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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老子五千言最终目的指向他的理想制度要要要小国寡民袁 其中有三个关键概念对其塑造小国寡民
起了关键作用院 无尧 独立尧 相生遥 无袁 无文明的器械之利袁 百姓寡欲而无所获求遥 独立袁 小国寡民的国度独
立袁 老死不与外界来往遥 相生袁 老子反其道而用之袁 回避执持一端的弊病遥 这三个概念彼此贯通形成一个整
体袁 共同为小国寡民提供的理论合法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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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既是一个独立修行者袁 也是一个对治国
有深度思考的人袁 提供了一套小国寡民的无为而
治的模式袁此大不同于后来的庄周遥老子并非仅仅
为了创立一套思想体系来独善其身袁 他还有一套
推己及人的国家制度层面的思考袁 具体落实在给
人间安排一套理想的生活状态院 这就是他的小国
寡民的管理模式遥从这个角度来看袁叶道德经曳在道
经与德经的思想前期储备袁 其目的极有可能就是
为了证明小国寡民的合理性而做的种种努力遥 出
于这层考虑袁本研究抽出叶道德经曳中三个核心概
念要要要无尧独立尧相生袁来探讨这几个概念究竟在
什么意义上较为合理性地构建着小国寡民的状

态遥
一

先秦诸子都有一套参政思想袁 不管我们今天
如何把他们解读为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袁 但他
们学术的初始目的就是为政治而生袁 而不是为了
纯思想性的探究遥 无论大宗学派的儒家尧法家尧墨
家尧道家袁还是小支流的名家尧农家尧纵横家尧阴阳
家尧杂家袁他们初始之志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当下政
治制度遥 其中袁儒家与法家为最大两个宗派袁两家
不仅有一整套严密体系袁 还有便于实践操作的样

板院儒家有前三代尧尧舜尧禹的禅让模式袁有后三代
夏尧商尧周因革损益的礼仪制度袁还有当下的齐尧
鲁尧陈尧卫实验场所曰法家则由偏僻西隅的秦国辐
射到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的具体操作经验遥

相比较而言袁墨家尧道家没有政治上可以效仿
的样板袁自身也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袁墨家通过野非
攻冶有一定的政治实践袁先秦的道家基本没有政治
实践遥老子的参政思想都是头脑里的设计袁他退休
到出关袁没有周游列国的干政体验袁可能他自觉自
己一套政治抱负在当下根本就是个笑话院野下士闻
道袁大笑之冶咱1暂渊P111)袁估计在私下的交流中他挫折较
多袁大概遇到的野士冶居下者较多袁只好托于将来尧
期于来贤遥

那么袁 老子是怎么建立自己一套治国方案的
呢钥五千言一般都被现代学者解读为哲学体系袁涉
及小国寡民只有一章袁顺便带过而已遥仅从分量上
看袁很难把叶老子曳一书视为政治理想而构思的遥但
如果我们细细体会老子的意图袁 他的参政思路还
是可以看清的遥

在老子时代的当下政治有两个特点院 一是力
图维持现状袁二是向前进取遥当时的现状是周天子
失去权威袁控制不了诸侯袁礼崩乐坏袁制度层面自
上而下层层破裂袁 蔓延到各个诸侯国袁 连小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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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袁都出现大夫野八佾舞于庭冶咱2暂渊P27)的乱象遥 同时袁
礼乐的崩坏也表现为修己平天下的内在修身的信

念也跟着坍塌遥 孔子感叹世风不古袁说院
事君尽礼袁人以为谄也遥 渊叶论语窑八佾曳冤咱2暂渊P37)

此便是礼制在内在信念上的崩塌袁 人心所在
已变天了袁 礼已经不具有内在的敬畏之心来支撑
了遥

老子也有一个类似的回应院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袁则攘臂而扔之遥 渊叶老子窑

三十八曳冤咱1暂渊P98)

