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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子的道德哲学与传统道德哲学存在着差异，“自然”思想在老子的道德哲学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而且老子的“自然”内涵丰富，其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对国家治理和个人修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子的“自然”一词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自然这么简单，由于“自然”一词内涵丰富，因此要想

理解老子的哲学思想需要先对“自然”进行把握。“自然”一词在《道德经》中出现了五次，它的每一

次出现都有不同的含义与主体。老子的“自然”思想是其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对现代国家的治理和

人们之间的相处起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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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Laozi’s moral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moral philosophy. The 
thought of “natur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Laozi’s moral philosophy, and Laozi’s “na-
ture” is rich in connotation. His thought of learning from nature and doing nothing by natur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ersonal cultivation. Laozi’s word “nature” is not as 
simple as the nature we understand now. Because the word “nature” has rich connot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nature” fir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Laoz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word 
“nature” appears five times in Tao Te Ching, and each occurrence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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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s. Laozi’s “nature”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hought in his moral philosophy, which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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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子道德哲学与孔子道德哲学的异同 

老子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道家哲学的思想核心是“道”，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围绕着“道”展

开。老子的道德哲学是由其宇宙论衍生出来的，因为一个哲学体系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高

悬于空中楼阁。老子的道德哲学与孔子的道德哲学虽然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种

种差异。老子的道德哲学不仅在古代发挥其作用，在如今也有其借鉴价值。 

1.1. 孔子的道德哲学 

孔子的道德哲学即孔子提出的以仁义为本，孔子强调一种仁义观，他将仁作为道德的基本标准。“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表明了孔子的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个道德标注，我们要善待他人。孔子所

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种君子社会，他希望大家能修身成为君子，“仁，是赋予人成己为君子的第一要素”

[1]。因此孔子重视仁，仁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境界，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实践过程中“仁”

成为了种种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仁者爱人就要求大家有一种奉献精神，仁者要去帮助别人、体恤别人、

关心别人，仁者就要有一种大爱。孔子也十分重视“礼”，在强调每个人心中要有大爱之外他还将仁义

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但也强调礼的约束力，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每个人都需要遵守的，具有强制性。 

1.2. 老子的道德哲学 

老子对于传统道德哲学持有一种批判态度，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

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2]。老子认为仁义、孝慈、忠臣等道德观念的出现并不代表社会得到

了进步，相反，这是一种道德退步的表现。老子的道德哲学强调一种自然无为，就老子自身而言，他关

注的焦点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大自然的存在基本在他的视野之外。自然在老子的道德哲学中占有重

要位置，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莫之命而常自然、恒使万物自己而然，

这些都是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句句都是在推崇人类“自然”地存在。在老子的思想中“自然”指的就

是“自己如此”，即世间万物的产生、存在、运动、变化等一切活动都是不受他物的干扰。因此他的道

德哲学强调一种自然与无为，不像孔子的道德哲学强调人要去过多干预。 

1.3. 两种道德哲学的异同 

首先，在为人处事上两种道德观存在不同。在老子的道德哲学中他强调顺应自然，而孔子则强调事

在人为，主张要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道法自然”

是自因的“道”之自然，这里“自然”的主体是“道”，他在这讲明了作为世界根源的道也是依自然而

运行的。道既是万物化生的总根源，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据，道的运行发展也是遵行自己的规律。这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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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用“自然”表明了“道”是自生、自成、自存、自在、自动、自化的，“道”乃“自然”。老子认为

作为终极存在的“道”是存在于天地之前的，它的生成与运行都不受他物的干扰。在春秋末“天命决定

论”盛行的背景下，“道法自然”命题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老子强调依据万物的自然去为人处

事，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孔子在其道德哲学中强调为仁由己而不是老子的顺其自然，孔子重视人

的主观能动性，在处理亲属关系、人际关系时要按照仁的标准去做，在日常生活中孔子“都是在随处指

点‘为仁’中阐发出来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3]。 
其次，在国家治理上两种道德观存在不同。对于国家治理老子也强调顺应自然，辅万物之自然是自

