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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生命观的视角研读《黄帝内经》与《道德经》,两部经书之间都涉及了道德养生。从《黄帝内经》的“知道尊

德”,到《道德经》的“道主德从”,都揭示了道德能够赋予生命体能量。医道两家涉及的道德养生,不仅是个

人的养生,也是万物的养生。两部经书还提醒人们,在个人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道德治理是相互迁移的

生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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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三经通常被认为

是中国传统道学的三大体系,三经所讲述的生命观,
均不受现代定义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历史—现在—
未来的变化都可以相互穿越。这里仅以《黄帝内经》
与《道德经》两经为研读对象,以生命观的视角,尝试

阐述其间相通的道德治理理论。
一、《黄帝内经》中的生命观———知道尊德

《黄帝内经》不仅是人们养生治病的经典,也是万

物养生的百科全书。从《黄帝内经》素问的前两篇“上
古天真”与“四气调神”中,人们不难发现经典中的道

德所指的是自然规律,道德和生命有着紧密的联系。
道德观念,退藏于密,关系着人类生命的存亡。

在《黄帝内经·素问》的首篇———《上古天真论》,
黄帝向岐伯发问的第一个问题:听说上古时候的人,
年龄都能超过百岁,动作不显衰老,为什么现在的人

50岁就不行了? 岐伯就以道德的生命观念回答道: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

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所以

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1]。
这段文字开头言“道”,收尾谕“德”,论述了上古时代

的文明。那时的人们既知“道”,也尊“德”,非常熟悉

养生的大道,能够循法守度,运用法于天地的阴阳互

生的变化之理,调和自己养性与修身的生命变数,饮
食起居都为正常状态,不贪纵妄念,劳累过度,这样便

确保了形神互生,……那些之所以能够年龄超过百

岁,动作还不显得衰老的老人,是由于他们恪守全德

的养生之道,道德修养完备,没有贪求的欲望,其心身

才不被危害的邪气浸淫,故而德全则不危,大德必寿,
相反就会德危则不全。全段非常突出地指出了养生

的重要性,是在于养护生命,既要领悟养性之道的生

存,又要掌握修身之德的活法。在《上古天真论》的结

尾之处,我们再次看到了“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1]7

的观点重申。这些都说明了,道德可以让人们得到福

报,滋养人们的生命,益寿延年,故《黄帝内经》为养生

之大经。
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四气调神大

论》,开篇再次重提“道”与“德”。教导人们在春夏秋

冬的气象运化中,人们的情志要遵循生长收藏之道:
“以使志生”的“养生之道”“使志勿怒”的“养长之道”
“使志安宁”的“养收之道”和“使志若伏若匿”的“养藏

之道”,并且进一步指出“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

止,故不下也”[1]8-10。天气是清净和光明的,其中蕴藏

了遵循生长收藏之道的德,并运行变易无休无止,天
因藏而不露,故能永不衰减。这里明言天气,实际上

也暗含了用取象比类思维启示人们,不仅养生、养长、
养收、养藏之道适用于个人养生,让人们清净法道,明
德隐藏,以保天真,同时这样的生长收藏之道,也是万

物的生命之道,德需要有藏而不露之法,方可健运不

18

安徽开放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息。除上所述外,《黄帝内经》中还多处提到了“天人

相应”思想。说明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个人养生与

万物 养 生 是 相 通 的。比 如“善 言 天 者,必 有 验 于

人”[1]281,“善言天者,必应于人”[1]508。这里“善言天”
的“验于人”和“应于人”所表达的“天人相应”思想,也
都在说明,道德影响着生命质量与寿夭,不管是宇宙

演化的生命,还是个体人生的生命,其大无外,其小无

内,这些我们也可以从现代生命科学的暗物质、暗能

量和量子物理学等研究现状中得到认知。
此外,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和《灵枢》的全部

