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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学西用”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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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危机，道家思想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救治社会弊病之良

方，玻尔、李约瑟、普利戈金、卡普拉、荣格、马斯洛等人将其应用于心理学、物理学、管理学、政

治学、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谱写了中西文化互补、互融、互鉴的新篇章。这一文化现象启示我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式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既要对先贤智慧存有敬畏之

心，又要根据时代精神对其进行扬弃、诠释、转化和创新；既要对经典深入研究，也要对其智慧加以

应用；既要注重文化自信，又要注重中西文明互鉴，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向度，更有力地推动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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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式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反思中国哲学之研究向度，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这是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和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

认为，体察 20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道家思想的   

吸纳与应用，或许能为推进以上课题提供一定的

参考。 

西方世界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皆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危机，现

代科学的发展让人重视物质却忽略精神追求，从

而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人们对于欧洲文明的优越

性产生了怀疑。于是，一部分人士将目光投向东

方，将道家思想视为救治社会弊病之良方。玻尔、

李约瑟、普利戈金(又译普利高津)、卡普拉、荣

格、马斯洛、韦恩·戴尔等西方学者被道家思想

中深邃而独特的智慧所吸引，他们超越西方文化

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藩篱，以各自的方式

吸收道家智慧进而应用于心理学、物理学、管理

学、政治学、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获得了突破

性的成果，笔者将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道学西 

用”。迄今为止，虽有学者曾分别论述道家思想

在自然科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养生保

健等领域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者关注这一文化现

象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和哲学研究的参考价

值。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从西

方反观中华文化之现代价值、开展优秀传统文化

“双创”的“他者”视角，超越“身在此山中”

的视域而获得启示。正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张

西平先生所说：“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的方

法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1] 

本文拟从态度立场、研究向度和文化互鉴等角度

略述己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进一

步思考和探索。 

 

一、敬畏之心与理性审视同在 

 

以何种态度或立场来看待中国经典和先

贤？陈寅恪先生主张“同情的理解”，不苛求古

人，而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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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一主张已是十分难

得，在中国学界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细究其意，

这种态度基本上局限于理性和知识的层面，限制

和窄化了人们对中国经典进行更深层次的体悟

和认识，难以深契先贤思想之奥义与精髓。 

这种“同情的理解”与西方学者对道家深怀

崇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例如，著名瑞士心理

学家荣格对道学代表人物老子推崇备至，他在其

自传的“结语”中称：“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

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见多识广的这位

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确的。”[2]他在阅读了道学

修炼作品《太乙金华宗旨》之后坦言：“作为一

名地地道道的西方人，我别无选择地被这部中国

著作的奇思异想深深迷住了。”[3](71)在其他西方心

理治疗学家那里，同样也表现出对老子的服膺。

美国心理治疗家、“哈卡密疗法”的创立者和   

实践者格雷格·约翰逊(Gregory J. Johanson)和

荣·克尔兹(Ronald S. Kurtz)以大量的案例证明，

“老子的智慧如何在特殊时刻为有效技术的介

入提供了基础和框架”。老子柔弱虚静无为等思

想被他们奉为心理治疗的“根基”。他们强调，

治疗者是否在心理治疗中自觉地运用这些“根

基”性的原则，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治疗结果，

“如果治疗者紧紧依靠这些原则，时时不离这些

原则，那么，在治疗过程进行时，就会自然演化

出各种技巧来”，否则“他们用的各种技巧简直

就起不了什么作用”[4](111−112)。 

将《道德经》融入民众生活的美国作家、教

育家韦恩·戴尔更是对老子深怀崇敬。在《改变

思想，改变生活——老子智慧的现代启迪》一书

的前言中，他谦恭地说，《道德经》中“具有深

刻影响的话语让我肃然起敬”，“全身心地进入阅

读、写作、阐释的状态，尤其是要按照这 81 章

所说的去做”，“通过老子神秘而又实用的哲学，

能够给你当下的生命带来愉悦”[5]。正是对老子

思想的虔敬与践行，让韦恩·戴尔受益良多，甚

至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困境。因此，在该书的“结

语”中，他深切地说：“我深感内心的平和。谢

谢你，老子！”[5](356)这些满怀深情的话语竟然出

自一个从未到过中国又不懂中文的美国人之口，

令人感动和震憾。正是这种虔敬的态度，为西方

学者深切体悟老子智慧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而仅以“同情的理解”去研读《老子》的人是不

