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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河上公章句 的情欲论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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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老子河上公注 以养生长寿为目的, 立足于精气神并重的整体生命观, 从精神活动的虚静与烦乱、中

正与偏颇、内向与外向等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情欲对人精神的完整性的破坏, 主张除情去欲, 并提出了以大道制御

情欲的情欲调节思想方法, 形成了系统的情欲论思想。这些思想对后世道教心性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刘恒, 1968 年生, 山东滨州职业学院教师, 厦门大学中国哲学博士。

主题词: 情欲论 道教 河上公 老子

在中国心理学史中, 情与欲的心理思想是一对重要

范畴 , 有关研究梳理了古人关于情欲的论述。近年来

中国哲学中有关情欲的思想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 主要

是梳理分析了先秦诸子、后世儒家等关于情欲的思想,

讨论其中情与欲的含义、二者的关系以及如何调节等问

题。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与道家的情欲思想, 对道

教的情欲思想涉及很少。道教继承了道家寡欲无欲的情

欲调节思想, 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发展了道家的情欲

观,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教情欲论, 成为道教心性之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情欲的调节是道教修炼的重要保

障, 为历代高道所重视。道教孜孜追求对生命的完善与

超越, 其情欲论思想对现代人潜能的开发与生命层次的

提高很有指导意义。

老子河上公章句 , 又称 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

句 或 老子河上公注 , 是东汉时期炼养之士的著作,

利用当时的哲学、养生学和医学成就, 结合作者自己的

修炼心得, 阐明其治国治身之道, 其中以修道长生的理

论和方法为主, 是 老子 学说由道家理论向道教理论

转变的重要著作, 在道教经典里占有重要地位。 老子

河上公注 中养生思想的核心是爱气养神, 其中制御情

欲是养神的前提, 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古人一般把情欲

看作两个范畴, 欲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 接近于现

代心理学的动机或需要, 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惧之情, 即

情绪情感 。不过欲与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有欲望

时会产生情, 情又可以强化欲, 情与欲往往难以分离。

因此, 先秦以后, 古人也经常把情欲作为一个词使用,

在 老子河上公注 中就多次把情欲作为一个词使用,

而且涉及到情欲的诸多内容, 形成了系统的情欲论思

想, 对于后世道教影响颇大。

一、 老子河上公注 中情欲的基本含义

首先, 河上公讲的情欲, 包含了情与欲两方面的含

义, 这与先秦多数思想家的理解是一致的。

河上公讲的 情 一般指的是六情:

圣人言: 我 修道真, 绝去 六情, 而民随 我而

清 。

六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六种基本情绪, 河上公认为

这六种情绪对人修道守真是有干扰的, 应当去除。

而六情是与欲望密切相关的, 在谈到对欲望的克制

时, 讲到:

守五性, 去六情, 节志气, 养神明 。

要做到检欲需要去除六情, 不为外物所惑, 内守五

脏真性。可见六情与欲望是紧密联系的。

河上公讲的 欲 , 一般指的是人的嗜欲、贪欲:

耆 ( 嗜) 欲伤神, 财多累身 。

下士贪多欲狠 。

金银珠玉, 心贪意欲, 不知厌足 。

欲望的特点就是贪婪、不知满足, 支配人们不断地

去追逐名利。

河上公经常把情与欲联系在一起谈论, 如除情去

欲、捐情去欲等, 这表明河上公认识到情与欲关系是很

密切的。更多时候, 河上公是把情欲作为一个词使用,

如后面引文中提到的除情欲、损情欲、惑于情欲等等,

仔细分析, 河上公讲的情欲是偏重于欲, 主要是指人的

欲望。这种用法在古人文献中很常见, 汉语大词典

中, 情欲 就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欲望、欲

念; 二是特指对异性的欲望, 古人一般是指前者的含

义。现代心理学中, 认为情绪情感是伴随着人的需要是

否满足、动机是否达成而产生, 需要和动机是本源性

的。河上公使用情欲一词, 正是认识到欲是本源性的,

情是伴随着欲而生的, 其意义主要是指欲望、欲念, 也

包括相伴欲望产生的情绪情感。

二、河上公情欲论的理论基础

爱气养神以全生的生命观

河上公注 虽然也有治国的言论, 通篇 以论治



身养生为主义 。河上公运用汉代兴起的元气理论, 把

老子作为宇宙本体的道, 用元气来解释说明, 充实了道

化的内容。道生万物, 也就是 元气生万物 , 元气进

入万物之中, 影响万物的生化:

万物中皆有元气, 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 骨

中有髓, 草木中有空虚, 和气潜通, 故得长生也 。

在万物中, 元气是道的体现, 能够空虚合于元气,

就可以长生。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天相合, 精气相互贯

通:

道善禀贷人精气, 且成就之 。

天道与人道同, 天人相通, 精气相贯 。

天道与人道相同, 河上公在此运用元气理论, 对天

人相通的解释是天地的精气与人的精气相互贯通。此解

释很直接也很恰当, 体现了河上公作为炼养之士对天道

人道的精深体证。在人与天地元气的交通中, 鼻口起着

重要作用:

鼻口之门, 是乃通天地之元气所以从往来。

天食人以五气, 从鼻入藏于心。五气轻微, 为

精、神、聪、明、音声五性。

地食人以五味, 从口入藏于胃。五味浊辱, 为

形、骸、骨、肉、血、脉六情 。

从元气理论看, 人的呼吸之气、食用的有形食物中

均含有元气, 只是有清浊之分。精气凝结成为人的有形

之体, 并贯穿于人体之中。因此, 爱养精气对人极为重

要:

治身者当爱精气不放逸。

人能以气为根, 以精为蒂, 如树根不深则拔,

蒂不坚则落, 言当深藏其气, 固守其精, 使无漏

泄。 深根固蒂者, 乃长生久视之道 。

精气对于人, 就像树的根蒂, 重要性自不待言。人

的精气受神的影响很大, 要养气必须养神。河上公十分

强调养神:

爱气养神, 益寿延年。

人之所以生者, 以有精神, 托空虚, 喜清净 。

人精神好安静, 驰骋呼吸, 精神散亡, 故狂

也 。

汉代道家已经提出了以形 (精) 气神为三要素的完

整的生命观, 并认识到神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这些思想

在 淮南子 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 例如 淮南子 原

道训 中说: 夫形者, 生之舍也; 气者, 生之充也;

神者, 生之制也。 明确提出了生命的三要素, 并指出

神是控制者。 原道训 还说: 以神为主者, 形从而

利; 以形为制者, 神从而害。 诠言训 中也说: 神

贵于形也, 故神制而形从, 形胜而神穷。 神在人的生

命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正如 管子 中说的 君主之

位 。如果精神能够顺利发挥其主导作用, 人的神形就

健康有序; 如果神的主导性不能正常发挥, 身心健康就

会受到损害。这里讲的形, 包括气在其中, 实际上讲的

就是神与形气的关系。

由于注文体裁所限, 河上公对于神与气形的关系没

有展开叙述, 但注文中仍然可以看出它们的联系, 在

仁德 中说: 治身不害神明, 则身安而大寿也。 不

伤害精神, 人的身体就可安康而长寿, 这自然包括了爱

养精气在其中。在 重德 中说: 治身不重则失神。

草木花叶轻故零落, 根重故长存也。 治身轻淫则失

其精 。治身不能静重, 精神躁乱, 则扰乱精气。紧接

着对 轻则失臣 的注解有 治身轻躁, 则失其精气

也 。对 躁则失君 的注释中有 治身躁疾, 则失其

精神 。这显然是认为精神处于君主之位, 精气处于臣

属之位, 养气的关键是要养神。在 玄符 中说:

心当专一和柔, 而神气实内, 故形柔而反; 使

妄有所为, 则和气去于中, 故形体日以刚强也 。

心神专一和柔, 精气就可以充实于身体之内, 形体

就能柔和; 如果心神不静而随意妄为, 就会失去身体中

的和气, 身体也就僵硬了。 仁德 中说: 治身不害精

神, 则身体安而大寿。 能够颐养精神, 使之不受伤害,

就可以使身体安康长寿。

河上公的养生理论, 是以元气理论为基础, 重视养

气养精。而在人体之中, 精神处于主导地位, 要养气养

精, 必须养神。精神静定, 自然精气充实, 益寿延年。

对人的精神影响最大的就是情欲, 去除情欲是养神的重

要内容, 河上公的情欲论就是以身心动态平衡的整体生

命观为理论基础。

三、除情去欲 河上公情欲观的基本要义

情欲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 在人生中占有重

要的位置, 因而也形成了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 。中国

古代的哲学家对于情欲有各种不同的学说, 河上公立足

于养生长寿, 对于情欲的态度非常明确, 即去除情欲。

河上公认为过分的情欲对人的神、气、精都有很大伤

害:

耆 ( 嗜) 欲伤神, 财多累身 。

除嗜欲, 去烦乱。 怀道抱一, 守五神也 。

贪淫好色, 则伤精失明也。 心贪意欲, 不

知厌足, 则行伤身辱 。

沉溺于欲望, 会使人精神烦躁 , 不能安静, 伤害心

神。追求过多的财富, 对于养生来说, 就是累赘。可以

看出, 河上公反对的不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 而是追求

过度的生理享乐, 沉溺其中, 贪得无厌, 即嗜欲、贪

欲。

情欲使人精神躁动, 是障碍人与大道融通的根源:

中士闻道, 治身以长存, 治国以太平, 欣然而

存之。退见财色荣誉, 惑于情欲而复亡矣 。

陷于情欲之中, 就不能体道用道, 即使已经对道有

所悟得, 也会由于情欲的干扰而又丧失。情欲使人 叛

道离德, 故身毁辱 , 背离了道与德, 从而破坏身心健

康。贪欲强烈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道的奥妙:

下士贪狠多欲, 见道柔弱, 谓之恐惧, 见道质

朴, 谓之鄙陋, 故大笑之 。

情欲能够影响人的生死:

出生, 谓情欲出于五内, 魂定魄静, 故生也;

入死, 谓情欲入胸臆, 精神劳惑, 故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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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欲的干扰, 魂定魄静, 可以长生; 情欲充塞

胸腹, 惑乱劳役精神, 不得安宁, 所以夭折短命。只有

除情去欲, 才能使精神空灵虚静, 与道相合:

治身者, 当 除情去欲, 使 五藏空虚, 神 乃归

之 。

天地之间空虚, 和气流行, 故万物自生。人能

除情欲, 却滋味, 清五脏, 则神明居 。

除情去欲, 日以空虚也 。

克除了情欲的干扰, 人就能五脏清净, 精神虚静,

和气就可以畅通于体内。河上公对 常使民无知无欲

的注解是 反朴守淳 , 朴 是道的另一种提法, 这种

超脱情欲困扰的无知无欲状态, 就是与道相合。

总之, 河上公是从修道长生的高度, 认为情欲障碍

人与大道的融通, 损伤人的精神乃至生命, 因而提出除

情去欲。这里的情欲, 主要是指人的贪欲、嗜欲, 不是

指人的基本生理需要。

四、大制不割 情欲修养的精神境界

河上公主张去除情欲, 保证精神不会因为人沉溺于

情欲而受到伤害。那么, 情欲对心神的伤害, 具体体现

在哪些方面? 通过对情欲的修养调控, 可以使精神在哪

些方面得以提高呢?

总的来说, 情欲是对精神完整状态的破坏。

在前文提到, 老子河上公注 中反复强调去除情

欲使人精神达到虚静的状态。文中还提到要 怀道抱

一 , 去除了情欲, 内心定静, 与道相合, 这是一种相

对圆满、完整的精神状态。当人的情欲萌发, 精神之中

情欲成为主导者, 主导人的思想和行动, 这就破坏了精

神完整、安静的状态。 河上公注 中对 大制不割

的注解是 治身则以大道制御情欲, 不害于精神 。

不割 就是不伤害精神, 也就是说, 割 是对心神完

整性的割裁、破坏。

在 异俗 中, 老子通过人我的对比, 说明守道之

人精神境界与常人的差异。 河上公注 对此阐释说:

我独如遗弃, 似于不足也 不与俗人相随,

守一不移, 如愚人之心也 。

守道之人, 大智若愚, 不追随世俗之人的欲求。河

上公在这里用 无所分别 、 如暗昧 来描述守道之人

的精神状态, 并进一步解释 我独闷闷 为 无所割

裁 , 守道之人即是去除了情欲干扰的人, 我独泊兮,

安静无情欲形兆 。无所割裁是指其浑然为一、无所分

别、没有被割裂破坏的整体的心神状态。这种状态与常

人迥然不同, 不是陷于情欲之中而不能自拔, 而是精神

脱离了情欲的困扰, 虚静灵明, 独贵用道 , 合于大

道, 极大地提高了身心健康层次, 生命活动达到了自由

长寿的境地。正如河上公在 忘知 注文中所说:

情欲断绝, 德与道合, 则无所不施, 无所不为

也 。

没有了情欲的干扰, 本性与道相合, 人的各方面能

力都得到极大提高。这种虚静的整体性, 是从与道相通

相合的角度, 对精神状态总的描述。其中包含的具体内

容,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 情欲会使人的精神烦乱, 不能清静。

河上公说:

除嗜欲, 去烦乱, 怀道抱一, 守五神也 。

除去嗜欲的干扰, 精神就不再烦乱。精神的烦乱,

对于人的生命来说, 是一种祸害, 河上公提到:

祸乱未至萌, 情欲未见于色 。

情欲萌动, 祸乱即生, 应当及时制止。 爱己 中

说:

人心藏神, 常当安柔, 不当急狭 。

心神应当安静柔顺, 不急不躁。

人所以生者, 以有精神, 托空虚, 喜清静。饮

食不节, 忽道念色, 邪僻满腹, 为此伐命散神也 。

空虚清净, 可以颐养精神。食色之欲使人精神离

散, 伤害生命。

治身中精神的烦乱躁动是应当尽力克制的:

不处身违道, 为世烦乱也 。

治身烦则精散 。

治身躁疾, 则失其精神也 。

人为事当如道安静, 不当如飘风骤雨 。

烦乱躁动是精神失去本来虚静的状态, 与道相违。

修道之人当去除情欲, 象道一样安然虚静, 道人捐情

去欲, 五脏清净, 至于虚极也 。

第二, 情欲使人精神失去中正。

河上公注 说:

除情去欲, 守中和, 是谓知道要之门户也 。

去除了情欲的干扰, 精神守中和, 就是修道的门

户。没有外界的干扰, 中而不偏, 是精神完整性的一方

面表现。同时, 也表现为正:

少私者, 正无私也; 寡欲者, 当知足也 。

欲望多是个人私欲, 私与欲密切相关。有私心, 精

神就有偏颇, 背离了正。正与中很相近, 可以统称为中

正, 是精神完整性的重要表现。没有情欲的困惑, 精神

中正, 是一种虚静均匀的状态, 与元气的虚静相似。这

种精神状态适宜于怀道抱一, 一就是元气, 河上公说:

人能抱一, 使不离身, 则长存。一者, 道始所生, 太

和之精气也。 保持这种虚静均匀的状态, 与道相合,

就可以长生。

内心中正, 情欲不扰, 是一种很知足的心理感受。

对于知足的心态, 并不象常人理解的没有上进心, 而是

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河上公对老子讲的 故知足之

足, 常足矣 注解说:

足, 守真根也。 ( 常足 矣) 谓无有欲 心

也 。

知足就是心神不被欲望牵动, 安守真根。真根, 可

以理解为人的真正自我。王弼在 道德真经注 中说:

知足, 不自失, 故富也。 知足就是不因外物所牵而失

去自我, 不以物累其真, 不以欲害其神 。贪求外物

无有满足的人, 自我已经牢牢地束缚在财物上, 不断追

求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望, 自我本性早已经迷失。只有内

心知足, 不因外物牵引而失去自我本真, 精神的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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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性才能得到扩展, 才是真正的富有。王弼的注解与

河上公的注解可以相互诠释, 不失自我, 不离真根, 守

持中正, 体道合虚, 就是人的本真:

圣人动作因循, 不敢有所造为, 恐离本也 。

圣人行为处事, 不背离本性, 而是心虚应物, 因循

自然。这都是以去除情欲作为前提, 保持内心的中正空

虚, 不以主观的欲求改变事物生化的自然规律。

第三, 精神活动的趋向 向外与向内。

中国传统文化中, 很多思想家重视精神活动向内与

向外的趋向性问题。儒家的孟子提出求放心: 人有鸡

犬放则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

放心而已矣。 学问之道就是使外放之心返向于内, 回

归到人的思维意识层面。 黄帝内经 养生篇 中说: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道家道教更注重对人的生命活

动的研究, 对于精神的内、外趋向自然更关注。在老庄

思想中, 很强调静, 其实静就是精神活动趋向于内的调

控。 庄子 天道 中说:

圣人之静也, 非曰静也善, 故静也, 万物无足

以铙心者, 故静也 。

圣人的静, 并不是认为静非常好而强求静, 而是万

事万物都不会扰动心神, 所以自然就能够虚静了。心神

不为外物所扰, 就不会奔驰于外, 与孟子讲的求放心相

比, 是更深刻的精神活动的内向趋向。

河上公通过对 道德经 的注释, 在人的情欲层面

细致地分析了精神活动向内与向外趋向性的差异。这在

检欲 中有集中说明:

贪淫好色, 则伤精失明, 不能视无色之色。

好听五音, 则和气去心, 不能听无声之声。

人嗜五味, 则亡失于道味也 。

人的欲望都是与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相对应的。

人的感觉器官本来是人与外界交通的渠道, 是人与大自

然平衡的重要途径, 如果人能够内心中正、真根不失,

那么眼、耳、口舌等普通的感觉器官接收的就不仅仅是

色、声、味等一般的表面信息, 而是能感受到无色之

色、无声之声、道味, 也就是能认识到事物更本质的层

面。但是由于人们的感觉器官是指向于外界, 心神也容

易随之向外, 尤其是当人贪好外界物质对感官的刺激

时, 就形成了向外的强大力量, 使人不能守持内心真正

的自我而偏离中正。向外的追求, 使人心难以安静, 精

神散亡: 人精神好安静, 驰骋呼吸, 精神散亡, 故发

狂也。

修道之人就要努力改变精神向外的倾向, 河上公对

老子的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故去此取彼 注释说:

守五性, 去六情, 节志气, 养神明。

目不妄视, 妄视则泄精于外。

去彼目之妄视, 取此腹之养性 。

为腹, 就是精神趋向于内, 不为感官欲望所牵而失

去真我。为目, 即是精神趋向于外, 这里虽然只提到眼

睛, 其实是以眼睛代表眼耳鼻舌口等感觉器官。如果内

心真我不能安静自控, 而是被情欲所牵引, 精神趋向于

外, 那么人的精气也就随之泄散于外。因此, 要从内部

加强对感官的控制, 也就是精神要趋向于内, 保持内心

中正。

精神向内安定, 可以与精气很好的融合, 就能养生

长寿:

人能抱一, 使不离于身则长存。

专守精气, 使不乱, 则形体能应之而柔顺矣 。

心神的虚静与烦乱、中正与偏颇、内向与外向是从

三个不同的角度对精神完整性的说明。虚静与烦乱, 是

对精神总体运动状态的描述; 中正与偏颇, 是指精神内

在发动点的差异; 内向与外向, 是对精神活动内外趋向

性的说明。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心神

中正, 则容易安静, 反之, 则容易烦躁; 精神活动指向

于内, 则心神易于回归中正本真, 如果受情欲的牵扯过

多, 精神活动趋向于外 , 就会偏离本心, 失去中正。这

其中, 心神的中正与否 , 是最根本的。精神完整的状

态, 就是精神内向、中正、虚灵安静, 而去除情欲, 是

其重要前提。这些内容都为后世道教所继承, 广泛应用

于道教的修炼当中。

人能够除去情欲, 保持精神的完整性, 精神的自控

力就会大大提高, 人的各方面能力, 也会极大提高。河

上公说:

人能自胜, 除去情欲 , 则天下无有能与争者,

故强 。

人能战胜自我, 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欲。除去情欲

之后, 精神的控制力提高了, 自我就强大并且能够把握

事物变化的规律, 天下没有人能与其争强, 这是真正的

强大。

在 归根 中说:

能知道之所常行, 则除情欲, 无所不包容也 。

除去情欲之后, 精神空虚灵动 , 不滞不着, 犹如明

镜, 就能反映万事万物, 没有什么不能包容的。

这些方面都是反映了人一旦摆脱情欲的困惑, 就得

到多方面的自由, 这是从人的心理需要到生命层次都不

断提高的过程。

五、以道制御情欲 对治情欲的方法原则

河上公注 中对于调控情欲提出了具体的原则。

首先, 河上公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指导原

则, 就是以道制御情欲。河上公说:

治身则以大道制御情欲, 不害于精神 。

善以道闭情欲守精神者, 不如门户有关可得开

也 。

用大道来控制情欲, 就可以使精神不会受到伤害。

精神合于道, 除去情欲, 就可以真正使精神安定稳固,

不会再受情欲扰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主观之

我依附于情欲还是依附于大道。常人往往受情欲所控,

主观之我与情欲紧密结合, 主观感受也是以情欲之满足

为享受; 修道之人的主观之我要融合于道, 感受大道无

色无味的道味, 那是一种比感官享受微弱但是更高级更

持久, 对人的身心健康更有益的享受。以道制御情欲,

就是使精神趋向于与道相合的感受, 并逐步从与情欲的

37老子河上公章句 的情欲论思想探析



紧密关联中脱离开。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压制情欲, 而是

顺导情欲, 是人的心理需要从低级向高级提升的过程。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主观之我对与道融合有所体

味, 能够体会到一些大道的渊深寂静而又应感通达的体

性。仔细分析古人所说的大道, 在生成论中层次区分得

很细致, 但是在具体应用中, 道与元气等很相似, 很多

时候所说的道即是元气。河上公在这里提出的以道制御

情欲, 并不一定是道的层次, 只要是精神内在整体、空

灵的感受, 就可以使心神脱离开情欲的束缚。

河上公对 为道日损 的注释是 损之, 损情欲

也 。修道之人, 需要时刻保持精神的完整性。当情欲

产生 , 破坏了这种完整性时, 就需要主动合于内在心神

的完整性, 使情欲的力量逐渐减弱, 以至于消除。这是

以道制御情欲的具体应用。

河上公对于以道制御情欲还有多方面的论述:

人欲锐情进取功名, 当挫止之, 法道不自见

也 。

情欲有 所锐为 者, 当念道 无为, 以挫 止之。

纷, 结恨不休也。当念道之淡薄以解释 。

当人受到名利的吸引而极力追求时, 心神往往偏离

了本真, 需要以道不自见、无为的特性, 修正人的精神

状态。对于内心的爱恨情仇, 同样需要心与道合来淡

化。修道之人就是要善于运用大道 , 我独贵用道 ,

这都是大道的具体运用。

其次, 河上公注 中提到克制情欲的时机问题:

祸乱未至萌, 情欲未见于色, 如脆弱易破除

也。

情欲祸乱未有形兆时, 易谋止也。

治身治国于未乱之时, 当预闭其门 。

萌芽未动, 祸乱未见为小, 昭然独见为明 。

情欲刚刚出现苗头时, 及时发现, 加以控制, 就很

容易去除。一般人的情欲除去是有一个过程的, 精神灵

明, 能够觉察到情欲细微的萌动, 对破除情欲有重要意

义。这从现代心理学来看很有道理, 当人的情欲产生

后, 会引起人体内激素的相应变化, 这又进一步强化了

人的情欲, 这是一个心理和生理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

能够在情欲刚刚萌动的时候就及时发觉, 这时候还没有

引起人体内激素的改变, 情欲没有得到激素的强化, 只

要精神上注意控制, 就很容易克制。

老子河上公注 立足于以元气论为基础建立的精

气神并重的整体生命观, 认为嗜欲、贪欲对人的精气神

都有很大伤害, 障碍了人与大道的融通。修道之人要保

持心神无所裁割的完整性, 并从精神活动的虚静与烦

乱、中正与偏颇、内向与外向三个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

了情欲对精神完整性的破坏, 主张除情去欲, 并提出了

以大道制御情欲的情欲调节思想方法, 形成了系统的情

欲论思想。这些思想为后世道教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

发扬, 对道教心性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老子河上公注 中的情欲论思想, 以道教追求长

生为出发点, 力求超越情欲对人的困扰和束缚, 达到精

神活动的灵明与自由。虽然这种要求一般人是难以做到

的, 但是对于人类超越现有阶段, 向生命的更高层次发

展, 使人内在的潜能和丰富性充分展开来说, 有重要启

发意义。由于河上公所处的古代社会物质非常贫乏, 人

基本的物质需求都不容易得到满足, 过多的享乐更是难

以追求, 基于此河上公要求修道之人彻底去除情欲, 这

种要求显得有些严厉。现代社会物质已经大大丰富, 人

基本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 只要不沉溺于感官享乐而

不能自拔, 注重精神内在丰富性的扩展, 那么相比古人

就有了更有利的条件来克除情欲的困扰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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