162篇中,共有82篇提到了“道”,而在这82篇中,有

16篇明确提到了“德”,由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展

开。然而,这么多有关道德的内容,让我们不得不联

想到成文早于《黄帝内经》的老子《道德经》。从古人

的医道同源来看,也需要我们从生命观来认识《道德

经》。
二、《道德经》中的生命观———道主德从

众所周知,《道德经》是由《道经》与《德经》两个部

分组成。老子的原顺序通常被认为是“德道”,其本意

与“得道”密切相关,后人根据时代需要,将两经合编

为一部《道德经》。为了与现在常见文本一致,本文以

后人编排次序,来论述与《黄帝内经》相通之处。
老子《道德经》提到的“道德”充满着生命能量,蕴

藏着万物自然生长的生命观,在第二十一章的首句: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2],这里的大德形态,由道所

定,清楚阐明了道与德两者的主从关系。由于,德源

于道,道隐于德,所以,认识“道”的隐性无形,必须要

通过“德”的显现有形,由“德”行来顺从于“道”用。通

俗说,就是通过德行来发掘隐藏在其中的道理;简言

之:“道主德从”。依据《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

谓道”[3]为宇宙万物的生命之本,以及《黄帝内经》的
“阳化气,阴成形”[1]35,为宇宙万物的变化之源。我

们认为:阴主成形,为显性,阴中有阳;阳主化气,为隐

性,阳中有阴。再依据阴阳的互生、互根、互用与互藏

等关系,可以类推出《道德经》中也有“阳经”和“阴
经”,即《道经》可以视为“阳经”,《德经》可以视为“阴
经”。故而存在“道为阳”,“德为阴”。《易经·乾》“彖
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53,及《易经·坤》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3]69。《易经》
提到的“乾道统天、坤德顺承”的易理,《道德经》提到

的“道主德从”的道理和《黄帝内经》提到的“阳主阴

从”的医理,这些都是融会贯通的。其实这“三理”同
合于相同的自然规律。因此,“阳主阴从”与“道主德

从”的相通之意便不言而喻。正因如此,《道德经》里
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与《黄帝内经》里的“阳主阴

从”具有如出一辙的生命本能的道理。当我们从“阳
主阴从”来理解“道主德从”,可以发现,“道主德从”在
生命科学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帝内经》中提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彰”,故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1]23,即
人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若阳气不能发挥其重要作

用,人就会折寿,而无生命力了。阴平就是“孔德之

容”显性有形,阳秘就是“唯道是从”的隐性无形。再

如《黄帝内经》里又提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

阳燥,阳生阴长,阳杀阴藏”[1]35。即阳主生成,阴主

成长;阳主肃杀,阴主收藏。在“道德”之间,也有着这

些阴阳关系的生命本能,“道”给出了生命赖以存在的

时空,“德”提供了生命赖以存活的能量。积累了

“德”,万物的生命能量得以蕴藏,可以备时用,但偏离

了“道”,万物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我们在研读《道德经》时,发现了经文的行文有个

规律。先人在整理《道德经》时,通常会以每两个句子

相连,前后相互呼应地讲述某道理。基于取象比类思

维,可以发现其中内含着阴阳关系,与中医的“阳主阴

从”相同。从语法上看,通常前句为“阳”,后句为

“阴”。这种“阳先阴后”的表述形式,在经文中随处

可见。
例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名言:“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2]106。将这两句连贯起来,用象思维的阴阳关系

分析,可以发现存在着阴阳交互感应而转化的关系。
即前句是从“道生一”到“生万物”,其中的四个“生”象
为阳,是以阳的生发形式在前;而后句是由万物交合

冲气致和,其“抱”象为阴,以阴的收和形式在后。从

《黄帝内经》的“阳化气”视角来看,这里非常明显地展

现了,道“生”一的是气象,其二会产生阴阳二气象,阴
阳二气相交能够生成三气象,三气象又能够生成万物

的气象万千,而万物众生都离不开阴阳,阴阳二气互

相生动的升浮降沉,自然有序变化归一“抱”,为和平

之气象,说明生命是以气的道德运行而生,以气的阴

阳和合而存续。很明显,这与《黄帝内经》“自古通天

者,生之本,本于阴阳”[1]14 与“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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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之纲纪”[1]34 相通,万物生命的根本通于天地阴

