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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子»的“天下秩序”有两个层面:现实层面和理想层面ꎮ 现实层面是

“一种各个国家(既包括大国又包括小国)自我约束、兼顾各方利益且坚持和平主义的、
具有等级制特征的秩序ꎮ”理想层面是“全天下由所有小国组成ꎬ以‘道’为准则ꎬ坚持和

平、和谐、互不干涉、互不交往的秩序ꎮ”
〔关键词〕«老子»ꎻ天下秩序ꎻ和平主义

一、«老子»的“天下”与“世界”具有相似性

在«老子»一书中ꎬ“天”字出现了 ９２ 次ꎬ主要的含义有三个:一是表示地理

意义上的“宇宙”ꎬ与“地”相对ꎬ“天地”合用ꎬ例如ꎬ“无名ꎬ天地之始”(第一章)ꎬ
“天地不仁”(第五章)等等ꎮ 二是表示“自然”———一种客观性、规律性ꎬ而非物

理意义上的“自然界”ꎬ例如ꎬ“攻遂身退ꎬ天之道也” (第九章)ꎬ成玄英疏:“天
者ꎬ自然之谓也ꎮ”三是表示“天下”ꎮ “天下”一词ꎬ在«老子»一书中出现的频率

也很高ꎬ一共出现了 ６２ 次之多ꎬ由此可见ꎬ“天下”是«老子»的重要概念ꎮ 根据

赵汀阳的分析ꎬ“天下”的基本意义是:“(１)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ꎬ相
当于中国式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ꎻ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

界ꎮ (２)进而它还指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ꎬ即‘民心’ꎬ比如当说到

‘得天下’ꎬ(３)最重要的是它的伦理学 /政治学意义ꎬ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

—７５１—



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ꎮ” 〔１〕

那么ꎬ«老子»的“天下”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仔细梳理«老子»的“天下”概
念ꎬ发现其所说的“天下”与我们平常所说的“世界”具有相似性ꎮ 一方面是指地

理意义上的“宇宙”ꎻ另一方面是指包括所有人的人类共同体ꎬ即«老子»的“天
下”是最高的“共同体”ꎮ 其中ꎬ“天下”的地理意义无用赘言ꎬ«老子»的“天下”
是最高的“共同体”ꎬ在«老子»第五十四章可以得到佐证:“修之于身修之于

家修之于乡修之于邦修之于天下以身观身ꎬ以家观家ꎬ以乡观

乡ꎬ以邦观邦ꎬ以天下观天下ꎮ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 以此ꎮ”«老子»的“天下”是
超越了“家”“乡”“邦”(国)的ꎬ这一架构与我们今天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是
相似的ꎬ因此ꎬ«老子»的“天下”与“世界”具有同构性ꎮ 此外ꎬ美国著名汉学家本

杰明史华慈指出:«老子»“的确成功地反映了理路上极其统一的富有诗性色

彩的世界观(ｐｏｅｔ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ꎮ” 〔２〕西方的学者也把«老子»的“天下”看
作是“世界”ꎬ所以ꎬ本文认为ꎬ把«老子»的“天下秩序”思想类比于“世界秩序”
理论是妥当的ꎮ