太可能获得这些深切感受和宝贵启示的。 

在以敬畏之心面对道家的同时，西方学者又

注重理性分析。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

人类文化的视域中对多种文明进行考察和比较，

从中找出各自的特征。在这种理性分析的基础

上，他对于道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了

更为清晰的判断。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

“在所有哲学中，道家最早预料到，在通往文明

的路上，人类无法与其生活、运动和存在的终极

现象的灵性和谐相处，最终影响了自己在宇宙中

的状态。”[6](220)通过这种理性分析，汤因比将改

变世界不和谐状态的希望投向了道家思想。他认

为，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

动和存在。因此，道家思想的意义就不仅限于它

产生的那个时代和环境，“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

地区，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

关”[6](276)。 

西方学者尊重和谦恭地面对道家思想这一

文化遗产，绝非不加分析地盲从。例如，玻尔虽

然推崇老子主客一体的认识方法，但仍强调需要

借助观察仪器这一人类感官的延长，运用实验、

观察、推理等方法，来研究认识微观世界。英国

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虽然十分崇尚道家，

充分肯定道家的科学成就，甚至曾为自己取了耀

丹、十宿道人、胜冗子等道号，但他亦清醒地指

出道家的缺陷说：“可惜他们未能对实验方法达

到任何明确的定义，或把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加

以系统化。”[7](175)他虽然高度评价《抱朴子》这

部道教经典“包含着某些看来是高水平的科学思

想”，“大大高出于同时代的西方所能提出的任何

东西”，但同时也清醒地指出其中存在“许多荒

诞的、幻想的和迷信的东西”[7](469)。 

马斯洛亦是在改造或选择的基础上吸收道

家思想的。他虽曾自诩为道家，并倡导科学家、

医师、教师、父母将自己“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

求的形象”[8](20)，但却主张“以一种‘美国式的

道家’为指导”[9](95)。他在《谈谈高峰体验》中

强调，要想进行深邃的思索和理论研究，要想保

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将道家顺应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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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控制、谦恭、信赖、松弛与坚定、顽强、固执、

戒备、警惕、气盛、好胜等“两个不同方面的特

点和能力恰当地结合在一起”[8](8−20)。他对道家

自然无为等思想也并非盲目崇拜或照搬，而是结

合实践中出现的放任自流等弊病，指出“无为”

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可见，西方学者对道家既虔

敬谦恭，又坚持理性分析；既吸收其精华，又对

相关理论做出必要的弃旧图新和修正。 

西方人士对道家思想的虔敬谦恭与理性扬

弃并举的态度及其总结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

学习。我们看到，在国内外一些心理学工作者那

里，还存在着“非西方精神生活的理论不值得研

究”等片面观点。心理学界的有识之士呼吁“建

设心理中国”，“回到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叙事”
①
，

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一方

面，现代中国人需要虔敬谦恭地体悟那些超越时

空的道家智慧，将理性知识和现代技术与中国先

贤的思想智慧融会，让这些思想精华融入实际生

活，化为指导人生的生命智慧，决不应对先贤的

智慧不屑一顾甚至全盘否定，唯西方马首是瞻，

盲目崇拜洋人和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我们

亦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环

境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不能对其

不加分析，盲目崇拜，全盘继承。在当今中国的

国学教育中，一度出现良莠不分、封建糟粕沉渣

泛起的现象，就很值得人们警惕。文化发展的长

河既绵延不断，又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根据时代

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披沙拣金并加以现代诠释，

不断地改进和创新，才能保持文化发展的健康 

方向。 

 

二、理论阐释与应用践行并举 

 

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是当代学

者所关注的话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和创新性发展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就需

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之应用

价值的研究和发掘，特别是吸收现代诠释学重视

应用的思路，考察中国传统经典在回应不同的时

代问题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劳思光先生等前辈学者曾概括中国哲学“不

在于思辨，而在于实践”的基本旨趣，并批评以

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学”忽视了“实

践性的努力”[10]。其实，缺乏“实践性的努力”

