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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精华，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老子的思想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生观蕴涵着丰富的生命哲理，给人以思想启迪。老子人生观的主要内

容包括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见素抱朴的道德追求和致虚守静的心境目标，这对于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成

才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学习老子的人生哲理，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为大学生提供解决人

生问题的智慧和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最后通过推动老子人生智慧走向校园、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传

播老子人生智慧等路径来滋养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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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wisdom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ill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is day. Lao Tzu’s thoughts ar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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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 outlook on life contains rich life philosophies and 
provides people with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 main contents of Lao Tzu’s outlook on life in-
clude a natural and non-actional life realm, a moral pursuit of embracing simplicity and embracing 
plainness, and a state of mind goal of achieving emptiness and maintaining tranquility. This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Learning Lao 
Tzu’s philosophy of life helps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a scientific outlook on life, provides them 
with wisdom to solve life problems and develop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Finall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nourished through promoting Lao Tzu’s 
life wisdom to the campus and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to disseminate Lao Tzu’s 
life wisdom. 

 
Keywords 
Lao Tzu, Outlook on Life, University Studen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当今社会，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新生力量，其成长发展关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未来。然而，面

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的网络世界，大学生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从传统文化

中汲取智慧，特别是老子的人生哲学，对于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积极和进取的人生观具有重要意义。 

2. 老子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老子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的人生观是

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及观察总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见素抱朴

的道德追求和致虚守静的心境目标。 

2.1. 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 

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自然无为”，也是老子预设之“道”的要义。“自然”“无为”，这

二者能并为一个整体，能达到统一、和谐的状态，即是合二而一的，“无为”是“自然”的行为表达，二

者相即相入。因而，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 p. 146)“自然”一词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

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 
无为，讲的是自然而然。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遵循着道的规律，道取法于它自身，所以说人

也要遵循自身的规律。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不能乱为、妄自地去做，不要强

为，应当恰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并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何事，都不要一意孤行，而

要顺其自然。圣人无为而治，百姓便会自我化育，圣人不爱滋扰生事，百姓就会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

圣人行不言之教，百姓就会潜移默化地被引导。老子的思想告诉我们做事时，一要顺其自然，二要心态

平和，三要按规律行事，四要遵循天道公理。因为任何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这是违背自然法

则的。 
无为，即无私无欲、不妄为。无为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不是消极的毫无作为，并非不要发挥主观能

动性，什么事情都不做。它要人们去“为”，但在对待具体事物时，要做到“因其自然”，以及“不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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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作为主体要做到不多事，不妄为，不乱为，不干扰它物，不强为，不违背物性，不要被自己的

私欲蒙蔽，而破坏事物的正常发展秩序。要以道而行，顺应事物本性而为。事物的本性有的善于前行领

头，有的喜欢后行跟随，有的行事缓慢，有的急速；有的生长刚健强劲，有的柔弱乏力，有的遇见挫折会

增益成长，而有的不能经受一点风吹雨打。世间的物性不同，社会的人性各异，所以说凡事不可千篇一

律，要遵循“物性”，容许事物的差别与特殊性，遵循法则，与事物相一致。听任自然，因势利导，不要

有过分和走向极端的做法。“道”不强作妄为，不过度去为。道孕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促进其生长而不

自满，滋养其生长而不支配其。人类也应该做到，对待他物，要避免不必要和不适当的过分干预，不强

作妄为而阻碍了事物的发展。让事物顺其自然地自由发展，才是让其达到最佳状态的最好方法。因为万

事万物本身就蕴藏着自然而然的潜在发展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固有的、内在的。外界不必要或过分地

作为都是强加给事物的，阻扰了事物的本性发展，这样强作妄为不但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反而会干扰并

破坏事物的自然演进过程，不利于事物天性的发挥。 
无为，即谦下、谨慎。老子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都是有个过程的，天下

