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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

指出，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位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古老

文明同时各自独立地发生了一场以人文主义为根本特征

的“轴心突破”，先哲突破原始宗教的束缚，实现了人类

对自身的觉醒，并意识到自身的限度而指向对超越精神

的探求。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以孔子、老子以及诸子

百家为代表。在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家所开创的人文主

义精神从未断裂，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特质。从

这一特质出发，关注现世、关注人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以老子为代表

的道家哲学一向被认为是超越哲学的代表，老子追求不

可言说之“道”，但实际上，老子哲学对人与人世有着深

刻洞察，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特征。老子“柔弱静下”

的主张就是这一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

将从老子“柔弱静下”的主张出发，认为这是老子为人

们提供的一个极具启发的处世观，这一处世观能够从老

子“道”的哲学中寻找到其哲学依据。

一、“柔弱静下”的基本内涵

柔、弱、静、下是常见的概念，但老子将其变成重

要的哲学范畴。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倾

向于选择积极的、进取的、争强的态度来参与人际关系

活动。但老子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与进取、争强相

反，老子提倡柔弱、守静、处下。但老子发挥了这一组

概念自身的辩证属性，即其自身所蕴涵的与之相对的另

一端：刚、强、动、上。

1. 柔弱胜刚强

“柔 ”，《说 文 解 字 》 谓：“木 曲 直 也。《洪 范 》 曰：

‘木曰曲直。’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考工记》

多言揉。”柔即与“刚”相对，表达一种质地上的柔软，

从而具有外形上的可塑性。“弱”，《说文解字》谓：“桡

也。桡者曲木也，引伸为凡曲之偁。直者多强，曲者多

弱。”“弱”的本义亦与曲木有关，与“强”相对。老子

赞同柔弱的价值，《老子》第三十六章直接指出“柔弱胜

刚强”。水具有至柔弱的性质，“天下莫柔弱于水”，但老

子对水的评价极高，《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滋养万物

而不争功，始终处于众人所厌恶的卑下地位，并不固执

自身之形状特性。

柔弱蕴涵刚强的力量。老子曰：“守柔曰强。”“天下

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

子又回到水的意象，世间没有东西比水更柔弱，但冲击

坚强的东西却没有能胜过它的，这是因为水之柔弱无可

替代。而柔弱之所以拥有战胜坚强的力量，就在于“天

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

为之有益”，所谓“无有”就是无形的力量，至柔的无形

力量能够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这就是无为的力量。

柔弱才能持久与保全。刘向《说苑》记载老子与其

师常摐（商容）的对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存疑，其中

舌齿强弱的比喻，却形象地体现出老子对柔弱的认可。

《说苑·敬慎》：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

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乎？”常摐曰：“子虽

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

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

摐 曰：“嘻， 是 已。” 常 摐 曰：“过 乔 木 而 趋， 子 知 之

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摐曰：

“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

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

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

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

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舌、齿强弱如斯，但经年累月以后，舌存齿亡，柔

弱者得到了更持久的保存。同样的故事后来被安在老子

论老子的“柔弱静下”处世观及其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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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子向来被视为一个出世哲人，但《道德经》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柔弱静下”的处世哲学。“柔弱静

下”处世观是指贵柔弱、守静、处下的处世态度，其背后包含一个“正极若反”的动态过程，即指柔胜刚、弱胜强、

静制动、下居上。应用在处世上，就是刚强不若柔弱，显智不如藏锋；躁动不若守静，冒进不如坚忍；居上不若处

下，威严不若礼待。这一处世观以老子“道”的哲学为依据，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视角来看，柔弱静下处世观

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是“无”与“道”；形式因是“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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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身上，同样是想要说明老子对柔弱才能持久理念

