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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

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

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第八十章的内容，对

于这一章，人们大都认为是老子思想中消极落后的一面，认

为“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1]。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重新再来解读“小国寡民”，就会发现

其中蕴含的意义，远非“消极落后”所能概括，它实际上是老

子对文明发展异化的超前思索，是对理想社会管理方式的一

种描绘。

一、“小国寡民”思想的真实内涵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历史的倒退，消极的回归。这样

的社会是否真是反动落后的? 抑或是怎样的社会? 我们需要

作一番仔细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老子》一书充满智慧的

辩证思想和矛盾的对立统一观。在老子那里，有无、生死、刚
柔、善恶、美丑、祸福等等相互对立的矛盾概念都存在着相互

转化的必然性，因此单从字面上理解是不能准确把握其深刻

思想内涵的，所谓“正言若反”（78 章）。
《老子》第八十章的内容，单从文字表述上看，的确有一

定的片面性。如果真的是弃绝先进文明，放弃先进的工具而

不用，反对人类进步，无疑于开历史的倒车，将为文明所唾

弃。然而，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绵延长存，

是有其内在强大生命力的。如果我们不偏执于字面表达，而

是结合社会发展来观察，就会发现道家的很多思想在新的历

史发展时期会迸发出新的光芒。下面我们试着在新的时代条

件以新的眼光给这一章以新的诠释。
在老子构想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国土狭小，人民稀

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先进器具，却并不使用；人们爱惜自己

的生命，不轻易冒险向远处迁徙；人们不出远门，虽有车辆和

船只等便利的交通工具 却没有必要去乘坐；人与人之间没有

争斗，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所以虽有兵器铠甲等暴力用具，

却派不上用场；人们的生活简单淳朴，不需要高深的文化知

识，仅用祖先们用过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就够了；人们有

甘美的饮食，美观的衣服，安适的居所，欢乐的习俗；邻国之

间可以看得见，连鸡鸣犬吠之声都可以互相听得见，但人们

彼此间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简直是

一首和谐美妙的田园诗，一个充满和平与欢乐的桃花源。

二、进步抑或倒退

晋朝大诗人陶渊明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

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写下一篇著名的《桃花源记》，构想出一

个没有战乱，没有罪恶和痛苦的理想社会，表达了他对黑暗

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人们对陶渊明寄予了无限

地同情，对他的世外桃源给以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具有进步

意义。而对老子的“小国寡民”，人们的评价却相当苛刻，非议

颇多，不少人严厉地批评老子是站在没落阶级的立场上，企

图使历史倒退回原始社会的时代。笔者认为，这其中有许多

误解和值得商榷的地方，老子的“小国寡民”并不是指简单地

退回到原始社会，而是名退实进，寓进于退。
1.原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没有国家和政府，老子的

理想社会却不是这样。老子并非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理想

社会中，仍然有“国”，如“小国”、“邻国”。既然有国，就必然有

政府和统治者、治理者，不过代表这个政府的是理想的统治

者———“圣人”而已。圣人实行的是理想的政治，老子称之为

“至治之极”即彻底的无为而治，不过多地干涉老百姓，正如

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

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关系就象天道与万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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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那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2]

2.原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二是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生

产工具极为落后，老子的理想社会却不是这样。在理想社会

中，“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这里首先肯

定的是“有”，人们并不是过着原始那种可怜的生活，什伯之

器、甲兵、舟舆等物质文明还是有的，而“不用”，也不是甘愿

丢弃，而是在于它们的用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为百姓的和

平生活服务，直接否定了战争。他并非摒弃一切文明发展所带

来的物质进步，他对先进工具的“消极”态度，源于他对物质进

步伴生的战争践踏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反感。在他看来，

“什伯之器”（“利器”）固然可以制造出大量的“奇物”来丰富一

部分人的物质生活，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刺激人们的机心

和贪欲，引起争斗攘夺，使得大家不得安宁，也使得贫者愈贫。
因而尤其运用利器和机巧增加财富，不如将什伯之器之不用，

复结绳而用之，以保持民风的淳朴和社会的安宁。这一切也是

不能和原始社会同日而语的。因而，与其说老子的“小国寡民”
所描绘的是对原始社会的复归，不如说是对原始社会的扬弃，

即抛弃其生产落后的一面，留取天真古朴自然的一面。
3.在老子向往的人间乐土里，“内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