阳,而归于气象。
《道德经》的第五十一章全文的行文方式,也有

“阳主阴从”前呼后应的主从关系。“道生之,德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

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
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2]119。以下就本章表述的次

序,按照“阴阳语法”关系,以每两句为一段进行解读。
本章开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

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里第一句以生发的形式

论述了道生德育,即“道”可以生成万物;“德”可以养

育万物,万物显现出各式各样的形态,是由于自然而

促使万物成长起来。第二句以收和的形式得出,世上

万物收和没有不遵循道理和德性,既万物没有不尊崇

“道”,也没有不珍贵“德”,这与《黄帝内经》的“阳生阴

长”(《素问·阴阳应象》)相通,即天主生物,地主成

物,阳化万物之气,阴成万物之形。
接上文:“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这里第一句以生发的形式说明了“道”的尊崇,“德”的
珍贵,是由于“道”和“德”都是让世上万物顺其自然的

生存。第二句以收和的形式得出,“道”生长万物;
“德”养育万物,“道”使世上万物发育而生长;“德”使
世上万物成熟而结果,道德生养“道主德从”的循环反

复。这也可以在《黄帝内经》中看到相通之意,“天为

阳,地 为 阴;日 为 阳,月 为 阴;行 有 分 纪,周 有 道

理”[1]69-70,即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天地日

月按照一定时空有序运行,其周环也有自己的道

和理。
本章最后一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前三个短语以生发的形式说明了“玄德”
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对于自然生命的万物,不可生

长占为己有的欲望,不能自恃依赖,不可制服主宰。
第四个短语以收和的形式得出,拥有以上三个基本品

质的德,就可以称作自然无为的最高深的德性。这与

《黄帝内经》的“生而勿杀,长而勿罚,化而勿制,收而

勿害,藏而勿抑,是谓平气”[1]512 相通,即强调对生命

的万物生时而不杀伤,长时而不削罚,化时而不制止,
收时而不残害,藏时而不抑制,这是和平之气。

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和《道德经》都阐述了生命

道德的真要意义,天地万物生、长、化、收、藏都在遵照

着道德来运行,劝告人类活动要遵道守德。不管是人

生还是众生,养生都要顺从生命规律来行动。相反,
就会背道而施,丧失道德,不利于生命存在,不仅个人

夭折损寿,还会破坏自然,甚至发生毁灭人类的灾难。
因此,道德所蕴含的生命规律不容违反,养生的最高

境界,不仅是指个人的养生,还是指众生与万物的养

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建立生命观念的道德治

理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道德经》这种“阴阳语法”,使得

语言含义更具有流传后世的生命力,甚至在其他经典

古籍也很常见。这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史哲书海中,
也可以作为学者选书精读和收藏的准则。

三、《黄帝内经》和《道德经》相通之处的道德治理

当我们在研读《黄帝内经》与《道德经》的道德理

论的时候,可以发现经文中某些篇章的养生,将个人

健康治理与国家安康治理进行了交融,国家治理也是

在追求国家养生,其养生依赖于道德赋予生命体的能

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部经文所言的道德,不是

现在常说的“约束人们言行准则和规范”伦理含义。
经文中的道德是指自然规律,道德具有能量的,她决

定着生命体的活动能力,当生命体获取的道德能量越

多,生命力就越强。
(一)《黄帝内经》的道德治理

《黄帝内经》阐述德气:“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

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4],告诉人们天“德”与
地“气”的合为“德气”,德气是道的信息场,无处不在,
并与道相通,德气为人类生活提供能量,并滋养着一

