的“无为而

知”治国理念。在《道德经》中，老子用“太上，不知

有之”（《道德经》第十七章）来描述其“无为而治”

思想的最高境界，即让老百姓不知道国家统治者的存在。

也就是说，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让老百姓感觉到自

由和安逸，就像没有人在管他们一样。值得注意的是，

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完全放

任不管，而是要注意管理方式，把握时机，利用老百姓

中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就如同“烹小鲜”，是佐料、

时间以及火候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总之，对国家的治

理要像“烹小鲜”一样，放好佐料，把握火候，减少翻

动，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极好的效果。

3.2 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

德经》第四十九章）意思是圣人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

必须把百姓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这句话中的“圣人”

在老子看来是得“道”之人，是按照“道”治理国家之

人，即统治者。老子认为，统治者在做决策之前必须以

百姓的意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从自己的意志出发，

自以为是地去判断是非，限定百姓意志，即老子所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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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

第四章）同时，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这样的设问：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

能无知乎?”（《道德经》第十章）随后老子针对以上

问题做出回答，指出能做到舍己顺道、“无为而治”的

统治者有着深不可测的恩德。老子还夸大其词地说，只

要统治者放弃运用过多的智慧治理国家，老百姓受到的

好处就会立竿见影地显露出来，即“绝圣弃智，民利百

倍”。（《道德经》第十九章）老子为统治者提供了一

条“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无为而治”之道，按照这种

方式治理国家，定会事半功倍、化险为夷。

3.3 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三十七

章）意思是“道”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无所作为的，但实

际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它所成就的。倘若国家的统治者

可以遵守“道”这个法则，那么世间万物将会按照自然

的规律进行变化。除此之外，老子用简短的几个字描述

了不同治理形式下百姓的不同状态，即“其政闷闷，其

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第五十

八章）老子认为，当统治者所实行的政治貌似不清楚的

情况下，百姓是风俗淳朴的；相反，当统治者治理国家

明明白白的时候，百姓却往往疏懒，存有遗憾。这就意

味着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做到“无为”，才能使百姓达

到一种良好的状态。老子还把统治者分为以下几种不同

的档次，即“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

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

其中，档次最高的便是“无为而治”的统治者。他告诫

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不过多地干涉百姓，减少私欲，

使百姓“自化”“自正”“自富”“自朴”，（《道德

经》第五十七章）真正实现国家的善治。

综上所述，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中央集权背景

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治理观念，其意蕴丰富，影响深远。

一方面，老子的“无为”思想中所提及的“清净无

为”“以百姓之心为心”等观点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和

国家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另一方面，老子的“无为”

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虽然肯定了民间社会具有

自我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关注的重点主

要还是统治者“无为而治”的心态、“名正法备”的思

维,而很少去探究民间社会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同时,

其所谓“因民”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顺应、顺任,与现代

意义上的肯定公民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的要求,存在根

本的差别。[]因此，在当今社会探讨老子“无为”思想

的现实实践,必须要结合当前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发

展趋势,赋予其时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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