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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祖老子继承并创新了神州大地源远流长

的中华道文化，并与中华民族其他先贤一起奠定

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基因。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道家文化及其经典《道

德经》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道德经》的思想

及其经典辞句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家文化及《道德经》

是中华文化根脉所系，他们既是属于中国的，也

是属于世界的。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天下有道

是天下人的幸福，天下无道是天下人的灾难。对

于体现东方哲学智慧、维系中国文化共识的道文

化，作为新时代的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也有

义务把道家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使之发扬光大。

厦门大学老子道学传播与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基于弘扬中华道文化这份初心，

与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江西宜春崇道宫携手，

联合和团结海内外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老子

思想的同道，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

精神，共同履践老子精神，努力尊道贵德，为而

不争！大家以《道德经》和道文化为媒，坚持“中

华文化立场”，秉承对话与合作精神，积极推动

《道德经》文化传播，努力促进中华道文化落实

到各省市、各地区乃至各行各业中，努力促进道

家文化对外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推动中华道

文化广泛传播的积极努力，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

力奉上绵薄之力，也希望把中华道文化打造成为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一张烫金的名片。

为了实现这份初心，我们以打造华夏老学

研究会、《中华老学》集刊、“《道德经》文化

及应用博士学术论坛”以及中华老学丛书“四位

一体”工作为抓手，积极努力，不断扩大中华道

文化的传播范围。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持续努力，

久久为功，最终心至功成，实现梦想。

在此背景下，我荣幸地获邀在《广西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主持“新时代中华老学研究”专

栏。该专栏的面世标志着我们又开辟了一处弘扬

《道德经》文化的新阵地。让我感佩的是，当我

把开辟专栏的想法告诉著名学者詹石窗教授并向

他约稿的时候，他很高兴，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

稿，并及时将新作《老子“虚中妙用”思想考论》

一文发给我了。詹教授的这篇文章以小观大，围

绕《道德经》第十一章来阐发老子思想的要义。

该文条分缕析第十一章的句子，看似简单，但文

章在旁征博引宋常星、邓锜等研究老学的大家的

观点的同时，又结合《尚书》等中华传统文化经

典，并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将《道德经》

中看似简单的一章做了深入浅出地阐释，展现出

一位老学研究前辈深厚的学术功力。

我与陈瑞博士合著的《民国时期〈老子研

究与政治〉的时代意蕴与思想特色》一文考察了

《老子研究与政治》一书在特殊时期的研老特色，

并以此管窥当时学者如何利用老学资源来表达自

己对时局的思考。该书阐发了老学的政治教化功

能，借研习老子思想的机会表达了作者希冀中华

民族复兴的良好心愿，相信中国能够攻坚克难，

迎来民族独立的曙光。

主持人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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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博士的《如何存在——老子学说对意

义之道的构建》一文极富哲学思辨色彩，作者认

为老子学说从存在的根基、目的、价值、状态等

四个维度构建了整全的意义世界。作者指出，在

老子的思想境界中，道是人确立价值的依据，人

由道所生，人的价值离不开人与道的关系。“同

于道”是人存在于世的根基，有道则诗意，无道

而危殆。而“成为圣人”则是存在的目的，这是

因为只有圣人才能够深切地把握自己，并与道合

真。而“素朴”是存在的价值。素朴是对圣人“质”

的规定性，也可以说是圣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而

“虚静”是存在的状态，虚静之时，主体才能真

实地把握自我，才能不干扰自我与道的内在的相

通关系，因此，虚静也是一种通向道的状态与方

法。该文见解独特，意味深长，值得细细品读。

耿晓辉博士的《〈老子〉的“尚水”情结

及其文学思想价值》一文关注《道德经》中的“尚

水”思想。作者赞同《道德经》是一部哲理诗，

进而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来挖掘老子“尚水”特质

的文学气质，把握“水”这一象征物背后的深刻

思想意蕴，挖掘出老子对“水”崇拜的继承与发

扬，使“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作者认为老子以谷、水、谷神等形象建构了典型

的文学文本，体现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最后

作者认为，老子建构了一套象征主义的理论，使

人们能以“通感”的方式把握深邃的道论。

陈辰老师的《老子“寡欲”理念及其借鉴

价值》一文挺有新意，认为老子“寡欲”理念是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剖

析“寡欲”的基本含义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以及人与自我身心关系中要做到“寡欲”，

而要做到“寡欲”就得坚持“少私”“自知” “知

足” “不争”四个基本要求。文章指出了实现“寡

欲”的基本路径，即自我修养方面要做到“抱朴

守静”，社会治理方面要努力“谦下贵柔”，在

自然界方面要发扬“利而不害”的精神。如此，

我们就能够领悟到老子“寡欲”思想所具有的深

刻的当代意义，有助于我们处理好各方关系，建

设生态文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期栏目的各位作者或从章句出发，或挖

掘历史，或发起哲学追问，或探究心性，或从文

学入手，虽然角度各有侧重，但都向读者打开了

一扇扇通向《道德经》意义世界的窗户，让我们

能够体悟到《道德经》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而

这正是我们开辟本专栏的“初心”。相信有了读

者的关注，有了作者的努力，也有主持人与编辑

的辛苦付出，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体道，悟道，进

而证道，得道，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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