也就是说袁礼乐制度已经自上而下尧自内而外
彻底崩溃了袁吆喝叫卖都无人理睬袁现状实在是维
持不下去了遥

于此同时袁各国都在努力进取袁纷纷搞富国强
兵袁野道之以政袁 齐之以刑冶渊叶论语窑为政曳冤咱2暂渊P13)是
各国竞相追逐的治国模式袁弹丸小国尧昏聩如卫灵
公都关心野军旅之事冶渊叶卫灵公曳冤咱2暂渊P241)遥 老子又看
到这种富国强兵的前景就是下犯上尧臣弑君尧大国
兼小国袁战争频繁袁受苦的是老百姓院

师之所处袁荆棘生焉曰大军过后袁必有凶年遥
渊叶老子窑三十曳冤咱1暂渊P77)

这是老子不愿意看到的袁所以他呼吁院
以道佐人主者袁 不以兵强天下遥 渊叶老子窑三

十曳冤咱1暂渊P77)

这样袁摆在老子前面的路只有两条院礼崩乐坏
的现状已经维持不了袁 往前跨步前进就是战争与
死亡遥这两条路都是老子不愿意选择的袁对他来说
都无异于死路遥于是袁最为奇怪的想法在老子头脑
里出现了院既然往前走与原地不动都不行袁那么袁
就应该试一试走第三条路院往后退袁退回到无私无
欲的状态遥

这是条绝无仅有之路袁 逆文明尧 违背经验常
识袁所以袁用这一套东西来引导大众太不容易了袁
不仅需要绝大之勇气袁 更需要超出常识的繁琐论
证袁这个绝无仅有的论证就是叶老子曳野道篇冶的主
要任务遥

老子的说理思路与常人不一样院 反向之路既
然曲折尧费解袁那最好是从源头慢慢道来遥

叶老子曳道篇的大量玄深的哲学说明都是为了
铺垫倒退的政治构想的野慢慢地娓娓道来冶袁只有
从野道冶这个源头一路说尧从这个高度震慑你袁击倒
你袁才能让你一步步就范袁你才有可能逐渐接受小

国寡民的逆文明的制度构思遥
老子在道篇设置三个最重要概念袁 从形而上

角度说明小国寡民的合理性袁这三个概念分别是院
无尧独立尧相生遥

二

老子看到一个现象袁人都会注重实实在在尧看
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袁我们用碗吃饭袁用房子住人袁
以车子代步袁以户进出袁用牖窥探天下袁都是以实
在可感觉的野有冶为可野利冶之资遥 老子却看到另一
个现象院碗尧房子尧车尧户尧牖袁它们之所以发挥作用
的袁都是因不可感觉的野无冶发挥这作用院

三十辐共一毂袁当其无袁有车之用遥 埏埴以
为器袁当其无袁有器之用遥 凿户牖以为室袁当其
无袁有室之用遥故有之以为利袁无之以为用遥渊叶十
一章曳冤咱1暂渊P26)

野有无冶空间横向关系又拓展了老子的野有
无冶的时间纵向思维院野无冶与野有冶到底在时间维度
上谁先孰后呢钥老子也是从存有的现象入手袁解决
了这个问题院

飘风不终朝袁骤雨不终日遥孰为此者钥天地遥天
地尚不能久袁而况于人乎钥 渊叶二十三章曳冤咱1暂渊P57)

从野飘风冶与野骤雨冶的可见现象的不长久袁老
子进一步推测最大的可见现象要要要天地要要要也不

长久曰其次袁野飘风冶与野骤雨冶都有一个发生之母院
野孰为此者钥天地遥冶那么同理袁天地也应该有野孰为
此者冶动因袁也应该有一个发生之母遥 这个推理类
似于西方神学的第一原因的论证遥 不长久的万有
现象都化为了超现象的野无冶袁那么袁天地作为一个
最大的存有现象袁它也应该往野无冶处寻归宿遥 所
以袁野无冶是一个更加深渊而宏大的存在袁它应该先
天地而生并且可化生天地遥