«老子»的“天下秩序”与儒家的“天下秩序”有着重要的区别ꎮ 第一ꎬ«老
子»的“天下秩序”没有君臣等级的区别ꎮ 儒家的“天下”概念是以天子的权威为

基础的ꎬ即所谓的“普天之下ꎬ莫非王土ꎬ率土之滨ꎬ莫非王臣”ꎬ但«老子»的“天
下秩序”中却没有这样的君臣等级结构ꎮ 不过ꎬ«老子»还是主张国家与国家之

间存在着等级结构ꎬ但含义与儒家不同ꎮ 第二ꎬ儒家把天下分为中华—夷狄两个

部分ꎬ存在着“华夷之别”ꎮ 认为中华君临在上ꎬ而夷狄则臣于其下ꎻ中华居中

央ꎬ而四夷作为边缘地带存在ꎮ 而«老子»的“天下秩序”理念中ꎬ不存在儒家这

种以文明优劣划分天下的标准ꎮ

二、天下秩序的混乱之源:功利之心与战争

«老子»第三章指出:“不尚贤ꎬ使民不争ꎻ不贵难得之货ꎬ使民不为盗ꎻ不见

可欲ꎬ使民心不乱ꎮ”即老子认为ꎬ不标榜贤明ꎬ就能使普通民众不起争斗之心ꎮ
不珍惜难以获得的财富ꎬ就能使民众不起盗窃之心ꎮ 不显耀引起贪心的东西ꎬ就
能使民众不心生惑乱ꎮ 虽然ꎬ对“尚贤”一词的理解有差异(一说是标榜贤明ꎬ一
说是不尚财货)ꎬ仔细揣摩ꎬ明代释德清«道德经解»的解释最为正确ꎬ他解释为

“尚贤ꎬ好名也ꎮ 名ꎬ争之端也”ꎮ “尚贤”就是争取名声ꎮ 总之ꎬ追求稀有货物就

会对行为造成妨碍ꎬ造成失序ꎬ即“难得之货ꎬ令人行妨ꎮ”(第二十四章)
又ꎬ第四十四章中提出了著名的“老子三问”:“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ꎻ多藏必厚亡ꎮ”老子这里提出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名声和生命比起来ꎬ哪一样更亲切? 生命与货物比起来ꎬ哪一样更加贵重?
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ꎬ哪一样更加有害? 事实上ꎬ答案就已经蕴含在其中了ꎬ即
常人多轻身而殉名利ꎬ贪得而不顾危亡ꎮ

以此我们可以看出ꎬ老子认为人具有功利性ꎬ人会去追求名声、财货和利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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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欲望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还会存在争斗ꎮ “老子三问”的目的

就是提醒世人:生命比名利重要ꎬ更加可贵ꎬ爱财藏财必将招致盗贼ꎮ 唐代的学

者王真对此进行了世界政治角度的引申〔３〕:
又争之徒众矣ꎮ 今臣略举梗概ꎬ皆起于无思虑ꎬ无礼法ꎬ不畏惧ꎬ不容

忍ꎮ 故乱逆必争ꎬ刚强必争ꎬ暴慢必争ꎬ忿至必争ꎬ泰奢必争ꎬ矜伐必争ꎬ胜尚

必争ꎬ违愎必争ꎬ进取必争ꎬ勇猛必争ꎬ爱恶必争ꎬ专恣必争ꎬ宠嬖必争ꎮ 夫如

是ꎬ王者有一于此则师兴海内ꎬ诸侯有一于此则兵交于其国ꎬ卿大夫有一于

此则贼乱于其家ꎬ士庶人有一于此则害成于其身ꎮ
总之ꎬ老子认为ꎬ人性中只要有欲望ꎬ就会引发争端ꎮ 关于解决之道ꎬ老子明

确地给出了答案:只有“知足”和“知止”才能免除祸害ꎮ “故知足不辱ꎬ知止不

殆ꎬ可以长久ꎮ”“故知足之足ꎬ常足矣”ꎮ (第四十六章)引申之ꎬ无论是个人的人

身修为ꎬ还是国际交往之间ꎬ都需要做到“知足”和“知止”ꎮ 同时ꎬ老子还从反面

进行了申说:“祸莫大于不知足ꎬ咎莫大于欲得ꎮ”(第四十六章)ꎮ
事实上ꎬ这种人性论与西方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人性观察相同ꎮ 甚至ꎬ古典

现实主义理论的人性论假设中ꎬ«老子»的思想可能就是其来源之一ꎮ 例如ꎬ古
典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总结现实主义的六个原则时ꎬ第一个原则