的难事往往始于易事，而大事也往往源于细微之处。因此，我们应当在事物尚处于稳定、弱小的阶段时，

就及时着手解决，克服困难要趁其易时，成就大事则要从细节做起。这样，我们才能稳步前行，最终实

现远大的目标。易于把握、消解，当事情还没露征兆时容易谋划。如果形成一定的势时，就难以“为”

了。因此，我们应当秉持“为之于未有”的理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发展的视角审视问题，提前预防，

从而在事物发展之前就预见并防范可能的风险，实现防患于未然，确保事物能够朝着预期的结果发展。

在事物没有起变化前，就妥善处理，在祸患还没发生的时候，先做预防。当然，这种防患于未然并不是

任凭主观意愿恣意妄为，而是顺物之自然，只有这样才无所失。老子告诫我们，在我们做事情时，要事

先考虑、谋划，提前做好准备，要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这样即使事物发展有所变化，也能在心

里早有准备，使问题得以消解。 
通过对“无为”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子以“道”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原则，并据

此构建了自己的人生观。在《老子》一书中，道被视为宇宙万物存在与演进的根源和法则。人应当效法

“道”的精神，为有限的个体生命寻求超越的支撑和依据。人类应效法大地的厚德载物，大地则效法天

地的广阔无垠，天地又遵循道的运行规律，而道则纯粹地顺应自然。这种层层递进、效法自然的理念，

旨在引导人们达到“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 

2.2. 见素抱朴的道德追求 

老子倡导“见素抱朴”，其中“素”为未染之丝，“朴”为未经雕琢之木。“素”与“朴”是同义关

系，都表示事物的本质。所谓“见素抱朴”，就是要体现和保留质朴、自然的色彩。其中“见”是“现”

的意思，就是表现为一种态度。“朴”的比喻和“婴儿”的比喻一样，是说明“道”的自然境界的[3]。
老子以“朴”论道本真无名之境。“常得乃足，复归于朴”([1]: p. 113)是说人性恢复到真朴的状态就说明

常德充足了。“敦若朴”([1]: p. 60)是老子形容行道之士的。 
“见素抱朴”是老子针对当时的社会道德状况提出的，他感受到了当时的人情状态越来越外在，越

来越强烈，而人的自我意识却越来越淡薄，只依靠一系列的道德准则来将人的思想固定在某种形式上，

更有一些人假借仁义的名义，去偷取名利，将仁义等道德理念当成欺世盗名的手段。因此，老子主张应

该摒弃故意而为的道德外衣，恢复人的本性，让人类的本性重新回到自然的本性中[4]。这就需要我们时

刻坚守“道”的“本真”，并以此来对抗腐败生活所造成的“麻木”与“损伤”。老子强调人生的培育，

并不是要去占有、浪费多少的物质财富，也不是要获得多少世间的名誉与地位，而是要建立一种恬淡的

人生观念，把自己的基础夯实起来。人类要保持健康和长寿，就要用赤子之心来充实自己的心灵，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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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心灵来调节自己与外界的冲突。 

2.3. 致虚守静的心境目标 

老子相信，人的精神本来是一片清明，但由于欲望和外在因素的干扰，使人的精神变得焦躁不安，

因此它需要“致虚”和“守静”，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变得清明[5]。“虚”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环。

“道”是一种“虚”。《老子》第四章中说：“道冲，而用之久不盈。深兮，万物宗。”([1]: p. 18)“道

冲”是用来描绘“道”的本质为“虚”的状态。这种虚态的道体，宛若万物的始源，且其展现和发挥的作

用持久不息、无穷无尽。因此，“虚”并非意味着一无所有，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无尽的可能性。这

与第五章的说法异曲同工，“天地之间，其犹橐龠！虚而不屈，动而愈出”([1]: p. 23)。“橐龠”作为古

代的风箱，在此用以描绘虚空之境。尽管天地之间呈现为虚空之态，但其蕴含的力量与效用却是无穷无

尽的。由此可见，这个“虚”字实则蕴藏着创造性的元素，它所蕴含的能量无可估量。正像“上德若谷”