在的“万物”之自然，在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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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自然”的主体是“万物”，“道”让万物随

自身的本性发展，自生自灭，人不要去干预万物的生长。譬如说，牛马生下来就有四只脚，它在露天吃

野草饮泉水，在森林原野自由自在奔跑游荡，这就是自然；而人类用辔头套在马头上，用缰绳穿过牛鼻

孔，又在马脚底钉上铁蹄子，用马厩或牛栏把它们圈起来，这就是人为，人为也就违反破坏了“自然”。

希言自然是无为的“圣人”之自然，这里“自然”的主体是“圣人”，老子提议圣人应该无为。百姓皆

谓我自然是自为的“百姓”之自然。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中提到：“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

谓我自然。”这里“自然”的主体是“百姓”，在国家的治理中老子对言不太赞成，主张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莫之命而常自然”，则是道之玄德“恒使万物自己而然”的“自然”。老子认为要顺应

万物的自然，过多的人为干预是不利于事物生长和社会运行的，而孔子则强调用“礼”去规范和约束百

姓，他创立了一套内圣外王的学说去治理国家，强调人要修身即改变自己的陋习让自己成为圣人，从而

用礼教去治理国家。 
最后，两种道德哲学有其相同之处。老子的道德哲学与孔子的道德哲学都是根据社会现实提出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使得民不聊生，两种道德哲学的提出都是为了让百姓生活

得更好，让国家治理变得更好。老子强调顺应自然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去争抢、不要发生战争，孔子则认

为周礼是国家治理的典范，人们要将仁作为修身目标的同时也要用礼约束自己，要知礼仪，由此可见两

种道德哲学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 

2. 老子道德哲学的基本内容 

2.1. 道法自然 

“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老子哲学的基础。“自然”就是道的本性，自然就是“自己而然”、

就是自其然而然。老子的“道法自然”表明了道化生了万物而不做主宰，因此万物各尽得其所。“道”是

独立不待、自本自根的，“道”不效仿其他的法，因为万物都是以道为法的。“道”是不可名状的，它处

于一个自然的状态之中，万物之所以能自然是因为“道”是自然的，它无欲无求，因此它也就无意去占有

和主宰万物，万物在道的“玄德”庇荫下能够顺其自然。万物之自然是本来如此的自然，是本性的自然，

道和德是万物的本来如此。万物的生存与发展应遵循道德本性，在老子的思想中他将“道”放在了很高的

位置，道本身就是自然的，万物的本性也是自然的，万物应遵循自然的本性生存。“自然”就是一种不受

干预的原生状态。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自然”一词出现了五次，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

百姓皆谓我自然、莫之命而常自然、恒使万物自己而然，道法自然是老子的重要思想。 

2.2. 自然无为 

自然与无为是相关联的，老子认为自然与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自然”就是要依照万物的自然不

去干扰万物，“无为”则是强调人们不要妄为。老子构思了一个顺应“自然”的道的世界，他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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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人类社会一个根据。就像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老子反对“有为”，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

《道德经》第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正是强调圣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无为而治，顺应“百姓”

之自然。在这里天地和圣人似乎看起来无情无义，不像西方的上帝那样充满了爱，但我们所认为的那种

爱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爱，我们的爱仅仅是相对于某个人来说的，而天地与圣人的爱是对万物的爱，他对

我们万物爱的表现就是让我们顺从自己的本性自然而然，而不是处于某种动机来干预我们。因此圣人要

“无为而治”，无需过多干预百姓的生活，但当人们“有为”时，应该让其矫正，让其回归于“自然”。

其实当一个国家开始颁布各种法律禁止、限制百姓的活动时，这个国家也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了，因为这

个国家的百姓不再顺应“自然”，而受制于种种“人为”。初汉和初唐时期的统治者就运用了老子的无

为而治治理国家，以“无为”求其无不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自然”这一概念其实是人与万物

