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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不殆----老子四十四章 

 

我土生土长的村庄，有一条河流穿其而过,蜿蜒盘旋归入东海。山上的泥沙随着雨水

冲刷，形成了一大片海床，也成为了各种鱼类，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繁衍地。少年时

期，我时常背上一个鱼篓走去海滩。直到现在，我仍能真切地回忆起那时双脚陷入软泥的

声音。年少时看着螃蟹为了生长而褪去外壳的激动依然清晰，恍如昨日。每日回家，我的

背篓里总是盛满了各类水产。彼时当整个国家正从文化革命的混沌萧条中恢复时，我和兄

弟姐妹通过捡拾水产为家里的经济尽了绵薄之力。 

 

之后我离开了家乡，先后在省城和首都攻读学位。二十年后有一次我回去探亲，那条

河还在向着大海奔流不息，但河水显然还没有以往那么深了。海岸线似乎退去了很多，当

我走上海滩时几乎看不到任何海洋动物，海滩上的人也寥寥。我在那里呆了半天，空手而

归。  

 

过去 20 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全国上下都在努力快速致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我

的家乡在生态方面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森林不断被砍伐，鱼儿攒动的景象不复重现，海洋

生物要么灭绝，要么迁移。自然资源不堪重负，我所见到的并不是一个更繁荣的村庄，相

反，村里许多人为了谋生出走，剩下他们的家人留守在这片土地。村子里的人没有意识到

他们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现在不情愿的“背井离乡，”然而即使他们

意识到这种关联，他们会停止采伐吗? 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生态系统共同面临

的：如果不首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地球呢? 如果整个世界都

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些工业污染地球? 

 

你可能已经感觉到我的最后一次归乡是相当令人失望的，甚至可以说令我忧伤。在那

之后不久，我就会到北美去读研究生，并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够回去。这次旅行已经给

我带来了一种失落感：那些带给我儿时快乐时光的螃蟹贝壳，再也找不到了；青山，失去

了以往的美丽；河水，已然不可饮用。当我再次回到我的村庄时，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山、河、海都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小成长的自然环境对我们的影

响超出了人们通常的认知。拿我们人的灵魂来举例子，我们一般认为灵魂没有物理特性，

因此不局限于任何地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事实。然而，想想我们受孕的那一刻，或者

某些人认为，我们第一次呼吸的那一刻——灵魂选择在特定的时刻，于特定的地点，通过

我们的特定的父母留在我们体内。这表明，就像父母决定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也可能是在出生时就被出生地决定了的。随着我们渐渐远离那片塑造了我们思想、灵魂、



和身躯的土地，我们同时逐渐失去了与大自然的细微联系。于我而言，道家在这方面特别

有助于激发我们对自我的诘问，以及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完全实现个体自我的意义。 

 

道家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哲学传统，它的思想主要汇集于《道德经》和《庄子》中。这

一传统大致起源于公元前 4或 5世纪左右，社会和政治秩序崩溃时期的中国。道家通过强

调“道法自然”来与其他学说加以区分，以“顺其自然” 为恢复社会、政治和宇宙秩序

的一种方式。自然，字面上的意思是“本身如此”，指的是宏观宇宙的本质，以及微观世

界（不仅仅限于人类）如何回应宏观宇宙。  

 

这可能是通过对自然运动的敏锐观察，早期的道家们获得了这一洞见，认识到了每个

生命与之所处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道家的宇宙观清楚地指出，人类并没有比其他

存在物更有特权，因为万物均源自道，均须遵循阴阳之律，而阴阳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法

则。这种世界上生物与人类之间的绝对平等，在《庄子》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其中，小型

鸟类和昆虫被认为与较大的鸟类和昆虫一样重要，只要万物各自遵循其自然的生活方式，

即使是腿脚缺陷的人和乞讨者也应与王子和圣人受到同等的尊重。   

 

道家哲学具有恢复世界生态秩序的潜力。如果人类并没有被赋予统治这个世界的特权

地位，我们就应该谦卑地尊重其他物种生存的权利。如果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最终的自

我实现在于追随我们自己的自然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抵抗任何社会压力，以顺应我们本

性的方式去生活。通过限制但不抑制我们的欲望，人类才能够过上令自己满意的生活，从

而促进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最终促成一个和谐的生态世界。 

 

不幸的是，这种温和的自然哲学式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在其发源地失去了吸引力。除了

在少数的道观里--譬如北京的白云观--我们仍可以在道教修道士的生活中看到这种哲学的

表达之外，（于普通生活中）传统似乎已经被遗忘。中国现在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急

于实现现代化，在错误的道德观例如“致富光荣”，或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如“不论黑猫白

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的引导下，自然成为了最脆弱的剥削对象，我的家乡，只是

无数受害者之一。  

 

从全球角度思考，无论是我遥远的家乡还是大气中的臭氧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地

球的破坏负责。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村民以不自知的方式成为了对资源枯竭

负有直接责任的人。那么又是谁来负责村里的贫困问题呢？文革错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

者， 盲目的跟随者，一步步问下去，我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完全摆脱责任？所有的生态危

机都是如此。 

所以，人类必须审视我们的集体良知。道家圣人为我们推荐的生活方式也会减少我们

个人和集体在玷污和破坏大自然上累计的亏欠。事实上，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圣人的忠告，

有一天人类将成为人类自己的掘墓人，正如庄子在 2000多年前预示的那样: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混

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

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庄子·应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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