就提出了人性ꎬ他认为:“政治现实主义相信ꎬ总的讲来像社会一样ꎬ政治是由根

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的政治法则的根源在于人性ꎬ自从中国、印度和希

腊古典哲学的努力发现了这些法则以来ꎬ人性就没有发生过变化ꎮ” 〔４〕

«老子»一书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兵书”ꎬ如唐代的王真在«道德真经论兵要

义述»中说:«老子» “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ꎻ苏辙说:“
此几于用智也ꎬ与管仲、孙武何异?”王夫之说:“言兵者师之”ꎬ“持机械变诈以徼

幸之祖也”ꎮ 近代学问家章太炎«訄书儒道第四»中说:“老聃为柱下史ꎬ多识

故事ꎬ约«金版»、«六韬»之旨ꎬ著五千言ꎬ以为后世阴谋法”ꎮ〔５〕 在«老子»一书

中ꎬ明确论述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有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八章、第六十九

章、第七十六章ꎮ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ꎬ中国的兵家关于战争的具体战术思想上讨论很多ꎬ

即如何打赢战争ꎬ«老子»也有讨论ꎬ如“以奇用兵”等ꎬ但«老子»的重点不在于

此ꎬ而是讨论“天下秩序”如何能够维持“和平”的问题ꎮ
首先ꎬ«老子»是反对战争的ꎮ 强调“不以兵强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ꎬ不以兵强天下ꎬ其事好还ꎮ 师之所处ꎬ荆棘生焉ꎮ 大

军之后ꎬ必有凶年ꎮ 善有果而已ꎬ不敢以取强ꎮ 果而无矜ꎬ果而无伐ꎬ果而无

骄ꎬ果而不得已ꎬ果而勿强ꎮ 物壮则老ꎬ是谓不道ꎬ不道早已ꎮ”(第三十章)
王弼«注»为:

“以道佐人主ꎬ尚不可以兵强于天下ꎬ况人主躬于道者乎? 言师凶

害之物也ꎮ 无由所济ꎬ必有所伤ꎬ贼害人民ꎬ残荒田亩ꎬ故曰‘荆棘生焉’
善用师者ꎬ趣以济难而已矣ꎬ不以兵力取强于天下也ꎮ 吾不以师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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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ꎬ不得已而用言用兵趣以济难ꎬ然时不得已后用者ꎬ但当以除暴乱ꎬ不
得遂用果以为强也ꎮ 壮ꎬ武力暴兴ꎬ喻以兵强于天下者也ꎮ 故暴兴必不

道ꎬ早已也ꎮ”
从«老子»与王弼«注»中可以得出:老子是从臣或者将军的角度出发进行讨

论的ꎮ 认为用道来辅助国君的人ꎬ不靠兵力来逞强天下ꎬ用兵这件事一定会得到

还报的ꎮ 军队所待的地方ꎬ就会长满荆棘ꎮ 大战之后ꎬ就一定会变成荒年ꎮ 善于

用兵的只求达到救危济难ꎬ不用兵力来逞强ꎮ 达到了目的却不自我矜夸ꎬ达到了

目的却不自我夸耀ꎬ达到了目的却不骄傲ꎬ达到的目的是出于迫不得已ꎬ达到了

目的不要逞强ꎮ 因为ꎬ凡是气势壮盛的就会趋于衰败ꎬ这是不合于“道”的ꎬ而不

合于“道”ꎬ就会更早的失败ꎮ
在这里ꎬ老子反对非正义战争ꎬ特别是争霸的战争ꎬ“不以兵强天下”ꎮ 其原

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符合“道”ꎮ “道”是老子最为核心的概念ꎬ从政治

的角度来理解ꎬ“道”的含义大致是“谦下”ꎬ按照老子的学说ꎬ“谦下”就会天下

“无敌”ꎬ所以非正义的战争是道所不允许的ꎮ 二是循环效应ꎬ“其事好还”ꎮ 在

争霸的战争过程中ꎬ这一次你打败了敌人ꎬ但是过不了多久ꎬ你又会被新的霸主

所打败ꎮ 这里似乎有西方国际政治学中“霸权更替论”的影子ꎮ 三是战争会对

国家造成重大的破坏ꎮ 一方面是战场上“血海漂杵” “民生凋敝”的情形ꎬ出现

“师之所处ꎬ荆棘生焉”ꎮ 另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ꎬ对国家经济还造成巨大的

破坏作用ꎬ即“大军之后ꎬ必有凶年”ꎮ 王弼已经给出了很好的注解:“言师凶害

之物也ꎮ 无由所济ꎬ必有所伤ꎬ贼害人民ꎬ残荒田亩”ꎮ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子

的超前性: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ꎬ不是孤立地对待战争ꎬ而是把战争作为一个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来看待ꎬ特别是把战争与国家经济联系起来的观念更加值