一切现象世界都来源于野无冶袁野无冶是一切现
象的根本袁老子就自然得出了一个野根本冶意识遥数
千年的农耕文明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现象院
树尧草尧庄稼尧包括人类都有一个原始的野根本冶存
在袁它是生命的源头遥 而野根本冶就是这样的存在院
不仅一切现象来源于它袁也要回归到它遥更为重要
的是袁野根本冶还是一切现象的野根据冶遥 推知袁人做
事也不能背离野根本冶的思维遥 儒家讲的奉天地事
鬼神袁讲慎终追远袁讲孝悌为野本冶的仁爱袁都强调
一个归根尧归本的野根本冶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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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概莫例外袁 在他看来院 一切都要回归到
野无冶这个根本袁并且必须以野无冶为一切行事的准
则遥

老子把野无冶的原则发挥为几个准则院
渊一冤无形尧无象尧无迹遥 道是一个巨大的存有

源泉袁它生天尧生地尧生万物袁但生而不有尧为而不
恃尧长而不宰曰道没有在万物之中显示自己的存在
痕迹袁从万物中抽出她的存在感遥而人类的文明进
展则不同袁它一直都是在显示自己存在痕迹袁无论
是我们儒家的敬祖尊神尧 孝悌仁爱的文化以及法
家的强权政府袁还是西方科技文明袁都存在一个有
序的传承尧发扬的痕迹遥但是袁在老子看来袁这种痕
迹最主要显示在三个劣迹斑斑的方面院

1.统治者对下民的强行干涉遥老子的办法是袁
既不要用刑法的一套袁让老百姓野畏之尧侮之冶渊叶老
子窑十七曳冤咱1暂渊P40)曰也不要用仁爱的一套袁让老百姓
野亲而誉之冶渊同上冤咱1暂渊P40)遥 政府应最大限度地不干
涉百姓生活袁做到院

太上袁不知有之遥 渊叶老子窑十七曳冤咱1暂渊P40)

老百姓不知道政府的存在袁也就是说袁让政府
的活动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处于撤离的状态袁 最大
限度地消解政府的野有为冶作风袁让政府无痕迹地
办公袁做到政府与百姓两不妨碍尧两不相伤遥 政府
应该设计一个高明的尧长局的政策袁极大限度地不
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袁 让百姓得到最大的自由生
活空间遥用老子的话袁即所谓的院野以道莅天下噎噎
圣人亦不伤人袁夫两不相伤袁故德交归焉冶渊叶六十
章曳冤咱1暂渊P157)遥 圣人即代表以道治天下的政府袁野不伤
人冶即政策惠民又让百姓感觉不到政府强行进入遥
野两不相伤冶袁政府与百姓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务袁相
互和平相处遥

2.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遥 老子认为国与国之间
只有两套交往模式袁一种是和平往来袁一种是战争
往来袁 而和平往来的财富积累又必然会导致战争
往来遥 因此袁为了从根上断绝这样的结果袁只能是
断绝一切国与国之间的来往袁消除交往的痕迹袁做
到院

邻国相望袁 鸡犬之声相闻袁 老死不相往来遥
渊叶八十章曳冤咱1暂渊P190)

这一招出奇的古怪袁因为我们知道文明都
是在交往中发生的尧积累的袁如果把交往的痕
迹去掉之后袁基本上阻断了文明的发展遥 晚一

百多年的庄周做得更绝袁他说野独与天地精神
往来冶 咱3暂 渊P351)袁虽不是说不与人打交道了袁但其
附加的影响不可小觑袁因为庄周本人还说野同
与禽兽居袁簇与万类并冶 咱3暂渊P83)袁可以视作野独与
天地精神往来冶的具体注脚及操作办法遥 实际
上袁等于把人类文明降低为禽兽的层面遥

