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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来重视道德教育，在中国广博的传统文化体系

中，道家的德育思想同样蕴涵丰富。今天的世界日新月异，

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推进，青年们在享受着各类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多种思想文化的冲击，这对

青年三观的树立和道德素养的提升无疑是一种威胁。欲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植根于本民族文化，深刻挖

掘属于我们自己的道德根基。因此笔者认为，需要重新审视

并探究老子思想中的德育思想，这对于当下提高德育效果，

促进社会道德风尚形成有着积极地借鉴意义。

《道德经》中的德育思想主要表现在自身修养和处世

行为两个方面，即“见素抱朴”[1]和“利万物而不争”。老

子主张“抱朴”，实则希望人们能去伪存真，坦然地面对自己；

“利万物而不争”是提倡世人乐于助人，并做到“功成而弗

居”[2]。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在老子眼

中，“道”是宇宙之本，即是其哲思的形上依据。老子说：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老子认为“道”

的状态是永远质朴的，老子用“朴”来描述本原的“道”，

可见老子对于“朴”的重视和推崇。在《道德经》第十九章

中又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素”和“朴”分别指

未经加工的蚕丝和木头。在这里，老子希望世人都能减少私

欲，并明确指出应回到原初的质朴的状态。老子的“抱朴”

不单是一种回归本真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处世原则和道德

标准。因此，笔者认为“见素抱朴”是老子德育思想的核心

之一。

如果说“见素抱朴”是老子德育思想中修己的方法，

那“利万物而不争”则是老子德育思想中处世的方式。“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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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看来，水的德行近于“道”，河上公注：“上善之人，

如水之性。”世上至柔之物莫过于水，它永远从高处向下并

最终停留在最低洼的地方，幽然地滋养万物却从不争锋、从

不邀功。老子赞誉它，并用其来比喻上德的人格，其实在明

示个体应秉持的处世原则和方法。

“利万物而不争”中体现了水的两种特性，即“利物”

和“不争”。水给予了生命最根本的源泉，却能做到“为而

不恃”。这不仅体现了水对万物的真挚，更体现了水的无私。

世人若能像水一样“利物”，必然能在提高个体道德素养的

同时促进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另一方

面，在老子看来，个体对外界的不断索取是因为人性的贪婪

和不知足。如果囿于一己之私利，过度放纵自己的私欲，必

然会引起个人与他人的对立与冲突，从而导致人际的关系紧

张，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所以老子

说：“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人生在世，应该知

足知止，应做到“不争”。老子的“不争”不是让我们放弃

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要我们在面对困难和竞争的时候

选择退缩，而是希望我们学会将尖锐、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让我们学会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辩证观点看待生命中遇到的问题。

只有做到“不争”，人的内心才能保持平和，才能消除个体

自身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利万物而不争”是老子德

育精神旨要的又一重要方面。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四十余年中，社会物质条件得到

了极大地丰富。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新旧

观念的冲突，这些矛盾造成了一些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也间

接地增加了道德教化的难度。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因此，青年们的道德素养也直接决定着社会整体道德风尚，

针对青年的道德教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积极探索，

从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子思想中寻求启发，以期更好地完成

这项重要的工作。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眼中，

万事万物都应该以“自然”为依据，以“自然”为准则，这

个“自然”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老子的“不言之教”也

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应把遵循“自然”作为个体行事的准

则。老子的遵循“自然”，不是不加干预，不加教化的任其

发展，而是一种认知和实践的循序渐进。每个人的家庭背景、

生活阅历都不相同，因此个体的道德认知程度和道德水平也

不尽相同，道德教化应因材施教，在尊重个体“自然”的前

提下推进。

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他认为最深的“德”就是要做到生养万物，且

生长却不占有，畜养却不依恃，引导却不主宰。“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的前提就是“不争”，因此对青年进行道德教化，

首先要落实“不争”。

第一，要引导青年体悟“不争”的真谛。人生的机遇

总是多样的，当人们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的时候，总是希望

能够获得成功，我们总会有愿望，并希望通过努力完成自我

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竞争。追求自我实现本身

当然是好的，但在竞争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握好

竞争的“度”，也就是对于自我欲望满足的程度，人们常常

会在无休止的“争”中迷失自我，从而将自己推向危险的境

地。老子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不争”的思想，

这个“不争”看似消极，实则是在提醒人们把握“争”的“度”。

“不争”其实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协调物我和谐关系。在道德

教化工作中，需要用老子“不争”的思想去引导青年正确看

待人生中“争”的机遇，老子讲“不争”，意在帮助大家领

悟“不争”之徳中积极的“得失观”，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

的“度”，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面对未来的人生，唯有如此才

能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不失本心，不沦为物欲的奴隶，不

被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所牵制。引导青年们看到“不争之得”，

才能让他们坚持原则，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引导者要做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道德经》

中“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一共出现了三次，分别用来形容

“道”“德”和“圣人”，可见老子认为此三者都具备这样

的品质。“道”“德”和“圣人”都能够无私地奉献自己却

不自恃。无私奉献以“忘我”为基础，是将“小我”摒弃后

融入“大我”的状态，即庄子笔下的“吾丧我”。德育工作

者们只有做到了“吾丧我”，才能做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才能更好地与“行不言之教”的方法相融合，让青年们耳濡

目染，逐步践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老子思想中有许多可以帮助青年们树三观、建品行的

内容，在当今道德教化过程中，应充分挖掘老子“见素抱

朴”“利万物而不争”的德育思想内涵，并结合“行不言之

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方法开展道德教化工作。试

图在丰富德育内容的同时，有效提高德育效果，为社会道德

风尚的逐步提升提供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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