的认可。

2. 静制动：清静为天下正

“静”一般与“动”相对，在《老子》中，“静”则

与“躁”相对，第四十五章：“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

天下正。”“躁”即为动。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动具有绝

对性，而静则只具有相对性。而老子则认为对于人而言，

“静”具有远远高于“动”或“躁”的价值。《老子》第

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

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

常，知常曰明。”虚、静形容“心境原本是空明宁静的状

态，只因私欲的活动与外界的扰动，而使得心灵蔽塞不

安，所以必须时时做致虚、守静的工夫，以恢复心灵的

清明”，“作”有“生”之意，万物之生，由静而动，《周

易》复卦即为“一阳初动”，故为观复，老子认为万物之

本根为静。儒家经典《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

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的本根之处是静，

而动是由于对外物有所感而生发，学者认为这一思想与

老子可能有思想上的渊源。老子要求复归于静，静才是

恢复万物之性的本来状态。

3. 下居上：江海而为百谷王

从水的意向可以引出“下”的概念，“上下”是一对

常见范畴，老子颠倒了通常对上下的价值判断，善于处

下位，正是水的特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正是因为水善于处下故而最

终成为百谷之王。

老子柔弱静下的主张与《周易·谦卦》可能具有

思 想 上 的 联 系。《周 易·谦 卦 》 象 词 曰：“地 中 有 山，

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谦卦艮下坤上，从

卦象上看，艮为山、坤为地，故为“地中有山”，《周易

集解》引东汉经学家郑玄《周易》注谓：“艮为山，坤

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

象。……谦者，自贬损以下人，为艮之坚固，坤之厚顺，

乃能终之。”郑玄对谦卦的解读完成从天道、地道向人

道的扩展，高山处于地下，对于人道来说，就是在高位

者能够屈尊于在下位者，为人处世能够处高谦下，即为

“谦谦君子”。

二、“柔弱静下”处世观的应用

所谓“处世观”，狭义上是指人在日常生活、人事往

来、社会关系中所秉持的观念，在广义上包括个人、集

体、群体、民族、国家等主体参与社会活动所秉持的指

导理念。不同的处世观将影响主体的行为选择，并带来

不同的行为后果，进而形成不同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

本节将从《老子》文本出发，阐明老子如何将其思想主

张应用于人事，从而形成一个“柔弱静下”的处世观。

1. 刚强不若柔弱，显智不如藏锋

老子善以天道与自然万物推类人道人事，他欣赏水

之柔弱与战胜刚强的力量，人们应当将此价值应用于人

世。

那么，柔弱如何战胜刚强？老子认为，要回到事物

的对立面，以辩证的态度看待问题。《老子》第三十六

章：“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

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

弱胜刚强。”老子告诉人们，如果要使某一事物收缩，就

要想办法使之先张开；如果要使某一事物衰弱，就要想

办法使之先强大；如果想要使某一事物倒下，就要先想

办法使之高高在上；如果想要夺取，就要先舍出去一些。

老子通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诸多事物的张歙、强弱、

兴废、予取四组相对的动态转换规律，揭示了某一事物

的两种相反状态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的哲理，即所

谓常态下的坏事可能会变成好事，正所谓机在危中，反

之亦然。在第二十二章，老子同样揭示了柔弱刚强之间

对立转化的道理。“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少则得，多则惑。”一般认为，曲、枉、洼、敝、少是消

极的，而多则是积极的，但老子从转化的角度认为，“曲

全、枉直、洼盈、蔽新、少得”是一致的，而“多”也

可能导致一个负面的“惑”，从而在人世中，一个人要能

受委屈、懂迂回、担曲折才有可能达成顾全大局的目的；

适度的弯曲会有利于下一步的伸直，及于人道则是引导

人们要会柔软处世；处于低处的反而容易从外界得到所

需以充盈自身；事物的破旧衰败现状对下一步的开创新

局面会有相当助益；表现谦逊，索取甚少的人最后往往

能得到更多，而凡事都喜欢多占多贪的人则有可能引起

别人的疑惑从而无法达成目的，或者在众多选择的困惑

中迷失初衷方向。

由于柔弱刚强之间的辩证转化，因此人们需要守

柔弱。在《老子》第二十八章中，老子用三个比喻阐明

了守柔弱将达到的效果，知雄守雌而为天下溪，知白守

黑而为天下式，知荣守辱而为天下谷，一个人虽然知道

刚强雄伟的真义，却能坚守柔顺、雌弱姿态；一个人虽

然知识渊博有才智，却能很谦虚地表现得好像自己很平

凡，没有什么学识的样子；一个人虽然获得了了不起的

荣耀荣誉，却低调得好像自己是受了屈辱一样。一个知

雄守雌的人就能像处于低处的溪流可以吸引附近水流汇

聚一样吸引人才聚集身边；一个知白守黑的人可以身教

于身边人，成为众人仿效的榜样；一个知荣守辱的人能

如天地间最为宽广的山谷一般可容万物生灵。老子进一

步以有生命的人与草木来作比喻，“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兵。强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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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柔弱处上。”人出生时骨弱筋柔的状态是一生中最柔