3.人类发明各类的奇巧尧便利工具会走向文
明的负面遥 老子与他的继承者庄周的态度是一样
的袁为了维护淳朴之民风袁必须禁绝一切人类发明
各种机巧及财富积累遥

小国寡民袁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曰使民重死袁
而不远徙曰虽有舟舆袁无所乘之曰虽有甲兵袁无所陈
之曰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遥 渊叶八十章曳冤咱1暂渊P190)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袁 知识技术这样的文明
产物袁人类只要使用就会不断地发展袁如果不用就
会退化遥老子的举措就等于废弃文明袁第一代人不
使用野什伯之器冶袁可能还掌握制造技术袁第二代大
体上连制造技术都不会了袁因为既然不用袁那么也
就没有任何必要传授这样的技术知识遥 如此几代
之后袁这样的人群或野国家冶将退化遥他们就自动返
回到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袁 文明的痕迹基本全部
被消除遥 其实这样的人群袁 其存在的生态极其脆
弱袁因为只要发生天灾袁一个不与他族来往的封闭
区域袁就可以因为干旱而缺水尧因洪水而被淹没袁
便不复存在遥

上述这三者的存在方式都遵循野无冶的准则遥
渊二冤微小遥野无冶还表示一种非常微小的存在遥

万物都是从无到有袁从小到大袁从微到显遥 人的行
为无论怎么做袁都不能完全无痕迹袁我们只能做到
降低影响至野微小冶遥所以袁野无冶的第二个准则就是
野微小冶遥

道生天尧生地尧生万物袁所以野道冶自然应该是
非常之大袁但老子更多是强调野道冶的微小袁因此我
们可以下一个结论院老子对野道冶的理解仅仅野执其
一端冶而用之遥 老子非常极端袁他没有给野道冶的
野大冶留下足够的发挥空间遥 因为如果我们讲到道
的野大冶袁就等于自动把野小国寡民冶的设计方案推
翻了袁野道冶 的大自然可以容纳一切文明成果与超
级城市与超级国家袁 可以容纳所有的奇巧技术与
各种人类进步遥 这些野道冶的另一面却是老子很不
愿意面对的遥

对于道之野微小冶的准则袁老子讲得非常之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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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袁前面讲的无痕迹办公袁其实是做不到的袁没
有一个政府完全可以从百姓的生活中撤离袁 除非
没有政府存在遥那怎么办呢钥老子的态度就是尽可
能地努力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存在的影响袁但他最
多只能做到院

治大国袁若烹小鲜遥 渊叶六十章曳冤咱1暂渊P157)

作为还是有的袁小鱼不会自动熟了袁还是需要
有锅尧有油尧有火尧会烹饪的人袁才能做熟遥 政府也
是如此袁肯定还是有作为的袁但老子要保障政令尽
可能少出袁不要今天一套政策袁明天一套政策遥

老子把野道冶的野微小冶特性贯彻到方方面面院
知识不要多袁要越少越好袁这叫野为道日损冶咱1暂渊P127)遥
人活着要向幼小的婴儿学习袁 才能保持生命力的
柔韧性袁野终日号而不嗄冶咱1暂渊P80)遥看见野大冶的不叫聪
明袁看到事物发展的微小端倪才叫野明冶袁妙在野见
小曰明冶咱1暂渊P139)遥

本着这样的精神袁老子认为袁即使国与国不来
往袁如果国家本身大了袁内部来往也会闹事袁并会
滋生各种机巧智慧袁 所以理想国也应该向小型化
看齐袁国家尽可能小袁百姓尽可能少袁做到小国寡
民遥 小到邻国可以相互看见袁隔壁的国家鸡叫尧犬
吠都可以听到遥也就是说袁理想的国度只有一个普
通村落大小袁住着几十户最多上百户人家袁从国家
的东头到西头顶多步行十分钟搞定袁 不需要什么
车马尧舟船遥

