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智慧：幸福生活的五大原则

第一位书友

人生在世，谁不想要幸福呢？

但人生在世，又有几人真的幸福呢？

有些伤感。

人不幸福，是因为有烦恼，人有烦恼，是因为缺少智慧。

缺少智慧怎么办？要么自己增长智慧，这样我们自然知道该如何

做；要么听有智慧的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前者，需要好好修行，

过程稍微漫长，但等到智慧增长了，自己就能有智慧应对很多事

情；后者，立杆见影，只是这样得到的是“鱼”而非“渔”，只

能解决部分问题。完美的方式是：自己既好好修行，同时还听有

智慧的人分享。

修行之事，先放一边。问题来了，谁是有智慧的人？

当然是老子，老子是世人公认的最有智慧的人之一，或许没有“之

一”。据说老子所著《道德经》，在全球的传播度仅次于《圣经》。

《圣经》的传播，是因为宗教，而《道德经》的传播，是因为智

慧。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的幸福生活的五大

原则。

1. 生而不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原则。

如今，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成了一大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电子产

品泛滥的当下，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远离。然而，越是远离，

父母越想控制。父母越想控制，孩子越想远离。矛盾越来越激烈，

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当孩子在学校、社会受



到挫折，回家又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时，他们能怎么办？休学的、

辍学的，叛逆的、抑郁的，甚至自杀的孩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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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应该如何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老子给的答案是：生而不有。

《道德经》第十章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

玄德。”

大意是：是你生的，但你不占有他；是你做的，但你不以此邀功；

是你帮其成长的，但你不主宰他。这就是最好的德行。翻译不太

准，没关系的，反正老子不在乎。

把“生而不有”用在亲子关系上，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

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只是借你的身体而来，但不属于你。

如果你想细看这个观点，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你们的孩子，都不

是你们的孩子》。

每个孩子，像一朵花。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有的是春天，有

的是夏天，有的是冬天，甚至有的一直不开花，几年之后，你发

现他是一棵树。

父母要做的是陪伴和呵护，做一名护道者，而不是引路人。孩子

自己会寻找自己的引路人。还可以参考这篇文章：鬼脚七：对待

工作、亲子、婚姻最幸福的方式

2. 强大处下：和谐亲密关系的原则。

上次有个朋友跟我诉苦，说自己很委屈，自己开公司赚钱养家很

辛苦，先生收入低，他和婆家人对自己还很不满意，说了很多不

好听的话，夫妻关系经常闹得很僵。

我问她：“在家你是不是很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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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也不算很强势，就是一般小事都是我做主，大事还是先

生做主的。”我说：“哪些是小事？”

她说：“买房子买车，买什么家具，休假去哪里玩，出去吃什么，

这些小事，一般都是我做主。”

“那什么是大事？”

“美国谁当总统？到底俄罗斯要不要攻打乌克兰是？国家未来经

济的走向如何？这些大事，我先生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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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觉得很委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明明自己能力不错，情

商也不错，待人接物都很好，但为何处理不好亲密关系？

我问她：“如果一棵大树，如果把细的树枝和粗的树干换个位置，

会如何？”她说：“这棵树很容易就倒了。粗的树干必须在下面，

细的树枝必须在上面。”我说：“是的，越强大的，越要放下面，

否则就不稳定。亲密关系也是如此。”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

六章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我听说不少企业家，在家“怕老婆”。其实不是怕老婆，而是他

们有智慧，知道强大处下的道理。越强大，越要处下，整个家庭

才稳定。

上次有个必经之路的同学分享，她老公一直事业不顺，家里收入

靠她，照顾小孩也是她。她说老公有时在朋友面前数落自己时，

自己也会自嘲，说家里老公是主心骨自己问题很多，老公会很高

兴，她也觉得挺好的。这就是很好的强大处下的例子。

需要说明：并非说赚钱多就是强大，只是举了“赚钱”的例子。

强大处下，也不只是用在亲密关系上，几乎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包括公司管理、朋友相处、亲子关系等。你自己可以试试。还可

以参考这篇十年前的文章：236-老子智慧•强大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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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而不争：身在职场的修行原则。

在职场，我们习惯“争”，害怕吃亏，但老子告诉我们，要“为

而不争”。就是你去做，但不要去争功。

有人会不解：不争，如何能晋升，如何能加薪？

你觉得是老板聪明还是你聪明？我觉得大多情况下，老板肯定要

比你聪明，所以他才会是老板，你是员工。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是喜欢那些习惯争来争去的员工，还是喜

欢那些为而不争的员工？

老子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为而不争，是圣人之道。貌似做到为而不争，还挺难的。

也不然，至少在职场上，我们可以试试。

上次一位必经之路的同学，她和我分享了一件事。

她以前觉得工作没什么意思，每天按部就班，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后来加入必经之路后，开始践行必经之路倡导的理念，经常主动

承担一些工作，不挑不拣，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帮助周围的同

事。

最近，公司宣布裁员，部门领导逐一把员工叫到办公室谈话。不

少同事出来的时候，都是满脸沮丧，因为被通知要离职。轮到她

的时候，领导告诉她说：公司准备留下她，并给她涨工资。她觉

得十分意外，也很惊喜。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OTM3NjIyMA==&appmsgid=10000501&itemidx=1&sign=35ec176ec6a26e9df63452badfaabafb&scene=21


这就是为而不争。

还有人说：“环境不一样的，在我们单位，你为而不争，别人就

当你是个傻子。”可能吧，如果是我，就当个傻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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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伐者无功：是禁忌，也是原则。

我经常听到类似的问题：我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为何家人看不

到，也不认可我？

有朋友是家庭主妇，带孩子做家务照顾老人，做了很多事，但老

公不认可她，公公婆婆也不认可她。她觉得很委屈。她问我：“就

是因为我没工作没赚钱吗？但我无法出去赚钱啊。”

我问：“你是不是经常自己说自己每天做了多少事多少事，自己

很不容易？”

她说：“是啊，我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怎么看得见？”

我告诉她：“就是因为你总说自己有多少功劳，导致你的那些功

劳都没有了。”

另外一个朋友，能力很强，但在公司也没得到公平待遇，老板和

同事都不太认可他。他的问题很明显，就是经常夸耀自己的功劳，

有一点成绩，希望让领导和同事都知道。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四章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大概意思是：自我夸耀功劳的人，反而没有功劳。嗯，这次翻译

得不全，反正老子也不在乎，不是吗：）



违反这个原则的人，生活中很多。经常有人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一

边干活：我嫁到你们家，每天做牛做马，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

还听不到一句好话……唉，可怜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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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光同尘：最高明的处世原则。

“自我”喜欢出风头，喜欢被关注，喜欢别具一格，这些都是自

我的习惯。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大概意思是做人要收敛锋芒，不要出风头，不要别具一格，要表

现得和众人差不多。

和光同尘，其意思是与光和在一起，与尘土混在一起。

现在网红很多，但出事的也很多。特别红的那些人，每天都活在

风口浪尖上。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和光同尘都是很好的原则，你可以

很优秀，但不要表现得太高调；你可以很有见地，但不要好为人

师；你可以很厉害，但不要表现得太招摇。那些真正的大师，看

上去都很普通。这就是和光同尘，最高明的处世原则。

以上便是老子提出的幸福生活的五条原则。

这真的是老子的观点吗？观点是老子的观点但解读是作者的解读。

所谓的幸福生活，也只是个标签，不要太当真。同样的生活，不

同的心态去面对，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不过，真正明白了这五条原则，并在生活中践行，一定可以避免

很多错误。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够幸福，很可能是因为违反了以上

某条原则。对照一下，你违反了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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