切生命。先人们在长期内证自身与外验环境的实践

中认识到,符合道德运行规律的德气具有物质的高能

量,不仅维持着人们的生存活动,也能够让万物自然

生存发展,可以说,德气的气数决定着生命的长短。
在《师传·第二十九》开篇,黄帝十分明确地指出:德
气能够“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
德泽下流”[4]1150。黄帝以上为民,以下为己,不仅体

现了他爱戴人民胜于自己,还说明了民生与养生要同

时治理,并以此作为准则来推广实施,使百姓免受疾

病痛苦,百姓和领导者方能相互亲和,这样就可以让

德气的能量像水一样地流传给后代。岐伯随后解答:
“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

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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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4]1150。
领导者在治理民生与治理自生上,在治理那里和治理

这里上,在治理小事和治理大事上,在治理国家和治

理家庭上,从来没有逆其德气而能治理好的,领导者

只有顺其德气才能治理得好。顺者养生,不仅是指要

把握人的阴阳经脉之气,还须要把握人世间的德气顺

逆,这样就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人

生与民生都养好,国家也就自然治理好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感悟到,在个人治理、家庭治理、

国家治理等一系列治理活动中,所遵循的自然规律都

同归于道,德气同道相通。领导者需要得其大道,顺
其德气,同步治理,在延长自己气数的同时,让天下和

平赓续。相反,如果内心逆其道,不顺德气,肉身终将

失去健康,不仅个体的生命会受到危殆,组织或者国

家的生命也将不得幸免。
(二)《道德经》的道德治理

《道德经》的核心内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自然。
由于人与自然是相通的,故而可以基于自然的道德来

治理人与国家。最为突出的在《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

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

乃普。”[2]124 这句通常理解为:用“道”理来修养自身,
其“德”可以纯正真实;把这个“道”理实施于自家,其
“德”可以游刃有余;把这个“道”理实施于自乡,其
“德”可以作为楷模;把这个“道”理实施于自己的国

家,其“德”可以繁荣丰盛;把这个“道”理实施于天下,
其“德”可以推广普及,获得普世,让天下安定。总之,
有了合于“道”的修为,便能放诸四海而皆准。

再来深入理解上述“五修”,其表达的含义可以归

纳为三层。其一,从“修之于身”来看,“修身”所言的

是指以合于道德运行规律,不间断地进行性命双修,
不要有痴迷不悟的贪心妄念来获得自己的心身健康。
其二,从修身、修家、修乡、修国、修天下的次第顺序来

看,先内求自己的生活之性命,再外求天下万物之生

命,与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5]的思想

一致,都是先修自身,再治天下,同源于内感外应的顺

序。其“道”是由内向外的相求,即先同声相应地“和
亲”人心,然后再同气相求地“德泽”天下,如此天下便

可以太平昌盛,绵延不绝。为了强调“先内再外”的链

接顺序,老子还在“五修”的后面用“五观”来加以说

明,“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

天下观天下”。其三,从“身”与“天下”的道德定位来

看,由于修身与修天下两者思想都要合于“道”,修身

之德与修天下之德所遵循的“道”理是相同的,因此不

论对于个体或是国家,修“德”的自然规律是互联的,
这便与孔子提出“德不孤,必有邻”[5]90 是相通的。这

样的道德使得万物均能成为一体,万物都有共同的生

灵。由于,人生与天下的“道”共同融合,混成一理,在
存续的时空中,有着不可分割性。故而在以德行来处

理相关事务时,既可以相互迁移,也可以合二为一。
《道德经》“身”与“天下”的共享关系告诫领导者:

修身,先修好自身,再去教化他人;治理,先自律行事,
再去管理人事。“身”与“天下”两者的“道”理相通,德
性相交,可以相互迁移。所以,领导者在管理组织时,
应视等同于自己的修身养性,时时注意排除自身的隐