得我们借鉴ꎬ似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萌芽性质ꎮ 此外ꎬ对强国或“王”如何护持

自己〔６〕ꎬ老子也给出了答案:不要争强好胜ꎬ保持自己谦虚的态度ꎮ
其次ꎬ如果完全不能避免战争的情况下ꎬ老子主张“慎战”:

“夫(佳)兵者ꎬ不祥之器ꎮ 物或恶之ꎬ故有道者不处ꎮ 君子居则贵左ꎬ
用兵则贵右ꎮ 兵者ꎬ不祥之器ꎬ非君子之器ꎮ 不得已而用之ꎬ恬淡为上ꎬ胜而

不美ꎮ 而美之者ꎬ是乐杀人ꎮ 夫乐杀人者ꎬ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ꎮ 吉事尚

左ꎬ凶事尚右ꎮ 偏将军居左ꎬ上将军居右ꎬ言以丧礼处之ꎮ 杀人之众ꎬ以哀悲

泣之ꎮ 战胜ꎬ以丧礼处之ꎮ”(第三十一章)
老子说ꎬ武器是不祥的东西ꎬ大家都憎恶它ꎬ所以有道之人是不会使用的ꎮ

君子平时以左边为贵ꎬ但用兵时却是以右边为贵ꎮ 武器ꎬ这种不祥的东西ꎬ不是

君子所使用的ꎮ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使用它ꎬ也应该要淡然处之ꎬ胜利了不要志

得意满ꎬ如果志得意满ꎬ那就属于喜欢杀人ꎮ 而喜欢杀人的ꎬ就不能在天下获得

成功ꎮ 喜庆的事以左边为上ꎬ凶丧的事则以右边为上ꎮ 偏将军在左边ꎬ上将军在

右边ꎬ这就是说ꎬ出兵打仗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ꎮ 打仗杀人众多ꎬ应该带着哀

痛的心情去对待ꎬ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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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还讨论了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ꎮ 主要内容为“反战” “慎战”ꎮ 老子在

此章中两次说到了“武力是不祥的东西(兵者ꎬ不祥之器)”ꎬ反对把武力作为一

种达到其目的的手段ꎬ因此ꎬ老子强烈希望建立起一个和平的、使天下人都反对

战争的“天下秩序”ꎮ
慎战方面ꎬ第六十八章再一次提到:“用兵有言ꎬ吾不敢为主而为客”ꎮ 首

先ꎬ这是“道”的要求ꎬ是指不能把战争作为一种获取利益或者权力的手段ꎬ这与

“道”谦下的特征不符ꎮ 其次ꎬ从世界政治的道德角度来看ꎬ主动发动战争去争

取利益和权力会损害国家的形象ꎬ使得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在道德上没有了认

同感ꎬ使得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观念产生重构ꎬ从而定义为另外一种身份ꎮ 所

以ꎬ“兵者而美之者ꎬ是乐杀人ꎮ 夫乐杀人者ꎬ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ꎮ”最
后ꎬ即使正义战争胜利之后ꎬ也不能狂妄自大ꎬ而是应该“杀人之众ꎬ以哀悲泣