所指出，道德高尚的人如同深邃的山谷，虽看似虚空，却能汇聚无尽的智慧与力量。又如“譬道在天下，

犹川谷于江海”，即便山谷是空旷之地，却也是众多水源的归宿。我们常常以“虚怀若谷”来形容那种宽

广如海、包容百川的胸襟，能做到这一点，才能被称为“上德”之圣。 
将“虚”的观念作用到人生方面的时候，它含有深藏的意思。“虚静”的生活，事实上是一种心灵深

处保持凝聚含藏状态的生活方式。“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1]: p. 98)“持而盈

之，不若其以。揣而锐之，不可长保。”这些话都是提醒人们不要自满，要深藏。有了这样的心态，才能

培养出崇高的意志，纯真的性情，从而产生深邃的创造力。因此，老子提出“致虚守静”，就是要在忙碌

的时候，冷静下来，在烦躁的时候，稳住自己的心境，然后通过“虚静”的修炼，积蓄力量。在人生中，

我们总要面对种种荣辱得失，若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受情感欲望的影响，

便能泰然自若。 

3. 老子人生观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老子的人生观为当代大学生成长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价值，其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为大学生提供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和有助于大学生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通过研究和借鉴老子人生观的

智慧，这对于培养具有高尚品质和精神追求的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3.1. 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大学生人生观的塑造，应当基于他们当前的实际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同时积极汲

取老子的人生智慧。通过深入理解与掌握老子的思想精髓，我们能够坚定对这份传统文化智慧的自信，

从而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当前，大学生在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既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

响，也与家庭教育、独生子女成长环境以及个人认知差异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 
借鉴老子的人生智慧，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我国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继续前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必须将个人理想目标融入到祖国发展前途之中，脚踏实

地，自觉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挺膺担当。 
研究老子思想的精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时代发展的规律，更好地了解自我，并在此基础上，

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个人人生的全面发展。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指出了不

人为干涉事物发展进程，顺势而为地遵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提示大学生应注重量的积累，

从平凡的小事做起，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强调了一种自立自强的人生态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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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生智慧为我们进行人生选择和人生规划提供了智慧支撑和价值遵循。老子推崇水“利万物”的品质，

“利万物”是一种肯于付出、要培养乐于奉献的精神。大学生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要汲取老子智慧，少索取，多奉献。 

3.2. 有助于为大学生提供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 

老子的人生有追求理想而不能实现的“被褐怀玉”的人生苦恼，有“死而不亡者寿” 的人生精神价

值追求，也有“上善若水”的人生理想目标，这对解决当代大学生生命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老子人生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通。老子强调“以退为进”、“以柔克

刚”都反映出他灵活变通地解决人生问题思路。大学生面对复杂的人生环境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锻炼自

己灵活变通的思路，可以增强自己的人生韧性，积累经验，少走弯路。老子处世宽厚仁爱，第六十三章

指出：“报怨以德。”[6]无论他人如何憎恨你，都要以清净无为之道去对待他。对好人很好，对不善之

人，亦以善待人，如此才换来善心[7]。这一解决人生问题的思路对解决当代大学生人际矛盾有重要启示。

大学生宽以待人，善待他人，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大学生正处在人生问题频发的时期，从老子人生

智慧中可以获取知识和价值。 

3.3. 有助于大学生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埃里克森的“八步发展”说，在人的一生中，每一个阶段都面临不同的冲突与挑战，只有成功解决

每一阶段的矛盾与冲突，才能获得完整的人格发展。老子的人生观中蕴含着超越自我的人生追求，启示

大学生以一种超脱的视角看待自己，不执着于个人得失与荣辱，培养一种豁达的心境。大学生正处于面

临着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成长中难免遭遇失意和挫折，唯有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无惧前进的

