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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然之 /自然 0到应然之 /我 0
) ) ) 试论老子在自我问题上的主张及其理论前提

代  云

摘  要: 在5老子6中, /道0不仅是世界本原,还是价值依据。作为价值依据的 /道0受 /自然 0的规范。5老子 6中的

/自然0,不是实然的描述,而是一种判断、规范,乃是应然之自然。 /道0作为最高范畴, 受 /自然0的规定, /自然0实

际上成为价值标尺。由于老子学说本质上属于价值理论, 因此老子在自我问题上肯定的不是 /形躯我 0、/认知

我0,也不是 /情意我0,而是 /价值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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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老子6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哲学 /专著0,

其理论特色在于以宇宙论为根据处理政治、人生问

题。5老子6一书虽未明确地将 /人0作为研究对象,

但是由于其立说归本于政治与人生, 故而对人的认

识与规范应作为理论预设而隐藏在文本中。关于这

个问题,学界有不同认识, 有学者认为 /老子的这种

境界之道,实质上是一种无我之道、无主体之道0¹ ,

有学者则分析认为老子在自我境界问题上肯定的是

/情意我 0º 。这些论断的背后是对老子之道的理

论内涵与实践特质的不同认识。本文尝试从 /自

然 0的价值内涵及 /自然 0对 /道 0的规范入手, 探讨

5老子6中蕴含的自我问题及老子在这个问题上所
可能有的主张。

一、应然之 /自然 0

在 5老子 6中, /道 0不仅是世界本原,还是价值

依据。»关于老子之道, 陈鼓应也说过: /老子的哲学

系统是由-道 .开展的,, -道 .只是概念上存在而

已。-道 .所具有的一切特性的描写, 都是老子所预

设的, ,它只是一项预设,一种愿望,借以安排与解

决人生的种种问题。0¼在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
究的重要理论参照的今天, 这样的论定不能不令人

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在老子的哲学系统中作为

世界本原的 /道0同时又可以成为价值依据? 这中

间的理论脉络是怎样的? 笔者认为解答上述问题的

关键在于对 5老子 6中 /自然 0及 /道法自然 0的理

解。

/自然 0在 5老子 6中出现五次, 它的字面意思是

/自己如此 0。若沿着这个字面解释进行引申, 则

/自然0一词应是对事物不受外部力量、意志主导的

一种实然存在状态的描述, 只具有描述义而没有规

范义。这样的引申理解在5老子6文本中能否成立?

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

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也。

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 17章 )½

关于本章最后一句有不同解释, 任继愈的解释

是 /事情办妥贴了, 百姓都说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

的 . 0¾, 李零¿、高亨À、陈鼓应Á同任继愈的理解

接近。刘笑敢不同意这种理解,他认为这里的 /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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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解释为 /评论 0,这句话是百姓对圣人之治的评

论,所以本句当解为: 百姓称赞圣人无为而治的管理

办法符合自然的原则。Â笔者认为,本章是老子站在

百姓的角度看政治治理的好坏,因此最后一句中必

定包含两个事实:一是治理者的行为;二是百姓对治

理成果的感受。根据本章第一句所说, 则以百姓感

觉不到治者的存在为上。既然如此, 则百姓在评论

圣人之治时认为此乃 /我自然 0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这种结果在事实上乃是圣人无为而治的结果,

刘笑敢强调指出的正是这一点。他的意见可以使我

们更加完整地理解文本潜含的意义, 但就本句的解

释来说,笔者赞同任继愈等人的理解。这里的 /自
然 0仍可取其字面意思, 即 /本来如此 0、/自己如

此 0。那么它在这里是否只有描述义而无规范义?