软最富有弹性的时期，而当一个人趋近死亡之时则会逐

渐变得僵化坚硬。万物草木亦是生机勃勃时形态柔软脆

弱，肃杀凋落时形容枯槁。因此，坚强的事物往往会招

致衰亡的结局，而柔弱才是世间事物的生存之道。

柔弱也需要勇气，勇于柔弱则可以得到保全，“勇于

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更赋

予刚强、勇敢以更高的价值，用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和

意志坚强，不惧怕困难或不屈服于恶势力。老子从结果

的角度指出“刚则易折”的道理。懂得温和谦弱，行事

留余地，办事有弹性，懂迂回之道，才能“活”，“活”

可以理解为畅达，而非单纯的“活着”。这里的勇包含

“敢”和“不敢”两个方面。两个都是勇，一个勇于有

所为，勇于刚强显锋；一个是勇于有所不为，勇于守柔

示弱，“不敢”也即“藏”，即“藏”锋，运用柔顺、有

弹性、迂回的处世技巧，以达到活、强、久的目的。刚

强于外未必真勇，柔弱于外未必真懦。

然而，老子也认识到，知柔弱之胜易，行之为难。

《老子》第七十八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

知，莫能行。”这也是老子面对现实人性时的无奈。

2. 躁动不若守静，冒进不如坚忍

老子主张守静，认为躁动比不上守静。冒进是指

在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不具备的时候，行为主体未经

思考、过早或者过快地采取不当行动或措施，而坚忍则

指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坚毅、韧性、忍耐的特质。冒进者

往往躁动，而坚忍者持守静。老子要求“致虚极，守静

笃”，立身处世，内心应当虚静空灵，不受外物干扰，

从而心思澄明地思考，厘清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孰

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谁能在动荡中

安静下来而慢慢地澄清？谁能在事物安定时静静等待其

变动起来产生生机变化？唯有有道之士为能。在这里，

老子教导人们在形势混乱繁杂无序时保持安静，等待事

物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能泰然自若，安然静待事物

的变化。

老子“虚静”的思想在后来的思想家处得到了发展。

庄子从人生精神境界的层面发展了虚静观念。《庄子·天

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只有

去除世俗之智与欲，才能达到“纯粹而不杂”的精神境

界，而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而儒家荀子则从认识论的

层面发展了虚静观念。《荀子·解蔽》：“人何以知道？

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

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

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心

只有虚静澄明，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从而达到智慧上

的“大清明”。法家韩非子则从政治的角度发展了虚静观

念。《韩非子·扬权》：“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

彼自以之。”“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君主做到虚静无为，从而能够管理好其臣民。老子的虚

