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阐释人与自然关系

（ 2013-2-17 ）

当今社会，面临能源紧缺，灾难威胁，令人们越来越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电影《2012》中的情景是否会
在现实中发生；为什么以前总说人定胜天而如今方知人不胜天；究竟人应该顺 “天” 而行还是改变自然；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修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就有一位哲人——老子，为我们阐述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现摘录一些《道德经》中的语句，阐述自己对人与自然以及如何处理修炼与自然的关系之感悟。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因为恶的存在被称为美；而善是因为不善的存在才被称为善。世间万物往往是正反相
生、前后相随，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相克的两样东西往往是在一起的，例如在毒蛇的附近必
定有治疗蛇毒的药草；久旱之后一定是倾盆大雨。中医讲究的也正是奇正相生、正反相克。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对立的事物相互依存，也可以相互转化。美可以转化为恶；善也可以转
化为不善。只要离开了 “真”，善就会变为伪善；美也会变为东施效颦。自然是平衡的，它将相克的事物
放在一起，也是为了达成一个平衡点。一旦有外力破坏这个平衡，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澳大利亚曾经发生过一场兔灾，兔子成群结队地闯入城市和乡村，不仅将植被啃得精光，还 “占领” 了
城市的大街小巷。到最后，政府不得已出动了坦克才镇压了这次动物的 “暴动”。这次兔灾的起因就是自
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由于当地人想要保护兔子等小动物，大肆捕杀当地的狼，使得狼在当地几乎绝迹。而
兔子的繁殖能力本来就很强，一旦失去狼这一天敌，其数量大幅度增长，到最后变成了灾害。由此可见，
自然的平衡不要以人力轻易破坏，否则，到时候产生的灾害会加诸人类自身。

修炼也是一样，好事有可能转变为坏事，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所以要做到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
好恶不浮于面，奉守中庸之道。这样，能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寻回 “天道” 所在。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大自然是不讲仁慈的，它将世间万物都作为祭坛上的贡品；而圣人与大自然一样，也将百
姓当做祭坛上的贡品；整个大自然，就好像是一个不断鼓动的风箱。

老子认为，所有事物对于大自然来说都像是祭坛上的贡品，随着自然的规律而行动，自然就像一个风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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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按照规律不断地运作着。且不说老子在后半句对圣人的理解是否正确，但他对自然的看法是相当正确
的。在宇宙中，没有什么同情和怜悯，只有起因和结果，某些起因必定会发生某种结果。

有一个笑话：一个人为了炫耀他伐木技术高超，说自己刚刚从撒哈拉森林回来。从这个笑话可以看出，很
多事情中存在必然。如果过度砍伐树木，就算是森林也会变成沙漠。这不是祈祷或是求天同情就能改变的，
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反过来，如果细心浇灌，农作物是一定会结出果实的。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就是通过
总结自然规律而订立的，通过二十四节气可以了解何时应该播种；何时可以收获；何时需要除虫；何时需
要施肥。如果不按照自然规律来种植，则天然农作物是不会长出果实来，甚至会直接死亡，以至颗粒无收。

在修炼中，我们不能过于贪求。所有事物都是有其发展规律的，比如行善必能得福报，作恶则必遭恶果。
人不能跟天地讲条件，因果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打破这个自然规律。行善以及发大愿也是在因果关系之中，
祈祷出现的奇迹，其实是由于因果而导致的，因果这个规律不会有任何改变。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
以了负因果。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熟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狂风刮不了一早上，而暴雨下不了一整天。这些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而人与自然也一
样。宇宙万物盛极则衰，人亦如此。如何才能长久，只有遵循自然之道，顺着自然的规律走，万物才能长
久。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凡事不要急功近利，做事不要过度，凡事做得满了，都会变得很短暂。

老子认为，违背自然规律自取失败的人，失败会一直跟随他；而顺应自然之道的人则会获得成功。这就是
人道与自然之道的融合。自然的规律是细水才能长流，而昙花只能一现。一旦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就会导
致失败，而且这个失败是不会改变的。