困难，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面对个人过盛的欲望时，要懂得适可而止。“天下

莫柔弱于水，而能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6]面对困

境，我们需要有“水”的品质，柔韧有余，攻坚克强，最终达到“柔能胜强”的目的。“挫折是个体从事

有目的的活动受到阻碍和干扰，以至其动机不能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情绪状态。挫折情绪至少包括了痛苦、

失望或焦虑，而非单一情绪。”[8]在人生成长路上，挫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战胜挫折需要个体拥有

坚忍不拔的毅力，大学生应客观看待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和困境，要坚信“前路有光，路有曲径”，坚定通

过自身的刻苦钻研，能够克服困难。大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世界中的各种诱惑时，要懂得克制内心不合

理的欲望，懂得适可而止[9]。 

4. 如何利用老子人生观滋养当代大学生 

老子的人生观是其对于人生价值和处世智慧的深刻思考，对当今在校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仍具有深远

的启发意义。推动老子的人生智慧走进校园和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传播老子人生智慧，使老子的人生

观成为指引大学生未来成长道路的明灯，是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应有之义。 

4.1. 推动老子人生智慧走进校园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没有什么形式是没有内容的，也没有

什么是没有形式的。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内容的传播，可以推动内容的开发。用老子的生命智慧对大学生

的人生观进行教育，必须采取符合时代潮流的科学方法。只有这样，老子的生命智慧才能真正地扎根于

大学生的生活和心灵之中，激发他们内在的思想冲突，促进他们的人生观的形成。 
老子的生命智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有着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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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通过继承与发扬“老子生命智慧”的精华，加强学校生命哲学教育的有效性，推动“老子生命智

慧”进校园活动。以“老子”为核心，对校园文化内涵进行优化，以实现校园文化形态的创新，构建和谐

校园，促进大学生成长；根据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的规律，站在高处看，从小事做起，让大学生在具体

的活动中得到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与感染。 
要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的作用，作为教育实施者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增加老子人生智慧的内

容，引导学生学习、了解和掌握老子人生智慧，充分展开课堂讨论；采用讲座和宣讲会的形式，邀请校

外有关专家和学者进行老子人生智慧讲解，连接师生，让老子人生智慧走进大学生，使大学生了解老子

人生智慧，认识老子人生智慧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以读书会的形式，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讨论老子人生

智慧的热烈氛围，使得老子人生智慧越辩越明，深入挖掘老子人生智慧的深刻内涵与价值。 

4.2. 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传播老子人生智慧 

近些年，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影响

着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新媒体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媒体上各种文化、意识形态间的交流

与碰撞，给大学生造成了价值混乱[10]。同时，部分大学生沉溺于微信、抖音等网络交流平台，逃避现实，

沉迷网络，造成与现实的脱节，使得大学生成长动力不足，人生发展受阻；另一方面，通过对新媒介的

使用，可以帮助学生加强课堂上的学习，及时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扩大了

学生的知识面，扩大了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培养了他们的信息甄别的能力和合作精神。因此，教育者

必须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突出优势传播老子人生智慧，这将有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引起其思想矛盾

运动，形成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坚决抵制新媒体的消极因素。 
新媒体不仅是一种受众广、流传快的媒体形式，也创设了一种自媒体环境。在新媒体环境下分享老

子人生智慧，鼓励并支持大学生将老子人生智慧学习心得体会与学习成果在新媒体交流平台适时分享，

不仅将老子人生智慧推广出去，还应形成一种老子人生智慧学习反馈系统，提升大学生对老子人生智慧

的认识和理解。巩固老子人生智慧教育成果，也可采用电视剧、电影、视频短片的形式将老子人生智慧

的形成背景、老子人生智慧的主要内容和老子人生智慧的重要影响在大学生团体群体中推送，使得大学

生在了解老子人生智慧的同时，获得一定的视觉享受。同时，也可开展老子人生智慧论坛，吸引大学生

形成讨论老子人生智慧的氛围，产生思想的碰撞和交融，不断深化对老子人生智慧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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