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先贤的哲学思想和生

活智慧主要成了理论思辨和分析的对象，而较少

做“实践性的努力”，这显然窄化了中国哲学的

研究视野。 

在这方面，西方有识之士的研究向度和经验

颇有启示意义。我们看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对

道家思想进行理论阐发和现代诠释，而且加以应

用。这种重视践行的取向正好切中了道家注重实

践和体悟的基本旨趣。在实修或践行过程中，一

些通过分析、思辨、推理等常规学术研究方法难

以呈现的道家高妙智慧或可得以彰显。 

例如，荣格、罗杰斯、海灵格等心理治疗家

将道家自然无为、抱朴守真、虚静冥想等概念或

方法与他们的治疗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了潜意识

理论以及“以人为中心疗法”“家族排列疗法” 

“内在之旅治疗法”等新的治疗方法。荣格更将

道家的精神贯穿于自己的实际生活之中。他的学

生冯·弗兰兹说：“荣格崇尚道家，并且身体力

行于道家哲学的生活方式。”[11]马斯洛则明确地

说，当他“在心理学中探险并走遍了各条道路”，

并在“认真考虑全部道家的观点”之后，对道家

更是推崇备至，主张科学家、医师、教师、父母

“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

形 象”[8](20)。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沿着人本心理

学的思路，将老子“无为”“真朴”等思想具体

应用到心理治疗实践之中，形成了“以人为中心”

的心理治疗方法。马斯洛、罗杰斯还分别将顺应

自然等宗旨推广到教育领域，提出“学习者中心”

教育论，主张学校教育的基本方法应是帮助“任

其自然”，教师应以“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为

楷模[8](189)，从而推动了美国的教育改革。 

又如，美国的肯尼思·克洛克等管理学家在

《管理的终结》一书中列举大量案例论证自我管

理的功效，并在多处引用老子的话语，强调民主

型组织中的领导者必须能够接受和允许别人领

导自己，“就如中国大哲学家老子数千年前说的

那样：‘如欲先之，必先后之’”[12](156)。该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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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领导，并将这三类领导与老