如果这么小的国度里袁 还有人敢发明奇巧之
物袁乱说话乱鼓动袁那就镇压了袁我得而杀之袁让智
者不敢言遥

渊三冤无确定性的恍惚性遥野无冶还有一个特点袁
它不是真的野无冶袁它也包括野有冶袁但你说它野有冶袁
它却野视之不见名曰夷袁听之不闻名曰希袁搏之不
得名曰微遥 冶咱1暂渊P31)所以也不是一般的野有冶遥 这个特
别的野无冶是在野无冶与野有冶之间恍惚漂移袁无法确
定袁是一种恍惚存在遥

与此相反袁知识最大的特点就是确定性袁即使
是量子力学里面的 野测不准冶 原则也是确定存在
的袁野测不准冶本身是确定的遥 所以袁要依照野无冶的
准则袁治国必须把确定的知识特性消除掉袁才能回
归野无冶遥

所以袁理想国的政治家必须依照野恍惚冶的原
则消除知识干扰院

是以圣人之治袁虚其心袁实其腹曰弱其志袁强其

骨遥 常使民无知无欲袁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遥 (叶三
章曳)咱1暂渊P8)

通过这一套措施袁 逐渐让百姓完全忘记了知
识袁达到野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袁至治之极遥 冶咱1暂渊P190)百
姓当然还是有一点生活知识的袁 否则生存就困难
了袁 这种仅有的一点生存知识袁 处于恍兮惚兮存
在袁不算系统性知识遥西方的耶和华神有类似的创
举院他在伊甸园也给人类备了一个无知的处所袁人
处于其中袁亚当尧夏娃在此中生活那么久袁却对彼
此的性别全然没有认识遥老子还好袁他没有做得如
此决绝袁还留下一个野结绳冶的本领给理想国公民遥
自然袁 老子不是蓄意把人当畜生养院野为道者非以
明民也袁将以愚之也遥民之难治也袁以其知也遥故以
知治邦袁邦之贼也曰以不知治邦袁邦之德也遥 冶咱1暂渊P167)

愚民治国是百姓的福利袁因为他看到一个现象袁只
要野尊贤冶就会发生争抢袁所以提倡野不上贤袁使民
不争冶袁从这个角度进而不尚知识尧不尚智巧袁不似
后来的法家用此作为御民的权谋术遥 按照这样安
排袁老子深信小国寡民的百姓会恍恍惚惚尧但又幸
福地生活中袁颇似童话里的世界遥

三

独立袁五千言只有一处提到野独立冶袁老子说
野道冶本身就是野独立而不改袁周行而不殆遥 冶咱1暂渊P139)

老子虽只有一次提到袁但野独立冶观念对整个老子
的思想架构影响极大袁 涉及到中国文化一个根本
精神袁无疑对理想国的构思有大触动遥后世的庄周
的野逍遥游冶的根本精神就是来自道的野独立而不
改冶袁孔子讲不要愠怒于不了解你的人袁也就是讲
君子独立于天地的伟岸精神遥

首先我们要问院道为什么是野独立冶的钥因为它
野大冶到没有任何东西是与它相对峙而生的袁所以
它的存在才是野寂兮寥兮冶袁非常孤单寂寞袁犹如庄
周的射孤山的神人袁吸风饮露袁一个人孤独地生活
着袁也犹如庄周笔下不长七窍的野浑沌冶袁无法与人
沟通袁也不能感知这个世界袁但他去全了道的野真冶
知遥 野道冶在时空中袁只此一物存在袁没有其他东西
与它对峙存在袁 那么这个东西自身就永远不会发
生变化袁所以它才有资格被称为野恒道冶或野常道冶遥
因为没有外在对峙物的存在袁所以这个野道冶是反
向的向内运行袁而不是向外运行袁这就注定它是一
种自足的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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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尧道家都讲内省袁都是因为有一个自足的
前提院野我欲仁袁斯仁至矣冶咱2暂渊P107)遥这种反向的诉求
如果不是建立在自足独立的基础上袁是不可想象
的遥 所以袁老子告诫人们袁求道与求知相反袁求知
是所求在外袁所以看到的越多袁走的路就越远袁获
得的知识就越多遥 求道则完全不同袁他设定一个
求道者本人是自足的袁道在人的内部袁而不是在
外部袁所以人才能野不出户袁知天下曰不窥牖袁见天
道遥 冶咱1暂渊P126)如果用求知的方法袁就会导致野其出弥
远袁其知弥少遥 冶咱1暂渊P126)