之ꎮ 战胜ꎬ以丧礼处之”ꎮ 老子认为战争杀害太多人ꎬ对国家和民众是有很大损

失的ꎬ如果不能在战争胜利之后适当收敛的话ꎬ就会造成“物壮则老ꎬ是谓不道ꎬ
不道早已”(第三十章)ꎬ即会使自己覆灭ꎮ

«老子»有“不得已而用之ꎬ恬淡为上ꎬ胜而不美”(第三十一章)ꎮ 正如王弼

所补充的“吾不以师道为尚ꎬ不得已而用”ꎮ 老子认为ꎬ武力不是“王者”所选择

的手段ꎮ 如果万不得已而使用它ꎬ最好淡然处之ꎬ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ꎬ如果

得意洋洋ꎬ那就是喜欢杀人ꎮ 而喜欢杀人的人是不能在天下取得成功的ꎮ 即虽

然我不崇尚军事和武力ꎬ但是在不得已时是可以使用的ꎮ 因此ꎬ老子虽然反对侵

略战争和兼并战争ꎬ但是并不反对正当的防御性战争ꎮ

三、天下秩序之实力分布状态

老子不仅仅是强调小国的服从和大国的权威ꎬ而且还强调大国的谦让与随

和ꎬ要让小国信服ꎮ 其中以第六十一章最为明显:
大邦者下流ꎬ天下之牝ꎬ天下之交也ꎮ 牝常以静胜牡ꎬ以静为下ꎮ 故大

邦以下小邦ꎬ则取小邦ꎻ小邦以下大邦ꎬ则取大邦ꎮ 故或下以取ꎬ或下而取ꎮ
大邦不过欲兼畜人ꎬ小邦不过欲入事人ꎮ 夫两者各得所欲ꎬ大者宜为

下ꎮ
本章是指大国的统治者能像江海接纳河水一样甘居低下的地位ꎬ其他国家

就会像百川归海一样自然归顺大国ꎮ 自然界的那些雌性动物常常就是沉静地等

待雄性来示爱的ꎮ 以静取胜ꎬ静的一方总是表现出谦虚卑下的姿态去得到信任

和帮助ꎮ 事实上ꎬ大国无非是想让小国成为自己的附属国ꎬ小国无非是想找到大

国作为靠山而求生存ꎮ 如果两者都能做到谦虚卑下ꎬ那么各方的目的都能达到ꎮ
在大国和小国交往过程中ꎬ大国更应处在谦虚卑下的地位ꎬ因为这样做会使得各

方得其所欲ꎮ
刘笑敢先生对此章进行了总结ꎬ认为“在本章中ꎬ老子更关切的是大国、小

国各得其欲的自然的、和平的关系和秩序ꎬ而不是强权压迫下的秩序ꎮ 老子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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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对大国恃武力之强来征服小国、统一天下的ꎮ 这里的论证并不是单从

大国或单从小国的立场出发ꎬ而是从天下的立场出发ꎬ主张大小各得其所ꎬ和睦

相处ꎮ”因此ꎬ老子追求的是“大国与小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ꎬ一切国家、种族

之间的自然的、和平的、和谐的世界秩序ꎮ” 〔７〕

老子写下此章ꎬ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总结ꎮ 在春秋时期ꎬ齐、晋、楚、秦等列

强争霸ꎬ当这些大国一旦争得霸主地位ꎬ与其结盟的小国就只能唯盟主是从ꎬ成
为大国的附庸ꎮ 但是ꎬ当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国根据列强势力的消长以及国际

形势的变化可以随时脱离原来的联盟ꎬ而投靠另一霸主时ꎬ小国又成了作为谁为

霸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ꎮ 于是ꎬ一方面ꎬ小国根据时势奉一强国为霸主以寻

求保护ꎬ另一方面ꎬ强国就必须争取小国入盟ꎬ以巩固霸主的地位ꎮ 所以老子说:
“大邦不过欲兼畜人ꎬ小邦不过欲入事人”ꎮ

老子认为ꎬ要想成为真正的“大邦”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是“无为”ꎮ 如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ꎬ以奇用兵ꎬ以无事取天下ꎮ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天下多