子“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

的论述相联系，“‘不知有之’这种领导随时随地

都让人感到非常自然，他总能及时出现，尤其是

在紧急情况下。‘不知有之’的领导是民主式的

领导，他不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力和特权来

区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12](163)。而作者以“管

理的终结”来命名此书，充分表达出对管控型管

理方式的否定。他们将“没有管理的管理”奉为

管理的最高境界，这让人明显地感觉到老子“无

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在西方管理实践中的影响。 

具有丰富的养生保健理论和方法是道家具

有普遍意义和吸引力之处。早在 20 世纪初，来

华传教士卫礼贤翻译的《道德经》和《太乙金华

宗旨》就曾引起西方学者和民众对道教哲学和养

生保健智慧的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

更是对现代西方主流医学进行反思，在这一过程

中，卡普拉的反思尤为深刻。他指出：“在笛卡

尔观念的影响下，医生们看不到疾病的潜在的

有利因素，疾病被当做应当消灭的敌人。医学

追求着一种企图消灭所有疾病的乌托邦式的理  

想。”[13](101)接着，卡普拉将目光投向了道家的

生命智慧，他赞赏说：“道家的圣人意识到，流

动在观察生命世界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意识

到，对立的但又互补的倾向看来是生命的精

髓。”[13](225−226)卡普拉看到，道家以变化流动的眼

光来观察生命世界以及对立又互补的方法论具

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道家的

生命智慧日益渗入西方民众的实际生活之中。 

美国著名教育家韦恩·戴尔更是将《道德 

经》视为“以和谐、道德、崇高的态度对待世间

万物的生活总则”[5](前言)，将自己对《道德经》的

体悟特别是其中有助于提升人生、缓解困惑、优

化性格的智慧诉诸笔端，撰写了《改变思想，改

变生活——老子智慧的现代启迪》一书。他还在

全书各章的结尾处列出“现在行道”，指导人们

身体力行地实践书中的智慧。该书出版后深受美

国民众的欢迎，不仅跃入《纽约时报》畅销书籍

榜，并在随后的 64 周内保持在亚马逊畅销书

TOP10 之中。时至今日，该书的销路依然不错。

《纽约时报》称赞道：“这本书最终能永久地改

变你对生活的态度……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平和

心态”；《华盛顿邮报》称它为“一部可运用于日

常生活、追求平和幸福生活的宝典”[5](封底)。韦

恩·戴尔对《道德经》生动而又深刻的诠释，让

该书和其同名讲座备受欢迎，他促进了古老道家

思想的生活化、普及化，从而“活起来”“火起

来”，是非常成功的道学西用之典范。 

这些将道家思想与应用践行相结合的成功

范例，让道家思想在千年之后、万里之外的现代

西方遇到了众多的知音，使道家思想在更大范围

内生根、开花、结果。 

西方人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吸收应用道家

思想的成功尝试向人们昭示，中国哲学具有融通

东西文化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对

于人类的安身立命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普遍

意义。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道家思想研究不仅需

要人们沿袭传统的思辨、分析、论说、考据等“纯

学术”方式，还需要在“实践”等“核心部分着

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需要与从

事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养生学等应用型学

科的同仁携手并肩，共同体悟和发掘道家思想等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宝藏，真正让中华优秀文

化和思想精华“活起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心理治疗

家探索出了将道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经

验。如，杨德森、张亚林将《老子》思想与心理

治疗实践相结合，借鉴西方的认知疗法，创造出

“道家认知疗法”；邓云龙将儒释道思想与现代

心理治疗相结合形成“悦纳心理疗法”。他们将

这些方法相继在湖南和全国多地推广应用，取得

了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可见，将理论研究与应

用践行相结合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应当在理论

层面展开研究，同时进一步深入生活世界，总结

并践行道家智慧以滋养民众的身心健康，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的活化，更好地担负起知识分子“关

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的崇高使命。 

 

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鉴 

 

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开展文明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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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

文明都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其自身存在的

合理性；同样，对客观世界之本质规律的反映和

总结也是有着多个面向的，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方

法更是多种多样的，“任何方法和方法论思想都

有其一定的作用，又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

性，他们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具有互补效应”[14]。

东西方虽然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表

达方式，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需要相互交流、

相互融通、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如此，才能促

进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的和谐与    

和平。 

20 世纪西方精英对道家文化的吸收正是建

立在对西方文化之缺陷进行反省和超越之基础

上的，是在中西文化互鉴的大视野下审视和了解

自身，进而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例如，荣格、马斯洛等心理学家认识到，西

方机械主义心理学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还原论

方法，导致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偏离了

健康的轨道，西方传统的非此即彼或排斥异己的

思维方式造成了种种问题，应该转而接受道家

“整合一统的、协同一致的思维”。 

荣格在与老师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曾经

在探索的道路上徘徊了十五年，是《太乙金华宗

旨》帮助他走出了困境。从这些经典中，荣格看

到了蕴含于其中的智慧，促使他认识到“西方的

理性主义和片面分化不得不屈服于东方的兼容

并包和简易单纯”[15](304)，“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

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

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15](305)。他推崇

对立面彼此平衡等道家智慧，坦言东方富有哲理

性的相对论“具有无比贡献”，“对我们产生深远

的影响力”[16](75)。他认识到，西方逻辑分析的思

维方式让理性意识膨胀，因而产生了“意识过度

发达”的弊病，“从未让心灵在平静的环境中质

朴地发展”，而道家自然无为的修炼方法正是针

对后天意识过度发达的治疗之法，是获得自身解

放的关键[3](84)。这种“让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

为”的思想正是西方文化中所缺乏的，非常需要

借鉴道家质朴无为的处事态度，故他将无为原则

贯穿于“积极想像”的程序与步骤过程中[17](112)。

在对西方两端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进行深

刻反思的基础上，他吸收道家的自然无为、对立

统一等思想，开创了分析心理学这一独树一帜的

心理学流派。 

西方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也认识到了

西方科学范式的不足。西方经典科学遵循的是寻

找一个建立在基本概念基础上的无矛盾的逻辑

体系。在经典物理学的语言框架中，粒子是物质，

波是能，但在量子力学中，这一科学信念与科学

事实之间却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1927 年 9 月，玻尔提出了“波粒二象性”，即量

子系统的对象既是粒子又是波，或者既不是粒子

又不是波，“波粒二象性”是任何辐射与物质都

具有的内在的和根本的性质，二者是互相排斥

的，但同时又都是确定存在的，只有将这相互对

立又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和

谐的整体，才能获得对微观世界的全面理     

解[18](58−59)。玻尔上述思想及思维方式在西方文化

史上是少有先例的，西方思想强调理性和逻辑上

的一致性，不能容忍对事物的解释中出现矛盾。 

玻尔年轻时就曾读过丹麦文版《基督以前的

老大师和他的著作——“道德经”》，他关于基本

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理论，是受到老子对立互补思

想影响并将其运用于科研领域而开出的现代文

明之花[19](41)。他进而将互补理论发展成为互补

哲学，应用于学科之间的互补与综合，为人们

提供了一种更为客观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

法。他更将互补理论拓展到民族文化领域，强

调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他顶着巨大

的压力，针锋相对地否定当时纳粹所鼓吹的“雅

利安人种文化优越论”，阐明人类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的平等与互补，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勇气