所共有的一个概念，“无为”则是人类所独有的概念，“无为”是人们抵达“自然”、恢复“自然”的

便捷途径，老子希望人们能够通过“无为”的方式以达“自然”的状态。因此，老子既讲自然也讲无为，

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观念。 

2.3. 致虚守静 

老子提出的致虚守静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达到自然无为状态的途径，柔弱不争就是一种实践方式。

老子的“无为”体现在人应该不停留于我执，自我执着会让人们陷入一种盲目、焦虑、不自然的生活状

态，就像佛教就要人们放下我执，只有放下才能获得真正的、本质性的东西，我执可能会让人走入歧途。

因此老子认为在修身治国的过程中要依据道，要让内心清净下来没有外物的干扰才能与道合一，老子认

为致虚和守静是个人通达道的必要前提。一个人要想保持内心的不受干扰就需要正确认识老子的道法自

然思想，不要总想着去干预其他事物。 

3. 老子道德哲学的当代价值 

老子的道德哲学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在老子看来在人世间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斗争导致了道的

背离，遵循自然才能让大道显现，老子自然无为的道德思想在当代社会仍有其价值。 
第一，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指导。马克思说过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也是一门学问。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人与人处于竞争当中，老子“贵柔守雌”、

“柔弱胜刚强”的道理提倡人们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保持谦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要为了一时

之争和一时的得失与他人斤斤计较，在竞争中要保持谦逊完善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我们要

知道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想法，而七情六欲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们会去执着的追

求某种东西，就像有些人会执着于追求金钱、财富与名誉。但在他追求的过程中他可能会不折手段，用

尽各种方法，甚至于阻碍他人发展以谋求个人发展等，这些都是人的“有为”，人的“有为”就意味着

人不能顺应“自然”。就像我们曾经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去破坏大自然，破坏森林植被、污染河流、排

放废气污染空气，这些人的“有为”使得大自然被破坏时自己的生活环境也受到了破坏，人的“有为”

带来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好的。淡泊名利是老子认为人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因为过度去追求名利会

导致自己迷失本心从而失去自己，每个人要做到致虚守静才能保持初心。 
第二，为国家治理提供指导。老子提出了道家治国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以正治国，以奇

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强调治国理政要依顺“正道”，而这“正道”指的是道家的顺其自然的原则，

对管理对象不作过多干预；第二个原则是强调用兵不能仅仅满足于实力，还要能“出奇制胜”，兵法云：

“兵者，诡道也。”用兵需要以智谋取胜；第三个原则阐明了道家治理天下的基本谋略，即要治理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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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必须坚持“无为而治”，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老子批判传统道德哲学礼教对

于百姓的约束，它过度干扰百姓的生活。老子的“自然”思想中蕴含的“自然无为”思想并不是让人们

无所作为，而是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因此无为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让人们什么都不去做。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既是无为又是无不为的，道化生了万物说明它无

不为，而道又不去干预万物就说明了道的无为。老子的“自然”对国家治理和个人修身有重要意义。在

古代，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就被实践过了，西汉初年，由于暴秦之后，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当时的

统治者顺应历史要求，以黄老清静之术治理天下，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无为而治取得

了很好的成效。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国家应该顺应客观规

律、顺从人民的民意进行治理，多听听民众的声音，而不是肆意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的是人们彼

此之间的相互尊重，不要过多的去干预他人，人们之间才能够友好相处。 

4. 结语 

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我们也需要追求一种“无为”的状态，现代社会生活十分的丰富多彩，身

边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诱惑，这就需要人们认清事物的本质，不要执着于这些事物。在新时代，我们需

要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不让自己陷入低俗文化之中，不让自己沉溺于幻想之中。人的生命应该是向

上的，这是人的自然状态，当人往下走时就是不自然的，因此人应该顺应自然去提升自己，做一个积极

向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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