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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道家文化源流考 
◆周明珠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道家文化源远流长，源头可追溯到八千年前的伏羲。至五千

年前的黄帝时期，道家已经初具雏形。经过姜太公,管仲等人发
展，道家文化内涵愈加丰富。到老子庄子时期，道家已经发展成
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经由杨朱，鬼谷子等人，道家不断
发扬光大。 

伏羲是道家文化开山鼻祖。八卦一画开天，开启了华夏文明
的源头。八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伏羲所画八卦由数而起，因此
八卦是数字的源头；伏羲画八卦，炎帝神农结绳记事和仓颉造字，
是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的三个里程碑，因此八卦是我国最早的文
字活动。由于历史过于久远，我们无法得知伏羲所画八卦的图像
及具体位置，但是通过出土的一些陶符及甲骨文上的符号和数字
卦，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所包含的基本思想。“阴阳”是八卦的
主体思想，博大精深，可以涵盖万物。伏羲为道家认识事物提供
了有效的方法。“阴阳”代表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天地之初
就有“昼”与“夜”，“男”与“女”等天然的阴阳观念，伏羲根
据这些来推演八卦，实际上是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这种认
识方法贯穿在整个道家思想中，对道家的发展影响深远；伏羲首
创了道家的辩证法思想。阴阳揭示的是世间万事万物的对立性，
即事物的矛盾性。矛盾性即最初的辩证法思想，这种最初的辨证
思想体现了伏羲的世界观。道家沿着伏羲所发展勾勒出的基本方
向继续发展，所以伏羲是道家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 

中国人民习惯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将黄帝视为人文始祖。几
千年来，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道家首举“黄帝”
这面旗帜，因此这一功绩要归于道家。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三千年，
来到黄帝的时代。黄帝前半生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开疆扩土，整合
文明上。他统一了华夏部落，征服东夷，九黎族，为中华民族的
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后半生，他将精力放在悟道上面，最后
感悟到“道”的真谛，乘龙上天。托黄帝之名的著作较多，尽管
不是黄帝本人亲自著作，但是他们的思想与黄帝具有相同逻辑，
甚至大多受黄帝思想影响较大。例如《黄帝四经》的第一句是“道
生法”，所谓“道生法”的含义与《道德经》中道生万物具有异
曲同工之妙。可见，黄帝承接伏羲，并且为老子的一些思想提供
了借鉴。 

有姜太公才有周朝八百年江山，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作为道家的承接者，他们将精力更多的放在政治方面，
立下不世之功。因此，他们的贡献主要是丰富了道家治国理政思
想。   

老子当之无愧是道家思想的创始者与集大成者。老子曾任东
周管理图书的史官，学识广博，孔子曾问礼与老子。老子倒骑青
牛出函谷关时，守关的尹喜请求老子给他写点东西，并且以此作
为出关的条件。老子洋洋洒洒留下五千字，这才有后世所看到的
《道德经》。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即《道经》和《德经》，虽然只
有五千字，却包含着修身，处事，军事，治国理政以及辩证法等
丰富的思想。《道德经》成书可以看作道家正式形成的标志。《道
德经》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形而上的“道”，
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观，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辩证思维。“道”
本指人走的路，老子将其抽象化，赋予其形而上本原与本体的含
义。在《道德经》中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宇宙万物的最初本源；
二是指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的规律；三是指人类社会的准
则。老子所说的道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存在，道虽无形却存
在于事物之中。老子对道的论述不是为了探讨宇宙的本源，而是
为探讨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哲学基础，最终落脚是放在人类社会；
老子根据道的无为推出政治的无为而治。道的本性就是无为，统
治者如果也能按照能够效法，那么人民也能自化。因此老子提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以及“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无为
思想。老子的无为不是放任自流，其核心的是“无不为”，是遵
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去做事；在无为的基础上，老子提出“小国寡
民”的政治理想。小国寡民对现在来说有愚昧的一方面，但是对
于当时战乱不断春秋战国时代，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案；《道德

经》中体现的辩证思维是我国古代哲学辩证思维的源头。老子认
为万事万物都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事物会向其对立方面转
化。不难看出，老子的辩证思维是在吸收伏羲的阴阳思维的基础
上创新发展而来的。 

除《道德经》之外，道家的另外一部著作便是《庄子》，庄
子既是道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道家文化的创新者。庄子是诸
子百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庄子生
活清贫却淡泊名利，不慕权贵，拒绝出世。《庄子》的思想归纳
起来有五点：“道”论，逍遥论，齐物论，无为论，生死论。庄
子的思想与老子相比，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道”论是庄
子思想的核心，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本原论，也认为道产生了世间
万物。庄子认为道也是万物存在的依据，依照道，事物才能发展。
另外，庄子将老子的虚幻的道发展为更接地气的道。东郭子问庄
子道存在什么地方，庄子回答，存在与骷髅和蚂蚁中，存在于杂
草中，存在于砖瓦中，存在于屎尿中。由此可见，庄子把道放在
卑下的事物中就是为了说明道无处不在；庄子的逍遥是不为功名
利禄所累，心意闲散，无拘无束的意思。庄子的逍遥不是肉体的
自由，而是精神，心灵的自由翱翔。这种逍遥需要无己，无功，
无名才能达到； 庄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身没有
是非对错，是因为人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才有了是非对错的争
论。庄子的齐物论提倡站在道的角度看待事物，事物就是平等齐
一的，没有是非对错善恶美丑。齐物论是一种方法论，只有世人
消除”自我的偏见“，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有了这种观念，事物便不再与人类对立，人与万物也能达到
和谐的状态。无为论，庄子继承老子的基本思想，崇尚事物的自
然状态，反对人为干涉；在生死问题上，儒家避而不谈，而庄子
对待生死最为洒脱。庄子认为生死是一种”命“。”命“表示不
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生死如同白昼与黑夜，人们无法干预。
庄子认为生与死都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阶段，完整的生命不仅包括
生还包括死。另外庄子认为死后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惧，可
能是另外的一种欢乐景象，没有君臣，没有四季的更替的等。庄
子对待生死非常理性，正是如此，他的妻子死后他能击缶而歌。 

杨朱，鬼谷子是道家文化的优秀的传承者。杨朱主张“贵己
“，”贵生“，有”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在战国时，有”天
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可见影响深远。鬼谷子是战国时
期的显赫人物，道家的代表人物，兵家的集大成者。 

道家文化发源于伏羲，黄帝，后经过姜太公，管仲，到老子
庄子发展成熟，杨朱，鬼谷子等人进一步深入传播了道家思想。
《道德经》注重政治哲学，《庄子》注重人的心灵与精神提升，
道家文化既有差异又一脉相承。无数 先哲呕心沥血，薪火相传，
才有道家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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