所有为美。以其所处为荣，而不复求也”[3]，没有战争杀戮，没

有苛政压迫，人们丰衣足食，怎么会与原始社会同日而语呢?
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对自然的恐惧，人们的生活不只是上天

的恩赐，而是顺其自然，自得其化，生活简单淳朴，没有烦琐

的礼乐仁义，以追求质朴的生活为其本真。在老子的理想国

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似乎是

落后、闭塞、不求进步、究其本质，然而他并不是要建立一个

保守落后、固步自封的小圈子，其理想国恰恰是没有战争和

徭役的写照，完全是一幅安乐图。这并非是回到昔日的原始

落后的状态，而是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在这里人们的衣

食住行都得以满足，而“乐其俗”便是精神文明的佳境。只有

丰衣足食、和平安定，人们才可以不相往来。他的“不相往来”
并不能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绝交，其实，人与人之间并非一

切往来的社会关系都是必要的与幸福的，而老子看到的“往

来”属于一种灾难性，战争把一些人驱赶到战场上去掠夺和

屠杀另一些人。统治者的暴政，使人口大量逃亡，老子对“不

相往来”社会的憧憬，正是对和平的呼唤，对个体的人摆脱政

府剥削干扰欲求独立的呼唤。这些绝非原始社会形态，所以,
“这便是一个原始社会，用老子的表达方式，这应该是知其文

明，守其素朴”[4] ,是无为，是谓能之而不为。“这个社会已离野

蛮之境，而入文明初启之域，仍保存朴质淳厚之风,人各自食

其力，过着和平的生活”[5]。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未来，一个理

想的美好的人类文明社会，也一定是符合老子理想的人间乐

土。“小国寡民”思想正好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三、当代社会条件下“小国寡民”的积极意义

1.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小国寡民”作为老子思想的分

支，同样有其值得我们借鉴的因素。回归自然也许是近年来人

们谈论的最响亮话题之一，它涉及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居住环境的选择到日常饮食的喜好以至到大的政策的实

施，崇尚自然成了人们孜孜追求的目标，自然的方式才是最好

的，人们在追求与自然的合一。这个时候回过头去看老子“小

国寡民”的社会描述，无疑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小国寡

民”描绘了一个丰裕富足、人人自得其乐的美好生活境界。在这

样的社会里，人们生活富足，有先进的机械器具而不妄加利用；

社会风气安定，人民品格良善，人和自然和谐相融；提倡简朴适

宜的生活，提倡少私寡欲，提倡知足常乐。在这样的生活境界

里，人们适宜地利用自然、回归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因而不

存在人和自然的矛盾，这样的社会有利于解决现代工业社会产

生的诸多问题，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纯朴

安定的社会风气，人们相互没有物质利益的竞争，各“甘其食，

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人际关系也就相应地简化。
2.“小国寡民”与人口控制。当代社会，人口问题已成了最

大的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全球人口几乎一直在直

线增长，人口膨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大压力。当人类处在

“人满为患”的危机时刻，再回过头来看老子“小国寡民”思想，

我们不能不为先哲深远的思维和明智的见解所折服。“小国寡

民”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克服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相互消长

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更长远的存在和发展。用现在的

眼光去看，也就是说，人口的发展必须同经济、资源、环境相结

合，统筹安排，合理利用，才能保护好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社会的全面进步。
3.弃绝战争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人类

自从进入 20 世纪，已经经历了两次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先

后有几十个国家卷入战争，几千万人死于战乱，大量的社会财

富毁于战火。老子反对战争，认为战乱是社会不安定的源由。
因此，他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31
章）老子认为，武器装备主要是为防范于未然，不到不得已而

不用，此谓“小国寡民”章中“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社会需要

发展，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才能求得更好的发展，如果人类

真的能深刻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并最大可能地杜绝战争，必然

会为人类的生存创造更好的环境。
基于上述理解，“小国寡民”并非人们以往所认为的是道

家遁世主义反社会进化的表现，而是老子对理想社会管理模

式的一种描述，是从哲学的高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人类应为

之不懈奋斗的社会蓝图，是对人类文明弊端的深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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