忌讳ꎬ而民弥贫ꎻ民多利器ꎬ国家滋昏ꎻ人多技巧ꎬ奇物滋起ꎻ法令滋彰ꎬ盗贼

多有ꎮ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ꎬ我好静而民自正ꎬ我无事而民自富ꎬ我无

欲而民自朴ꎮ
老子认为ꎬ在上位者施行权谋(利器)、智巧ꎬ滥用权力ꎬ结果弄得天下不宁ꎮ

要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ꎬ就必须由统治者(圣人)本身着手ꎬ一个理想的统治者

要先自己做到无为ꎬ即爱好清净ꎬ不搅扰百姓ꎬ彻底消除嗜欲ꎬ“自化”“自正”“自
富”“自朴”ꎬ就是无为ꎮ 这样ꎬ就会出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ꎬ侯王若能守之ꎬ万
物将自化”ꎮ (第三十七章)那么ꎬ引申到“天下秩序”层面上ꎬ就是要“无事”ꎬ就
是要不搅扰民众ꎬ不搅扰百姓ꎬ不去干涉他国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ꎮ 第

四十八章又讲:“将欲取天下者ꎬ恒无事ꎬ及其有事也ꎬ又不足以取天下矣ꎮ”老子

在这里给出一种具体的行为和操作方式ꎮ
第二是“不争”ꎮ 如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ꎬ以其善下之ꎬ故能为百谷王ꎮ 是以圣人欲上

人ꎬ以其言下之ꎻ欲先人ꎬ以其身后之ꎮ 是以处上而人不重ꎬ处前而人不害ꎮ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ꎬ以其不争ꎬ故天下莫能与之争ꎮ

这里老子用江海作比喻ꎬ国际社会中国家要达到“王” (大邦或大国)的地

位ꎬ需要具备“谦下”的态度ꎬ这种“谦下”不像“守弱为强”(第五十二章)所说的

那样具有功利性ꎬ而是实实在在地具有这种品格ꎬ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的

“大邦”ꎬ因为“天下之至柔ꎬ驰骋天下之至坚”ꎮ (第四十三章)当然ꎬ“不争”的
含义自然蕴含着反对把战争作为争取霸权的一个工具ꎮ 即“善为士者不武ꎬ善
战者不怒ꎮ 善胜敌者不与ꎮ”(第六十八章)

仔细揣摩老子的思想ꎬ我们可以发现ꎬ在中国传统的“王霸之辩”之中ꎬ老子

是反对“霸”ꎬ而主张“王”的ꎮ 事实上ꎬ孟子的“王霸思想”都是此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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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ꎬ霸必有大国ꎻ以德行仁者王ꎬ王不待大ꎮ 汤以

七十里ꎬ文王以百里ꎮ 以力服人者ꎬ非心服也ꎬ力不赡也ꎻ以德服人者ꎬ中心

悦而诚服也ꎬ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ꎮ «诗»云:‘自西自东ꎬ自南自北ꎬ无思不

服ꎮ’此之谓也ꎮ”(«公孙丑上»)
老子理想的“天下秩序”是什么样呢? 他在第八十一章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小国寡民ꎮ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ꎻ使民重死而不远徙ꎮ 虽有舟舆ꎬ无所

乘之ꎻ虽有甲兵ꎬ无所陈之ꎻ使人复结绳而用之ꎮ 甘其食ꎬ美其服ꎬ安其居ꎬ乐
其俗ꎮ 邻国相望ꎬ鸡犬之声相闻ꎬ民至老死不相往来ꎮ

对于“天下秩序”ꎬ老子的理想就是:一是把国家分成众多的星罗棋布的小

国ꎮ 二是国家之间不要进行战争和征伐ꎬ不使用兵器(“什伯之器”)ꎬ不用甲兵

去列阵参战(“有甲兵ꎬ无所陈之”)ꎮ 三是让国家边境分开ꎬ划出分界线来ꎬ各国

之间不交往ꎮ
老子这样开列的“天下秩序”有太多上古社会的影子ꎬ如“使人复结绳而用

之”ꎬ但并不是没有政府机构存在ꎬ“其政闷闷”并不是否定“政”ꎬ只是希望做到

“无为”ꎬ即除了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之外ꎬ其他都不需要ꎮ 老子的这一思想一

直被认为是落后的、复古的思想ꎬ认为“小国寡民的理想与当时的历史任务是背

道而驰的”ꎮ 虽然“小国寡民”的设想是不现实的ꎬ但是理想的“天下秩序”一些

理念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ꎮ
第一ꎬ表达了“天下秩序”是一种“和平主义”的秩序ꎮ 在老子理想的“天下