本章第一句 /太上,下知有之 0是站在百姓的角

度对最好的统治者的描述, 而这个描述本身就包含

了一种价值肯定。最后一句 /成功遂事, 而百姓皆

谓我自然0, 高亨解释为: /所以最上等的国君, 实行

无为的政治,功成业就,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己做到

这样的,而觉得国君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只知道有

国君存在而已。0�lv高亨的翻译不是逐句对译,而是

将文本暗含、省略的意义发掘出来,从而便于完整理

解句意。根据他的解释,则 /百姓皆谓我自然 0是百
姓对最好的治理,即 /太上,下知有之0的主观感受,

这样 /自然0就不仅是对一种实然状态的描述, 更是

对最好的治理的评价,而这就属应然判断。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 暴雨不终日。孰

为此? 天地而弗能久, 又况于人乎? (第 23

章 )

本章第一句 /希言自然 0, 任继愈译为: /少说话
是合乎自然的。0�lw陈鼓应解为: /不言教令是合于

自然的。0�lx这里对于 /希言 0, 任继愈是直译, 陈鼓

应则引申解为 /不施加教令0, 更加具体和深入, 可

从。 /希言自然0看似描述一个事实, 但仔细分析其

中仍包含价值判断, 因为既肯定 /希言0是 /自然0,

则 /多言 0必定为不自然。这样, 所谓 /自然 0就包含

了作者的一种特殊肯定, /自然0就不仅仅是对于实
然的描述,而是一种判断、规范。

  道生之而德畜之, 物形之而势成之。是以

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

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

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

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第 51章 )

对 /道之尊, 德之贵也, 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 0
一句,高亨的理解是: /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

谁给它爵位, 而是自然而然的。0�ly涂又光在讨论

5老子6对 /礼0的态度时认为, 这里是以无爵的自然

之礼否定有爵的社会之礼。�lz这即是说在老子看来,

有功无爵为自然, 而道对万物有生化之功却能 /生

而弗有0, 可谓有功无爵, 这被评价为 /恒自然 0, 反

之,若因有功而求爵则是 /生而有之 0, 则为不自然。

可见,这里的 /自然 0仍是一种特殊肯定。

  是以圣人无为也, 故无败也;无执也, 故无

失也。民之从事也, 恒于几成而败之。故慎终

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

之货;学不学, 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

然,而弗敢为。 (第 64章 )

本章作者根据事物发展客观规律, 提出处事主

张: 要能见微知著, 防患于未然。若事已不可为, 则

不为。事之将成要慎重, 以免功亏一篑。最后一句

/能辅万物之自然, 而弗敢为 0, 从上下文来看, /万

物之自然 0指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是没有外部力

量、意志主导的实然存在,不包含价值判断, /自然 0

在这里有描述义而无规范义。不过本句重点不在讲

/万物之自然 0而在于肯定圣人之治的一个重要方
针: /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0,高亨认为指的是

/无为0�l{。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

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 字之曰道, 吾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返。道

大,天大, 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

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第

25章 )

本章最后一句 /道法自然0对于理解老子思想

非常重要,但历来歧解甚多。其中关键在于对 /法 0

与 /自然0的理解不同。对于 /道法自然0的理解, 笔

者同意刘笑敢的观点, 即 /法 0用作动词, 作谓语,

/自然0用作名词, 作宾语, /道法自然0是一个主谓

宾结构的判断句。从 /人法地 0,到 /地法天0,到 /天
法道 0,到 /道法自然 0, 四句之间层层递进, /自然 0

成为最高规定。�l| 这里的问题是: /自然 0是实然还

是应然? 或者说 /自然 0指的是物理自然还是人文

自然? 笔者认为, /自然 0若为物理自然, 则 /道 0所
取法的对象就是实然之物理世界,那个世界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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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 没有价值判断, 不存在 /应如是 0的问题。老

子虽常言物理之自然,但不能认为 /道 0所取法的就
是实然的物理世界,准确地说, 只有当物理之自然符

合老子所认同的价值时才成为 /道 0取法的对象。

这里笔者赞同刘笑敢的观点,即老子之道所取法的

是乃是 /人文自然 0�l} ,或曰应然之自然。 /道 0作为

最高范畴,受 /自然0的规定, 而 /自然 0实为价值标

尺。

二、/自然 0对 /道 0的规范

/自然0作为价值标尺对 /道 0的规范主要体现

在 /道0在实践中以 /自然0为原则处理种种问题,这

在 5老子 6中被称为 /无为0。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

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 成功而弗居也。夫唯

弗居,是以弗去。 (第 2章 )