道的这种独立性尧 自足性赋予了一种独立自
由的精神遥在老子那里袁这种独立自由既有积极的
一面袁也有非常消极的一面遥

以道莅天下袁其鬼不神遥 非其鬼不神袁其神不
伤人遥非其神不伤人袁圣人亦不伤人遥夫两不相伤袁
故德交归焉遥 渊叶六十章曳冤咱1暂渊P126)

太上袁不知有之遥 渊叶十七章曳冤咱1暂渊P157)

从积极的一面看袁以野道冶治理天下袁人尧鬼尧神
各得其所袁都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袁互相不妨碍袁
都可以获得最大之自由袁 道给予天地万物都有一
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与身份袁 使得它们在自己的位
置与身份内享有各自的自由遥按照今天的说法袁以
道莅国袁物各尽其用袁人各尽其能袁社会和谐袁大家
都不要为生存尧工作尧社交等烦恼了袁因为每个人
都获得了最自由自在的存在条件遥 但老子对这种
野独立冶与野自由冶还有一个非常消极的运用院他并
不允许人尽其能袁否则的话袁各种机巧的创作就会
充斥于社会袁必然会产生逐名追利的争夺遥 所以袁
最奇葩的事就发生了袁老子把独立与自由解读为院
人放弃知识与智巧而野安于冶结绳时代的落后社会
现状袁就是说袁按照道的自足袁人应该向内自足袁不
要向外诉求遥 而知识这样的东西恰好需要人向外
诉求袁向大自然拷问其规律遥

既然独立只往内求袁 那么在此中生活的老百
姓则无需求知袁只要在这个低层次的现状中安分袁
守住最低的向外求生存就可以了袁 也因此获得所
谓的不外慕尧不出门尧不出国的独立状态袁即老子
的理想国的小国寡民也遥

如果有意外发生袁即有少数智巧之士不安分袁
发明奇巧尧走出国度尧呼吁觉醒意识袁怎么办钥老子
说袁应该设计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状态袁让百姓在淳
朴的状态中生活袁安居乐业袁美其食物衣服袁服膺

于自己的风俗状态袁 如此百姓才能畏惧死亡而不
会有奇巧之思的发生院

若使民常畏死袁而为奇者袁吾得执而杀之袁孰
敢钥 咱1暂渊P40)

老子的思想有时候会自相矛盾袁 其根本原因
为院野道冶是不可以言说的袁一言说袁道便不复为其
完整的野道冶袁强为之言必有不契之处遥所以老子与
我们一样只获得野道冶的某一端袁老子自己对野道冶
的运用与他解读野道冶还是有距离的袁老子经常走
向野道冶的反面遥

四

野相生冶袁这是老子比较犹豫不决的观念袁他有
的场合在利用它袁但他更多是警惕它的负面发生袁
在小国寡民的设计中袁他更偏向于回避野相生冶的
事情发生遥

严格地说袁野相生冶来自于叶周易曳的阴阳关系遥
野一阴一阳谓之道冶袁 道不是一个 野阴冶 加上一个
野阳冶产生的袁而是阴阳因为混而合一形成一个整
体袁彼此相生相荡袁形成生生之整体就叫野道冶遥 天
地之间袁一切之一切袁摆脱不了阴阳相生的存在袁
有此就有彼袁彼此相生相随袁无法分别遥 老子是个
聪明人袁他也无法完全忽视它院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袁恶已曰皆知善袁斯不善矣遥
有无之相生也袁难易之相成也袁长短之相刑也袁高
下之相盈也袁音声之相和也袁先后之相随袁恒也遥
渊叶二章曳冤咱1暂渊P183)

