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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传承优秀文化 ，解读历史经典 ，开启智慧
之光 。 今天 ，我们继续学习 《道德经 》第六十
五章 。

原文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
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
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
乃至大顺。

这一章说明治国的法则 ，指出不能靠智术
巧诈治国。 共分三层。 第一层，开篇至“将以愚
之 ”；第二层 ，自 “民之难治 ”至 “国之福 ”；第三
层，自“知此两者亦稽式”至结束。

先看第一层。古之善为道者。为道，取法并
奉行大道。 意思是古代善于行道的人。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明，精巧、智巧。 愚，
朴质、敦厚，使动用法 ，使……愚 。 意思是他们
不是让黎民百姓精明而有智巧 ，而是借着道的
奉行使黎民百姓愚拙敦厚 ，回复到婴儿般真诚
淳朴的状态。

这一层的言说对象是 “古之善为道者 ”，指
古时候善于体悟道、 施行道的氏族部落首领 ，
对他们治理部落的基本原则作了介绍 ，也就是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明民”的字面义是使
民明 ，但这个 “明 ”不能按现代人的理解作 “聪
明”讲，而是指带有贬义的小聪明或精明。老子
认为，有大聪明的人不难治，耍小聪明的人 ，鬼
得很，滑得过头，这样的人才难治 。 所以 ，老子
用 “愚 ”与 “明 ”对举 ，“明 ”带有贬义 ，“愚 ”就带
有褒义了。 当然，这个“愚”不能按照现代汉语
的用法理解成愚昧 ，而是指不过于精明 、不耍
小聪明， 这才是老子的本意。 《列子 》“愚公移
山”的寓言故事中有位智叟嘲笑愚公移山的行
为。 这则故事就是说明所谓的“愚公 ”不愚 ，所
谓的“智叟”不智。 列子用寓言的形式 ，形象说
明老子关于“智”与“愚”的观点。

接下来 ，看第二层 。 民之难治 ，以其智多 。
智 ，巧诈 、智巧 。 意思是黎民百姓之所以难治
理 ，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机巧过多 ，脱离了
真诚淳朴状态。 这里的“智”与第十九章 “绝智
弃辩 ”的 “智 ”含义相同 ，都是指智巧 、机巧 ，而
不是智慧。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贼，祸害、灾祸。意思
是依靠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

不以智治国 ，国之福 。 意思是不凭借智巧
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祉。

这一层指出黎民百姓难以治理的根本原

因是君主侯王凭借过多的机巧伪诈治理国家 、
管理社会， 正如徐复观先生的解释 ，“智多 ，即
多欲；多欲则争夺起而互相陷于危险 。 老子始
终认为人民之所以坏 ，都是因为受了统治者的
坏影响。 人民的智多 ，也是受了统治者的坏影

响”。 所以，老子才以肯定的语气强调 “依靠智
巧治理国家 ，是国家的祸害 ；不凭借智巧治理
国家，是国家的福祉”。

接下来，看第三层。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
稽式，是谓玄德。 知，识别、辨别。 两者，指上文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稽
式，法式、准则。玄德，神奇而又深邃的德，与第
五十一章中的“玄德”含义相同。意思是知道这
两者的差别 ，也就明白了治国的法则 ，这就叫
神奇而又深邃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反，通“返”。意
思是用“玄德”来指导治国理世的道理 ，十分精
细，非常深奥，能够与万物一起返归本始真朴。

然后乃至大顺。大顺，指自然通泰，完全顺
应。 顺应什么？ 与这一章开篇“古之善为道者”
照应 ，也就是顺应天下大道 。 意思是有了 “玄
德”之后，就会完全顺应天下大道 ，这样才能够
进入最自然的境界。

春秋末年 ，传统礼乐政治作为周朝的主流
政治思想 ，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 。 老子的思
想建立在全新的世界观上 ， 是对周朝传统政
治思想的否定和超越 ，当时理解的人不多 ，所
以老子说自己 “独异于人 ” （第二十章 ），并被
当时的人们所嘲笑 ，也就是 “下士闻道 ，大笑
之 ，不笑不足为道 ”（第四十一章 ）。 在老子看
来 ，要想治理好国家 ，必须 “与物反矣 ”，走与
周朝政治传统完全相反的路 。 直到今天 ，“非
以明民 ，将以愚之 ” “以智治国 ，国之贼 ；不以
智治国 ，国之福 ”这样的话 ，仍然与一般人的
常识相违背 ，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 但中国历
史上的 “文景之治 ” “贞观之治 ” “开元盛世 ”
“康乾盛世 ”，都与遵循 “不以智治国 ”的基本
原则密切相关 。 可见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 ， 尤其是掌握在老子这样的大圣哲级的
少数人手中 ！