本章先讲事物、概念之间的正反相生的辩证关

系,再讲圣人的无为之为, 由事实描述转向价值判

断。判断的依据就是作为价值尺度的自然, /居无

为之事,行不言之教0、/万物作而弗始也, 为而弗恃

也,成功而弗居也 0, 这些皆是合乎自然之为, 而当

为圣人所为。书中在提及圣人、君子、我作为知

/道0者、践 /道0者的作为时皆合此义。
  是以圣人执一, 以为天下牧。不自是, 故

彰;不自见, 故明; 不自伐, 故有功; 弗矜, 故能

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第 22章 )

本章讲以反求正的道理, 亦是由事实而价值,

/不自是 0、/不自见0、/不自伐0、/弗矜 0、/不争 0都

是老子所主张的无为之为的自然之举。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为上。勿美也, 若美之,是

乐杀人也。夫乐杀人, 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是以吉事尚左,丧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

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

泣之;战胜, 以哀礼处之。 (第 31章 )

本章中老子反复说 /兵者不祥之器 0, 非不得而

不用之,对待胜利要 /以哀礼处之 0, 对待死去的敌

人则 /以悲哀泣之 0,体现出他深沉的悲悯之心与强

烈的人道关怀,同时也说明作为价值标尺的 /自然 0

绝非物理自然,而是人文自然。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

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欲不欲而民自

朴。 (第 57章 )

本章讲无为取天下、治天下的道理,论据是统治

者有为而乱天下的事实。 /自化 0、/自正 0、/自

富0、/自朴 0包含了民本可如此之意, 圣人的 /无

为0、/好静 0、/无事 0、/欲不欲 0则是顺其自然之
为。

  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则不

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奉于天

者乎? 唯有道者乎? 是以圣人为而弗有, 成功

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第 77章 )

本章老子以 /天之道0与 /人之道 0对举讲自己

的主张。 /天之道0虽为客观、实然, 又由于与 /人之
道0对举并成为 /有道者 0效法的对象而具有规范

性, 于是 /天之道0由事实而价值。这里再次体现了

物理自然成为 /道0取法的对象的条件, 即要符合作

者所主张的价值。

三、应然之 /我 0

本文中的 /我 0指的是 5老子 6书中所设定的理

想的人,由于 /道0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 在

5老子6中理想的人乃指知 /道 0者、践 /道0者, 这在

书中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称谓:圣人、我、君子、上

士、大丈夫等。因此, 本文所说的 /我 0不仅包括文
本中的 /我 0,还包括其他对知 /道0者的不同称谓。

关于老子对自我问题的态度,劳思光在其所著

5新编中国哲学史 6 (第一卷 )中曾做过专门讨论。

本文所论老子对自我问题的主张即是在他的分析基

础之上进行反思和再探讨。因此这里先介绍他的分

析框架及分析结果。

劳思光的分析框架是他对 /自我 0所作的解析,

他将自我境界作如下划分: ( 1)形躯我 ) ) ) 以生理

及心理欲求为内容。 ( 2)认知我 ) ) ) 以知觉理解及

推理活动为内容。 ( 3)情意我 ) ) ) 以生命力及生命

感为内容。 ( 4 )德性我 ) ) ) 以价值自觉为内容。�l~

以此种划分为理论尺度, 他对老子的自我主张进行

分析,他认为, 老子对 /德性我 0、/认知我 0、/形躯

我0均不持肯定态度,老子所肯定的只是一个 /情意
我0�mu。但这个判断验之以 5老子 6文本, 却有可商

榷之处。

根据劳思光的设定, /情意我 0包括生命力与生

命感, 他分析孔子的态度时分别以孔子对 /勇 0、
/乐 0(艺术 )的主张�mv 来作论断。这里也从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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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分析老子的态度。