这段话可以看作老子对相生观念的全部意

见遥 它包括两个意思院第一袁相生是一个恒常的普
遍现象袁无法回避遥第二袁执持野相生冶的一面袁另一
面必然跟随而至遥所以袁你执持野善冶袁会得到野恶冶曰
执持野难冶袁就会得到野易冶曰执持柔弱袁就会得到刚
强曰执持谦卑袁就会得到尊重曰执持给予袁就会得到
获得曰执持无为袁就会得到无不为遥他遵循野反者道
之动冶咱1暂渊P6)的规则去利用野相生冶遥 这是老子积极相
生观的一面遥

消极相生观的一面就是他的小国寡民思想在

社会中的运用遥 老子认为我们固然可以利用相生
的观念服务于我们袁 但用不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
作用袁法家的统治术尧阴谋论与此也有相关遥

将欲弱之袁必固强之曰将欲废之袁必固兴之曰将
欲夺之袁必固与之遥 咱1暂渊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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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Laozi爷 s Three Core Concepts and his Thought of Small Country
with Sparse Population

CHENG Qiang

渊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8,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Laozi爷 s Five Thousand Words lies in his ideal society, the small
country with sparse population. Among them, three core concept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shaping the
small country with sparse population, i.e. Wu ( nothingness) , Independence, and Mutual Promotion and
Restraint. Wu, no civilization confinement,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all the people have no desire and no
demand for abundant material. Independence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 of small with sparse
population is self -independent and people do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ontrary to the
common usage, Laozi爷 s Mutual Promotion and Restraint,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people should avoid
extremity in his life. These three concepts are also interlinked, forming an holistic system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legitimacy for the thought of the small country with sparse population.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Laozi; nothingness; independence; mutual promotion and restraint; small country with sparse
population people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回避使用它遥怎么回避呢钥
其实也非常简单袁不执持任何一方袁或不处于名利
场尧是非地袁就可以回避了遥一旦我们不使用知识袁
不使用机巧袁 不使用便利袁 一旦我们不能分辨大
小尧多少尧好坏尧善恶尧予夺尧唯阿的区别袁放弃文明
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分别取舍之心袁 退守到结绳
记事袁保持常无知尧常无欲的淳朴状态袁相生的机
巧聪明都可以回避了遥

当然袁我们也不妨说袁老子在小国寡民中还是
运用了相生的规律院守住无知袁就得到全野道冶的最
大有知曰守住柔弱袁就得到强大曰守住小袁就得到
多曰守住寡袁就得到众遥

野无冶尧野独立冶尧野相生冶 三个概念相互包涵尧相
互渗透遥道不是一个对待的存在袁既不与人的意识
对待袁也不与其他任何物对待存在袁所以袁道的存
在本身是野独立冶的袁先天先地袁独立而不改遥 道作

为一个独立存在袁又具有野无冶的特征院道就其本源
来说袁它无形无象袁超出感觉经验而言袁因此袁它又
似是一个野无冶的存在遥 但道之野无冶不是顽空之
野无冶袁因为它可以化生天地万物袁如空谷之灵袁其
中又似有物袁所以野无冶也是野有冶遥道似一种无尽的
能量袁看不见摸不着袁但又源源不断袁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遥所以我们才说袁野道冶本身是一个野相生冶的
混合存在遥野生冶袁依存也袁有无相生也遥道从形而上
的本源化生万物之后袁 万物本身也是 野附阴而抱
阳冶遥这种形而下的野相生冶与形而上的有无相生有
个巨大的不同院它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袁机巧的人
利用它袁 愚昧的人被它利用遥 为了摆脱被它所利
用袁老子认为袁最好放弃现有的社会模式袁放弃一
切机斗心理袁 回归到无知无欲的小国寡民的社会
中袁没有选择袁也就没有相生的另一面袁人便回归
了道之浑然天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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