秩序”中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ꎬ老子没有给战争以任何的位置ꎬ他让人们远离兵

器ꎬ远离军队ꎬ远离杀戮ꎮ 因此ꎬ老子反对战争的物质技术ꎮ
第二ꎬ表达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的相处模式ꎮ 老子在现实层面上认为ꎬ大

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ꎬ而且这种关系是自然的ꎬ而不是强迫

的ꎮ 大国应该对小国谦让ꎬ而小国也应该对大国尊重ꎬ这是由大国和小国的实力

来决定的ꎬ但是老子并不认为这样的一种秩序是最好的秩序ꎬ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大国有贪欲ꎬ春秋时代兼并战争太多ꎬ从而使得老子认为要使所有的国家都成为

小国ꎬ这样可能就不会存在兼并战争ꎬ或者即使有战争ꎬ也不会有严重破坏的战

争了ꎮ
第三ꎬ表达了一种“互不干涉”的模式ꎮ “小国寡民”的理想当然是封闭的ꎬ

小国之间相距很近ꎬ“有鸡犬之声相闻”ꎬ却老死不相往来ꎬ是一种倒退的概念ꎮ
但老子的出发点是主张“互不干涉ꎬ维持和平、和谐的天下秩序”ꎬ因为ꎬ如果干

涉就会造成冲突、矛盾和摩擦ꎬ而互不往来ꎬ所有国家都安于现状ꎬ都不干涉其他

国家的事务ꎬ这样的世界自然就是和平的了ꎮ
通观起来ꎬ老子的“天下秩序”包含两个层面———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现

实层面是“一种各个国家(既包括大国又包括小国)自我约束、兼顾各方利益且

坚持和平主义的、具有等级制特征的秩序ꎮ”理想层面是“全天下由所有小国组

成ꎬ以‘道’为准则ꎬ坚持和平、和谐、互不干涉、互不交往的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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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子»“天下秩序”的价值理念

“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ꎬ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ꎬ再由人生

论延伸到政治论ꎮ 然而ꎬ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ꎬ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ꎮ”“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

是由‘道’这个观念开展出来的ꎬ‘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ꎬ都是老子

所预设的ꎮ” 〔８〕因此ꎬ我们只要理解老子“道”的特性ꎬ就自然会明白老子的“天下

秩序”的特性ꎮ
第一ꎬ理想和平的“天下秩序”蕴含“贵柔”与“无为”哲学ꎮ “道”是老子哲

学的悬设ꎬ是老子用来标示理想的“容器”ꎬ自然ꎬ“道”所包含的特征也就是老子

“天下秩序”所包含的特征ꎮ
首先ꎬ«老子»一书中ꎬ“贵柔”哲学俯拾皆是ꎮ 如“弱者ꎬ道之用” (第四十

章)ꎻ“天下之至柔ꎬ驰骋天下之坚”(第四十三章)ꎻ“守弱为强”(第五十二章)ꎻ
“人之生也柔弱ꎬ其死也坚强ꎮ 草木之生也柔脆ꎬ其死也枯槁ꎮ 故坚强者死之

徒ꎬ柔弱者生之徒ꎮ 是以兵强则灭ꎬ木强则折ꎮ 强大处下ꎬ柔弱处上ꎮ” (第七十

六章)因此ꎬ«老子»的“天下秩序”反对“弱肉强食”的行为ꎬ主张一种“温和”“和
缓”的方式来处理国家间政治问题ꎮ 利用今天的话来说ꎬ就是在解决国际问题

时ꎬ应该反对使用武力ꎬ应该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来解决ꎮ
其次ꎬ要达到天下出现和平与和谐的状态ꎬ老子认为应该“无为”:主要体现