  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 二曰俭,三

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 故能广;不

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

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 则必死矣! 夫慈,以战

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 如以慈垣之。 (第

67章 )

本章重点讲圣人所持的 /三宝 0: 慈、俭、不敢为

天下先。这里重点分析 /慈0。对于 /慈 0, 高亨 �mw、

陈鼓应 �mx解为 /慈爱 0, 徐梵澄 �my、李零 �mz解为 /仁

慈 0,任继愈解为 /宽容 0�m{。对于 /夫慈, 故能勇 0一

句,刘笑敢引用王淮的解释: /慈之所以能有勇者,

犹 5论语 6所谓有德者必有勇也。盖慈者德之体,有

慈故有德,有德则有勇。0�m|此乃言人之勇力由慈爱

之心主导,就 /慈0为 /勇 0提供行动方向而言,这与

孔子的主张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关于老子对艺术的看法,与孔子也没有根本不

同。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为上。勿美也, 若美之,是

乐杀人也。 (第 31章 )

刘笑敢根据劳健的考证及对帛书本文字的分析

认为: /老子的原意是说,兵器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使用的东西,只要锋利坚固合于实用就好,不应加以

装饰使之美观 (即劳健所谓 /无用华饰 0) ,如果这样

做,那就是以杀人为乐了。0�m}也就是说,将用于杀人

的兵器进行装饰使之华美悦目,这在老子而言是不

可取的。可见在这里老子对于装饰艺术并不是从其

本身做审美鉴定,而是从其一贯的反战立场出发言

兵之不当美,故而在老子看来, 美并没独立意义。这

与孔子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根据以上分析, 老子同孔子一样, 对 /情意我 0

不持肯定态度。劳思光对老子自我主张的判断验之

以文本,多有不可解之处。其原因当与他对 /道 0的
理解有关。

他在分析老子 /常、道、反0一组概念时说 /万物

万有变逝无常, 唯 -道 .为常, 而所谓之内容即是

-反 . ;换言之, 万象万有皆可由 A变为非 A。0�m~老

子之道 /非经验事物 0、/而为经验世界恃之而形成

之规律 0�nu。由于他认为老子之道具超越义,却又试

图落入经验世界而支配之, /此义就严格哲学观点
论之, 不能不谓老子之主体境界有一根本性之内在

纠结。盖经验界对经验主体而立, 经验界中主客对

峙, 此主体不能具超经验主体之自由。,,老子独
不然,既见则证主体自由,便欲使此主体自由反射入

经验主体中,欲由超越义之自由转化出经验义之支

配力,此乃根本混淆二界,于是由无为生出其实用之

主张。0�nv因此他认为 /老子所肯定之主体仅是驻于

无为之境而利用反之规律以支配万物者,主体本身

不是一实现价值之主体。0�nw

以上判断应是劳思光分析老子自我境界时的前

定理解, 依此理解, 他断定老子不可能肯定 /德性

我0,又由于老子明确不肯定 /认知我 0、/形躯我 0,

于是就用排除法得出老子肯定 /情意我 0的结论。
这里涉及对 /道 0的内涵的理解。据前所论,道不仅

是世界本原,也是价值依据, 由形上而形下, 这在老

子那里并无窒碍。劳思光的理解当是以西方哲学反

向 /格义0老子哲学的结果。关于此间局限,可见刘

笑敢对陈康、袁保新观点的评析 �nx。

依以上分析, 则需要对老子的自我主张重新判

断, 由于肯定老子学说本质上属于价值理论,主体活

动表面看循道而行,由于道为自然所规范,自然乃人

文自然,因此主体活动方向实为价值所决定。此价

值之具体内容也许与孔子不同, 若将劳思光所主张

的 /德性我 0泛化为 /价值我 0, 以此 /价值我 0统摄
孔子所肯定之德性我及老子所肯定的我,从而解决

老子自我主张在劳思光的解释框架中的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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