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原文及译文 道德经第
二十七章感悟心得(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原文及译文篇一

长夜漫漫，路亦漫漫，时间真是白驹过隙，一晃步入一年的
职场。

一年里，为了弥补自己思维方式的短板，刚毕业就花了7万多
的钱去学习财商课，情绪管理课程，企业家学徒课程；一年
里，自己用休息时间卖过各类水果和坚果；做过项目合伙人，
现在也正在尝试自己做老板，锻炼自己做项目的能力。所有
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希望自己用勤奋和时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也是需要恒心，耐心，慧心的路。站
在23岁的节口，我很庆幸，自己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弥
补过去系统的漏洞。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会如期而至。

每次诵读《道德经》，都会让我洗清自己脑袋中的概念，也
都会让我去思考，“强与弱”“好与坏”之间如同水流般灵
动地变化；经中说：“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
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古人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他教我聚焦在
让自己快速成长的那个面上，他教会我看到刚毕业的自己有
很多时间和机会，倘若能够踏踏实实地布局，勤勤恳恳地走
过，时间终会回报自己很多。

每次诵读《道德经》，都会让我去思考“无为而治”的境界，



到今天，我才有所悟：“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
要顺应天道，结合天，道，法，人整个系统去完成，是真正
的用系统来工作。他教会我要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思
考自己的人生，而非是自己的情绪作主导。比如刚毕业的自
己，是职场的菜鸟，在23岁的节点上，是不太可能有作为，
因此用心学习业务流程，努力学习，强大自己方为王道，而
非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我所从事的企业是一家经营相对成熟
的500强国企，他在选择员工的时候一般选择985/211的大学
生，因此自己在学习能力，理解能力，逻辑思考能力上是要
比其他同事略逊一筹的，在这个平台上自己是不出挑甚至是
很不起眼的，这对生性要强和心性骄傲的我来说也是一种磨
砺。

《道德经》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也滋养了我的心灵。
有时候奋斗的累了，倦了，再去看看这本经书，也会让我抽
离生活，工作上的烦恼。《道德经》让我感受到最本真的一
股力量，他让我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还挺好的。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原文及译文篇二

作者：李耳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
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餘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
居。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注释：

1、企：一本作“支”，意为举起脚跟，脚尖着地。

2、跨：跃、越过，阔步而行。

3、赘形：多余的形体，因饱食而使身上长出多余的肉。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翻译：

踮起脚跟想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迈起大步想要前进得快，
反而不能远行。自逞已见的反而得不到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
得不到显昭;自我夸耀的建立不起功勋;自高自大的不能做众
人之长。从道的角度看，以上这些急躁炫耀的行为，只能说
是剩饭赘瘤。因为它们是令人厌恶的东西，所以有道的人决
不这样做。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解读：

在帛书甲、乙本中，这一章都抄写在二十二章前面，因为此
章与二十一章内容相一致，叙述用的语气、语言也是一种风
格。这样的排列顺序，或许是有道理的。本章所具体阐述的
问题，仍然是有关社会政治及其得失的内容，同时还包含有
辩证法的观点。

即“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
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些表现及
其结果往往是对立的、相互矛盾的。这是老子思想中极富精
义的部分。不过在这其中仍然贯穿着以退为进和所谓“委曲
求全”的处世哲学。

这种观点、这种态度绝不是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
采用的，而仅是对现实斗争中某种情况下可以采用的策略，
这虽然说不上是在逃避现实的政治斗争，但表面上给人的印
象却是消极退守、防御。当然，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贯主
张。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要灵活运用，它并不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真理。

《道德经》创作背景：

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
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



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
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
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
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
《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
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
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
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
识，也使他远近闻名。

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
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与变迁，让老子目睹
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
一系列主张。

函谷关的守关关令尹喜对《道德经》的成书也起了巨大作用，
他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司马迁在《史记
老子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
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
千言而去，莫知始终”，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
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
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经》。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原文及译文篇三

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守雌柔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溪涧。
甘愿作天下的溪涧，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回复到婴儿般
单纯的状态。深知什么是明亮，却安于暗昧的地位，甘愿做
天下的模式。甘愿做天下的模式，永恒的德行不相差失，恢
复到不可穷极的真理。深知什么是荣耀，却安守卑辱的地位，
甘愿做天下的川谷。甘愿做天下的川谷，永恒的德性才得以
充足，回复到自然本初的素朴纯真状态。朴素本初的东西经
制作而成器物，有道的人沿用真朴，则为百官之长，所以完
善的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解读：

“朴”、“婴儿”、“雌”等可以说是老子哲学思想上的重
要概念。在十五章里有“敦兮其若朴”;十九章“见素抱
朴”;本章的“复归于朴”以及三十七章和五十七章都提
到“朴”这一概念。这些地方所提到的“朴”的字，一般可
以解释为素朴、纯真、自然、本初、淳正等意，是老子对他
关于社会理想及个人素质的最一般的'表述。在十章里有“专
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二十章有“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本章里有“复归于婴
儿”以及后面的章节中也有提及“婴儿”这个概念的地
方。“婴儿”，其实也是“朴”这个概念的形象解说，只有
婴儿才不被世俗的功利宠辱所困扰，好像未知啼笑一般，无
私无欲，淳朴无邪。老子明确反对用仁、义、礼、智、信这
些儒家的规范约束人，塑造人，反对用这些说教扭曲人的本
性，这就涉及到老子所说的“复归”这个概念，即不要按照
圣贤所制定的清规戒律去束缚人们，而应当让人们返回到自
然素朴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在本章里，老子还主张
用柔弱、退守的原则来保身处世，并要求“圣人”也应以此
作为治国安民的原则。

守雌守辱、为谷为溪的思想，自然不能理解为退缩或者逃避，
而是含有主宰性在里面，不仅守雌，而且知雄，这实在是告
诫人们要居于最恰切、最妥当的地位，面对社会纷乱争斗的
场面。陈鼓应说，“守雌”含有持静、处后、守柔的意思，
同时也含有内收、凝敛、含藏的意义。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原文及译文篇四

有的学者在研究本章时这样写道：“老子经常讲退守、柔顺、
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他的手法。他对待起来造反的人民可是
不客气，是敢于动刀杀人的。只是他看到用死来吓唬人没有
用，所以才说出一句真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过去有些人为了掩盖老子敌视人民的凶恶形象，故意说老子
是不主张杀人的，这是断章取义。”（《老子新译》）

他认为，应该把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情况考虑周全，并且采
取宽容的政策，不按天道自然办事，草菅人命，就会带来无
尽的祸患。仔细理解老子的本意，他并不是要用残酷的手段
随意杀人。尽管在本章里我们见到好几个“杀”字，但并不
是要杀害老百姓，这一点还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原文及译文篇五

学术界一派观点认为老子的“道”不是物质实体，而是绝对
精神之类的.东西，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我们的观点是倾向
于“道”具有物质性的这种意见。因为老子说了“道之为
物”，又说“道”中有物、有象、有精，这显然不属于观念
性，而是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遇到此
类问题。

此外，关于道与德的关系问题，老子的意见是：“道”是无
形的，它必须作用于物，透过物的媒介，而得以显现它的功
能。这里，“道”之所显现于物的功能，老子把它称
为“德”，“道”产生了万事万物，而且内在于万事万物，
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也就是表现了它的“德”，在
人生现实问题上，“道”体现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