和良知[20](135−136)。 

又如，理性知识和理性思维活动是西方科学

研究的重要部分，但这并非科学研究的全部。理

性和非理性思维活动都不可或缺，直觉思维和顿

悟、灵感这些非理性的方法同样也会给予科学家

新的领悟，并使他们富有创造性。在这方面，卡

普拉这位卓越的美国物理学家的观点具有启示

意义。 

卡普拉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道家思想等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2 期 

 

30

 

中国传统思想的借鉴意义。他认为，“笛卡尔、

牛顿以来，我们的文化就一直被推理知识、客观

性、定量概念所困扰，致使我们在对待人的价值

和人的经验上常感到不保险”[13](239)，过分强调

科学方法，强调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已经

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生态的态度”[9](31)，因

此，应当从世界观的层面进行转变。他在《转折

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中指出：

“物理学已发生了数次观念革命，它们清楚地揭

示了机械论世界观的局限性，并且走向有机的、

生态的世界观。”[13](37)他明确地指出：“道家提供

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13](310)，揭示了

道家智慧对于西方“根深蒂固的反生态的态度”

所具有的警示意义。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戈金亦从东西方

文化互鉴、互补的立场强调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

相结合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应当将西方传统

的实验和定量方法与中国传统自发的自组织的

世界观结合起来[21]。 

西方科学家的这些观点揭示出以“无为”“静

观”“顿悟”为特色的中国传统直觉致思方式对

于西方理性思维、定量方法的补充意义。我们知

道，老子的对立统一等思想不是通过科学实验发

现的，也没有逻辑推导的过程，而是以经验或直

觉的方式获得的。老子认为，通过言说、分析、

推理等方法无法体认大道，而只能通过“致虚守

静”、向内反求、直觉体认的方法来领悟和把握

“道”。这是一种无法依赖感官、不能借助于逻

辑推理的内向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因此，一味

地崇拜西方理性知识或非此即彼、逻辑分析的思

维方式，而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虚静”“内观”

“顿悟”等非理性智慧妄自菲薄甚至粗暴地否定

和排斥，显然是不可取的。 

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科

学知识和理性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

可对中国先贤的无为、直觉、顿悟等非理性智慧

弃之不顾。将二者结合，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

才是明智的态度。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道家思想在西方绽

放异彩，离不开现代科技和理论的深厚土壤以及

有识之士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玻尔、普利戈金、

卡普拉等科学家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是建立在西

方已有科学理论、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础

之上的。同样，分析心理学、人本心理学、超个

人心理学等流派也是西方科学心理学和科学技

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在科学心理学充分发育

之后再对其缺陷进行反思的结果。因此，这是一

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是经过科学洗礼的文

明发展链条上新的一环，他们对道家思想的借鉴

和吸收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博采众长。 

诚然，由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异，

西方人士对于道家的理解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局限性，有的认识甚至还很偏颇。例如，汤

因比一方面推崇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

也指责说：“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

想……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

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

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

的力量。” [6](275)显然，这些评价不符合历史事   

实[22]，是对道家伦理思想及其关注政治、关注民

生的责任意识缺乏了解而产生的偏见。 

对于这些偏见，我们应予以澄清，但亦可看

到中学西传过程中的复杂和艰辛。乐黛云先生曾

指出，18 世纪的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文化  

精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启迪，“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    

建”[23](导言)。同样，在 20 世纪，“道学西用”也

是一个“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的复杂

过程。道家思想和现代西学代表着人类认识发展

的不同阶段，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能等量齐

观，更不应产生“古已有之”之类的盲目自大。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道学西用”过程中的“误

读、改写、吸收和重建”，厘清原典的本来意涵

与现代诠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总结这些融会

东西文化的经验进而借鉴其成果？因为这些成

果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洗礼和哺育，蕴含不少合理

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吸收和运用这些思想、理论

和方法，对道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有助于我们

从现代科学的新视角审视这一落满了历史尘埃

的学术资源，拨开笼罩在道家修炼活动之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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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迷雾。例如，道教内丹心性修炼方法对于身心