通过以上讲述可以看出 ，春秋末年社会
动荡 ， 机巧丛生 ， 各诸侯国间斗智斗巧 ，君
主侯王如此 ， 上行下效 ， 黎民百姓也是如
此 。 面对乱世 ，如何施行有效的治理 ？ 老子
进行了深入思考 。 他认为 ，引导黎民百姓步
入太平盛世是举国上下的共同心愿 ，既需要
君主侯王奉行 “不以智治国 ” ， 也需要黎民
百姓起而响应 ，以淳朴敦厚的姿态顺应这种
治理方式 。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 ，老子明确提
出了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 ”
的著名命题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一些人据此认为老
子提倡的是 “愚民 ”政策 ，这种看法 ，仅从字
面上理解 “愚 ”是片面的 。 其实 ，把老子这一
著名命题放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大背景中考

察 ，再联系老子围绕 “不以智治国 ”所作的一

系列阐述 ，就不难看出 ， “非以明民 ，将以愚
之 ”中的 “明 ”是因巧诈过多 ，遮蔽了本来的
良知与淳朴 ，实为 “不明 ”； “愚 ”是 “自然 ”的
代称 ，是一种充满良知 、婴儿般真诚淳朴的
状态 ，实为 “聪明 ”。 持这种看法的人 ，大多是
忽略了老子这一章开篇就明确提出的言说

对象 “古之善为道者 ”，他在这一章所说的一
切道理 ，都与上古 、中古 、近古时代已经体悟
并把握住了天下大道 、进入 “玄德 ”层面 、达
到 “赤子 ”境界的圣人有关 。 只有他们 ，才是
“善为道者 ”，才能通过施行天下大道 ，以自
己的淳厚真朴 ， 带动黎民百姓的淳厚真朴 ；
以自己的 “无为而治 ”，使得 “下知有之 ” “百
姓皆谓 ‘我自然 ’”。 在这种 “太上 ”的理想治
理层面中 ，一定是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 ”，一
定是 “不以智治国 ”的 。

其实 ， 老子在这里引出了两种治国主张
和方法 。 一种是 “以智治国 ”，一种是 “不以智
治国 ”。 前者凭借机巧 、伪诈和虚伪的 、背离
天下大道的仁 、义 、礼治国 ，后者凭着淳厚真
朴 、与道合一的 “玄德 ”所生发出来的德性 、
德行治国 。 “以智治国 ”看似花里胡哨 、有声
有色 ，实是虚假的 、伪善的 、充满机巧的 ，是
违背天下大道的 ；“不以智治国 ” 似乎违背流
行观点 ， 并且有一定难度 ， 但它符合天下大
道 ，是能够造福百姓 、稳固江山社稷的 。

顺着老子的思路观察和分析 ，人类社会
产生私有制 ，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 、封建
社会 ，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后 ，实行的大多是
以智治国 ，以愚治国被逐渐抛弃了 。 尤其是
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 ，周期性的经济
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 ，资本主义发
展到腐朽的 、 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 ， 侵略 、
扩张 、掠夺的本性暴露无遗 ；人类社会机巧
丛生 、物欲横流 、道德滑坡 ，突破底线的事
情时有发生 ；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恶化 ，全
球气候变暖 、生态严重失衡 ，自然灾害不断
出现 。 所有这一切 ，都与人心失道失德所造
成的社会失范有关 。 要有效应对来自人自
身 、 人类社会 、 自然界的多种严峻挑战 ，应
从人类文明 “轴心时代 ”的思想宝库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寻求答案 ，对老
子不以智治国 、以愚治国的主张 ，实行创造
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走出一条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

总之 ，这一章以古代圣人以道治国为例 ，
阐述以愚理民 、以愚治国的政治理想 ，对比说
明以智治国和以愚治国的不同结果 ，启发人们
尤其是君主侯王自觉进入玄德层次 ，返归淳厚
真朴，进入天下大道的境界。

（记者 黄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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