静观念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思想家在人生境界、认识论、

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发展，说明这一概念具有能够切中人

世诸多面向的问题。

对于个人而言，“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个人如

果太过急躁，不重视进修德业，培养沉稳持重的品格，

就失去了做人立身处世的基本修养和自控力。轻浮急躁

的人总愿意把自己的本事夸示于人，从而根基不牢。因

此，躁动应当受到虚静的约束管制。

在战争中，守静对于赢得胜利同样重要，老子指出：

“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于战场杀伐的优秀将

领，需有冷静思考、不急躁易怒的职业修养，因为易怒

情绪可能会被对手利用，从而影响自己对战场整体形势

的判断和决策；面对善于克敌制胜的对手时，不与之正

面交锋缠斗，要静思伐谋之策，以坚忍守静制动，使自

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徐图以逸待劳。

3. 居上不若处下，威严不若礼待

前文提到，老子认为由至柔至弱的水所构成的江海，

之所以能够成为百谷之王，就在于其善于处下的特质，

从而实现了上下位置的翻转，下是上的根基，居上不如

处下。上下的辩证关系尤其应用于国家政治中。

在传统政治中，君主往往处于权力地位的顶端。真

正的圣人作为君主，就会从江海得到启示，处上位而下

民：“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

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

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

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

以处下位的谦逊心态来治理国家，百姓才会拥戴他，那

么他的统治也才会稳固。这种谦逊通过统治者自称之名

就有所呈现，“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

称孤、寡、不榖。”统治者自称“孤、寡、不榖”，从称

呼上将自己置于下位，谦逊地表达出依靠臣民而有位的

态度，如此并未减损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威严，而是提升

其在官员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威望。老子甚至认为，统治

者应当主动自我贬损，《老子》第七十八章：“受国之垢，

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理想君主应当承

担国家之灾祸、不吉，看似有所损害，但依据福祸辩证

转换的道理，对事物的有意损害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增益

帮助效果，而对事物着意的帮助增益亦有可能得到无意

的损害结果。

“善用人者为之下”，也就是说善于用人的上位者，

对周围人尤其是与之有对应关系的下位者要能谦下礼待，

处于上位的君主应当以处下位的心态，礼遇其所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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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如果自恃上位而不可一世，那么其地位不可能稳

固。

在老子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同样需要以处

下的心态。国之实力有大小，切不可以大国之心态倨傲

欺凌小国，而应该像江海那样居于“下流”。“牝常以静

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

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

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

宜为下。”雌柔常常以其静定而胜于雄强，就是因为她

们能够静定，又能够处下。对于居优势地位的大国而言，

如果它对小国谦下礼让，那么就能够汇聚小国；对于处

弱势的小国来说，如果它对大国谦下礼让，那么就可能

见容于大国，从而能够得到保全。如此，双方都以谦下

的姿态各获所需，可得到双赢的结果。

三、“柔弱静下”处世观的哲学依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有四种原

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依据现代新儒

家牟宗三的理解，亚氏四因说有静态的分析与动态的分

析两种。从静态分析而言，就是形式因与质料因两面，

质料是其潜能，形式是其实现，以粉笔为例，粉笔是一

个组合物，里面有材料，有形式，从而构成一个现实的

粉笔。从动态而言，在形式与质料的基础上，加上动力

因与目的因，构成一个发展、一个形成的过程。在这四

因中，质料因是质的一面，而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

同属于理的一面。下面本节将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为视

角，依据牟宗三的理解，考察老子“柔弱静下”的处世

观如何以老子“道”的哲学为依据而展开。“柔弱静下”

处世观主要与牟宗三所谓理的一面的三个原则相关，而

与质料因关系较少，因此笔者也主要从形式因、动力因

与目的因出发来考察。

牟宗三认为，在道家哲学中，首先显现的不是形式

因与质料因，而是动力因与目的因。动力因是向前看，

目的因是向后看。道家一切有的最初源头是道，也是无，

“无名天地之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由此

牟宗三认为道家呈现出一个消极否定的形态的动力因。

对于老子而言，万物之最终目的也是道与无，在《老

子》第二十八章中，老子三次指出“复归于婴儿”、“复

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婴儿与朴都是宇宙终极、道体

之全的状态，这个状态亦即“无”。从而，道与无是道家

哲学共同的动力因与目的因。

从“无”出发，必然推出“柔弱胜刚强”的价值选

择，“无”使得辩证转化得以可能。老子指出“反者道之

动”，道的运转就是推向其对立面。老子自己对此有一个

精妙的表达：“正言若反”。“反”就是否定，就是无。陈

鼓应注谓“正确的话听来却像反面的话”，学者从老子语

言关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老子这一表达，认为“面对无

规定性的绝对之道与万物的起源问题，具有规定性的语

言概念无法揭示其真相的逻辑困境，老子提出了‘正言

若反’的认识主张，即对肯定的东西通过否定的方式表

达，终于合理地摆脱了难以逾越的语言鸿沟，实现了认

识的突破”。所谓“若”，是柔弱静下的表象，通过道与

无的作用，突破这一表象，将抵达背后所蕴涵的强大力

量，从而实现柔胜刚、弱胜强、静制动、下居上的位势

转换。

形式因构成事物的现实性，使“柔弱静下”处世观

得以具有现实性的形式因就是无我。《老子》第二十二

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自我表现，反

而能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彰显；不自我夸耀，反

而能见功；不自我矜恃，反而能长久。正因为不与人争，

所以天下没有人和他争。在这里，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

状态之所以得以实现，其关键就是主体自我的消失。主

体消失，则达到像水一样，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

之至坚”，从而以“无有入无间”的境界中。

老子的人文主义，是以取消主体而实现的，也因此

使得其“柔弱静下”主张所构成的处世观成为中国文化

的重要特质与中国人精神的重要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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