患,以及化解组织的危机,使两者都安康无病。
(三)个人与国家的道德治理

不管在任何国家中,普通人的心身健康,一般只

是影响到他本人和家庭的命运。但是,而作为国家的

领导者来讲,那就不仅影响到他(她)本人及家族的命

运,还会影响到他(她)所治理的国家命运与人民安

康。尤其是在集权统治国家,如果领导者能够以道德

治理,做到把自己的健康视为大家的健康,或者以大

家的健康视为自己的健康,就可以实现共登寿域。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皇帝中,不论是第一个称帝

的秦始皇,还是后来的历朝帝王,个个都想健康长寿,
永享天下。但是,绝大部分的皇帝不是累于政事,就
是沉溺淫乐。尽管皇帝有御医护养,可还是体弱身

孱,难以活得长久,最终王朝也没落灭亡。究其原因,
是他们没有用自己的心身来体悟《黄帝内经》与《道德

经》,去完成知行合一的道德治理,也没有认识到个人

道德治理的医道与国家道德治理的政道,两者的生命

观是相通的。更没有将医德与政德两者打通,共同完

成道德治理。
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人为地分割了医与政的道德

治理关联,没有将医与政的道德治理相互迁移。在执

政期间,往往不明白生命观的道德治理关系,没有去

尊生爱惜自己的身体,内求自己的行为自律,而是贪

欲无限,放任自我的生活;外求获得健康,却把自己的

养生寄托于他人,甚至梦想遐举长生。典型的代表人

物秦始皇,有着统一六国的治理伟绩,却抛弃自己的

道德治理,企图通过外求来实现自己的延年益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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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道士们去探寻长生不老之药,结果穷尽一生精力

终不得其果。享年只有49岁。在他称帝后,仅在位

15年[6]。更甚者是汉成帝刘骜,虽然早年爱读经书,
喜欢文辞,宽博谨慎。但在18岁,执政以后,有点业

绩,却长年贪乐,酒色无度,荒淫无道。没有做到知行

合 一。最 后,死 在 妃 子 怀 抱 之 中。终 年 也 才

44岁[6]82-84。
我们再来看一下历代皇帝寿命与执政年限的数

据。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如果皇帝明白医学与为政同

道,懂得医德与政德两者相通合一,能够做到互动迁

移的道德治理,并且做到知行合一。这样的帝王寿命

就不会短,在位执政年限相对地也会长,留给后世的

治理经验也就丰富了许多。在这样的帝王中,最为突

出的要数清朝大一统皇帝———乾隆,他25岁登基,执
政了60年,寿命达到89岁[6]1448-1466。他既能够自律

治理个人的养生,也能够遵循道德来治理国家。此

外,唐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唐玄宗,皇家李氏第五

代的李隆基,27岁受禅即位,执政44年,享年77
岁[6]699-706。他早年为政时候,遵循《道德经》的道德治

理国家,实现了道高益安,但是,在晚年,他却违背了

生命观的道德治理,只顾自己养生,不管国家治理,结
果势高益危。

四、结语

以现代生命观来看《黄帝内经》与《道德经》,《黄
帝内经》不仅是部个人养生的经典名著,也涉及如何

治理国家;《道德经》也不仅是部治理国家的经典名

著,也提到了如何个人养生。基于生命观来看医与道

的两部经典,不仅在思想上存在相通,在内容体系上

也存在着相似,两者如同姊妹关系。古人在道德上的

论述,通常会以取自然之象,比生命之类,将个人养生

与国家治理相互融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病国殃民。
《黄帝内经》与《道德经》时刻都在提醒不同时代的人

们,要从生命观的角度来凝视养生与治理。不论是人

的个体,还是群体,都要保护人类的生命养生与万物

的生命养生。从现代的分形理论来看,个体养生与万

物养生,都存在生命系统性的相通与相似,故而存在

两者的治理理论可以相互迁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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