在治理者自身的要求和治理者如何治理上ꎮ 治理者本身需要“清净无事”ꎮ 老

子认为治理者要“见素抱朴ꎬ少私寡欲”(第十九章)ꎮ “清净为天下正”(第四十

五章)ꎮ 蒋锡昌«老子校诂»解释为:“正者ꎬ所以正人也ꎬ故含有模范之义ꎮ 此言

人君应以清净之道为天下人民之模范也ꎮ”另外ꎬ老子在第五十七章强调:“我无

为而民自化ꎬ我好静而民自正ꎬ我无事而民自富ꎬ我无欲而民自朴ꎮ”王弼«注»
为:“上之所欲ꎬ民从之速也ꎮ 我之所欲唯无欲ꎬ而民亦自朴也ꎮ”在老子看来ꎬ君
王自身的修为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ꎬ而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

关的ꎮ 所以ꎬ“清净无事”的治国方略需要一个有着崇尚“清净无事”的领导人或

者“圣人”来实施ꎬ这是“清净无事”的治国方略得以执行和不断完善的保障和前

提ꎮ 老子提出的“清净无事”并不是真的主张统治者无所事事ꎬ而是以“清净无

事”的原则来治理国家ꎬ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运用ꎬ即“是以圣人处无为

之事ꎬ行不言之教”ꎮ (第二章) “以百姓心为心”ꎮ (第四十九章)老子认为ꎬ要
达到天下和谐的状态ꎬ还需要领导人具有“无为”的精神以及领导人用“无为”的
精神来治理其国内人民ꎬ使国民达到一种“无为”的状态ꎮ 当然对其他国家来

说ꎬ也是“无为”“谦和”来对待ꎮ 总之ꎬ在国际交往中需要一种谦下的态度ꎬ即使

自己很强ꎬ也要“知其雄ꎬ守其雌”ꎮ (第二十八章)
第二ꎬ现实层面的“天下秩序”需要自我克制的精神ꎮ 老子讲“人法地ꎬ地法

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 (第二十五章)ꎮ 所谓“自然”就是自己如此ꎬ不去强求ꎮ
—４６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３学者专论



因此ꎬ在«老子»中讲“自”的特别多ꎬ如“自化”、“自定” (第三十七章)、“自正”
(第五十七章)、“自宾”、“自均”(第三十二章)、“自朴”等等ꎮ 在第三十三章中

有:“自知者明”ꎬ“自胜者强”ꎮ “不自见ꎬ故明ꎻ不自是ꎬ故彰ꎻ不自伐ꎬ故有功ꎻ不
自矜ꎬ故长ꎮ”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ꎬ老子主张对人的意志和欲望进行约束ꎮ “不
自见”“不自是”“不自伐”等都是强调对个人意识的一种约束ꎮ 老子对此特别重

视ꎬ又在第二十四章中再次进行警告:“自见者不明ꎬ自是者不彰ꎬ自伐者无功ꎬ
自矜者不长ꎮ”所以ꎬ刘笑敢先生认为:“国际社会则是由大大小小的国家作为存

在个体构成的ꎮ 无论是普通社会还是国际社会ꎬ如果其中某些存在个体‘自
见’、‘自是’、‘自伐’、‘自矜’ꎬ其他存在个体就会不舒服ꎬ自然和谐的秩序就会

受到损害ꎮ 如果情况发展严重ꎬ则会起冲突ꎬ甚至发生战争ꎮ 战争当然和实际的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有密切关系ꎬ但是在爆发战争的复杂原因中ꎬ某些存在个体

在意识上的自我膨胀常常是战争的导火线ꎮ” 〔９〕

事实上ꎬ«老子»的“天下秩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张力ꎬ隐含着“世界

秩序”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合法性”———一种秩序如何确保公平与权力之间

的平衡ꎮ 一种世界秩序要稳定、持久ꎬ必须满足公平的要求ꎬ还要体现权力分布

的现状ꎮ 如何确保其动态平衡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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