古话说：欲速则不达。意思是做事情的时候，越想快，越不能完成。人和自然之间也一样。就拿前面所说
的砍伐树木，如果按照树木的生长规律来砍伐，就可以一直不断地获取木材；若一旦在短时间内砍完全部
树木，也许能在一时之间获取大量资源，但从今以后就再也获取不到更多的资源了。然而，在很多时候人
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漠视未来。如现在大量地建设，城市的迅速扩张对周
边生态造成了极大程度的破坏，其副产物造成了温室效应、空气污染等各种影响。这就是典型的只注重眼
前利益，没有长远观念造成的。

凡事不能做到极致，如果达不到，就不要强求。我们发愿的时候，不能发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很大的愿。不
仅愿实现不了，还会给自己带来负因果。修炼的时候也是，过于追求功能则不仅得不到期望的效果，有时
候还会事倍功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道，在老子的理解中是自然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自然生万物，世间万物都是以背对阴而面向阳，阴与阳
互相抵充使自然达到和谐。所以有的时候按人的意愿令某物减少，它反而增多；若令其增多则反而减少。

这句话在后世的理解，一即是太极，二则为阴阳两仪，三是天地人三才。此话的意思和易经中 “太极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异曲同工。而老子认为这一切都是由道中来。道法自然，说明自然才是最
终的根源，人当然也是自然所生，因此也是处于阴阳的自然规律之中。阴阳相生相克，构成整个社会。

世间万物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离开了规律，则会导致 “欲损之而其愈益，欲益之而其反损”。很多时候
人往往会 “好心做坏事”，就像前所述及澳大利亚的兔灾，就是一个例子。而在历史上这类事情也不少见。
人类往往是自私的，凡事对自己有利就认为是正确的，以至于在河流的上游建造工厂，导致整个流域的生
态遭到破坏，动植物受到污染，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有可能这个工厂生产的正是空气净化器，
然而其最终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初衷。因此万物均依自然规律而行，人亦然。若要让事物朝对自己有利的方
向发展，首先要找寻其自然规律，依照此规律，则事物必顺己意，反之事物则会反向发展。

所以行善也不能盲目。有时候所谓的行善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比如给一些有行为能力的乞丐施舍，很
有可能使其拥有不劳而获的思想。所以，无论行善还是修炼，都需要拥有智慧，拥有能判断的智慧。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自然的法则是削减有余的，去补益不足的；而人的法则却不是这样的，人往往是削减不足的来奉养自己有
余的。用自己的有余来奉养自然的不足，这样才是遵循自然之道。

老子在这句话中将天道与人道做了对比，天道即自然的法则，而人道则是当时社会的体现。其实当今社会



何尝不是这样，虽然社会并没有损贫以奉富、夺弱以益强，但作为社会一员的人，却处处体现了这点。

目前为什么那么多动物都濒临灭绝？现今，十二生肖中的老虎也将要变成和龙一样传说中的生物了。在以
前很少会因为一个人在树林里发现一只老虎而引起轩然大波，而现在周老虎却一举成名。人非要有虎骨才
能生存吗？非要有虎皮才能生活吗？非要有虎血才能长寿吗？相信答案是否定的。而恰恰是人之道、人的
欲望造成了现在的事实。老虎越稀少，其价值就越高；而价值越高就有更多的人去捕杀它们，造成这一恶
性循环不是别的，正是人心。大自然是追求平衡的，而人却恰恰要打破这个平衡。对待大自然要守护其平
衡，损其有余补其不足，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因此，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考虑此事是否顺应天道，是否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否磨掉 “棱角”，以达
到 “圆” 满的境界。

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和自然的关系了，从现今各种影视作品和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可以发现，人们的观
念已经从以前的 “人定胜天” 发展到现在的 “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其实是一个整体，没有谁要战胜谁
一说。人只要不违背自然规律，向好的方向引导，宇宙将会帮助人类完成很多事情。相反，则大自然会毫
不留情地将人类的行为酿成苦果，最终让人类自己服下。因此我们身处大自然，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这
样整个人类社会便会健康稳步地发展。

（ 中国 ） 杨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