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的理论、概念往往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操作方法和程序难以掌握，

其作用机理不易解释。借鉴现代西方心理治疗学

的理论和方法可能有助于这些修炼理论和方法

的现代转型和操作、普及；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手

段对其调治效果进行测评，其中的功效或将更具

有实证意义；借鉴荣格的“潜意识”等现代心理

学理论来解读道家“致虚守静”“心斋”“坐忘”

等心性修炼方法，或通过脑波检测仪器对其开展

相关实验，获得定量分析数据和实证结果，可沟

通道学心性修炼与现代西方心理学，有助于揭示

道家养生智慧和心性修炼的内在机理。在中西文

化互鉴的视角下，道家智慧与当代科学理论和相

关知识体系有望有机地结合，道家思想这一古老

的学术资源可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更有效地调

治现代人类的心理问题，开发人类的潜能。 

又如，老子与哈耶克虽然都认识到理性和知

识的局限性，但老子的时代和《老子》的文体等

因素决定其对此缺乏理论论证和阐发，而哈耶克

的“默会知识”“必然无知”等概念背后则有一

套完整的理论，他对于人类理性之局限性的分析

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论证之上的。吸收这些理

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子“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等箴

言的意义，在中西方文化互融、互鉴的开阔视野

中认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从而在进行决策时更

为谨慎小心，广采博纳。 

我们还应看到，中西方文化互融、互鉴的意

义决不限于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更可以修正西方

现代社会的身心二元、人类与自然对立、自我中

心等错误理念。同样，西方科学家所创建的中西

融汇成果亦可为我所用。例如，普利戈金吸收道

家思想智慧创建的耗散结构理论，就被不少中国

人借鉴运用到党建、思想教育、企业管理、经济

学甚至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之中；吸收了道家智

慧的分析心理学、人本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等

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亦被应用于中国的

心理学理论建构和心理治疗的实践当中。这一

切，都展现出中西文化互鉴、互动、互补、互融

而带来的现代文化发展的光明前景。 

 

四、结语 

 

西方学者吸收、应用道家思想的事实有力地

证明：道家思想中蕴含的有机整体思维模式、对

立统一的方法论、虚静默会的认知方法等思想智

慧有助于为西方科学研究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

思维方式和认知路径；正反相因、抱朴守真等处

世智慧有助于为充满焦虑和不安的现代人类构

建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尊道贵德重生、性命双

修的生命整体观和身、心、灵互动的养生方法，

有助于弥补西方主流医学的短板，促进人类的整

体健康；自然无为、谦下包容、和谐弃争等行为

原则更是缓和冲突、协调人际、优化性格的良方。

在全球冲突加剧的今天，这些智慧更加凸显出独

特的救世价值。 

今天，我们正在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

走向世界。但不少人似乎还未注意到，道家思想

早已在异国他乡生根开花并结出了硕果，这让我

们自豪、自信，更激励我们自省和奋进。道家思

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总结和借鉴“道学西

用”之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拓

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向度，深化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双创”工作，更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实现中华传统智慧的当代表达和世界

表达。促进中西文明的互鉴与平等交流，发挥道

家思想救世解危、健心养生等积极作用，让道家

的思想精华“活起来”，“火起来”，结出更多现

代文明之果，润泽中华，普惠天下。 

 

注释： 

 

① 李明在第二届文化与心理治疗论坛大会发言——“心理

中国——时代困顿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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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dern inspirations of western utilization of Dao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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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faced with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so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resorted to Daoist philosophy as a remedy for social maladies. Distinguished figures 

such as Niels Bohr, Joseph Needham, Ilya Prigogine, Frifjof Capra, Carl Jung, and Abraham Maslow applied 

insights from Daoism to multiple fields including psychology, physics,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and 

health and wellness, thereby writing new chapters in whic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mplement, 

integra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inspires us,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epe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We should not only have a reverence for the wisdom of the sages, but also transcend, re-interpret, transform, 

and innovate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not only conduct deep research into the classics, 

but also apply their wisdom into practice, and not only emphasize cultural confidence, but also emphasiz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o expand the methods and dimensions of research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pproach will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Key Words: Daoist thoughts; modern utilization of Daoist philosophy; modern interpretation; revitalize; 

inspirations;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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