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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家“上善若水”哲学思想剖析西方逆境人物

——从《鲁滨逊漂流记》谈起

摘要：长期以往，西方哲学框架都是解读中国文学的范式，但过度依赖西方

哲学框架可能导致对中国文化的片面理解，不利于树立文化自信，甚至可能阻碍

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进程。由此，寻找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方法迫

在眉睫。为此，笔者意图作一次尝试，以道家“上善若水”的哲学思想视角，剖

析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逆境人物形象，对比《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与道家“上

善若水”思想的契合程度，探寻中西文化与思想的相通之处，为理解跨文化的哲

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文学领域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上善若水;道;文化互通;思想互融

一、伦理道德与水

水，作为一种无生命的物质，却与人类生活和生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其他

无生命物质形成鲜明对比。其形态各异，性质独特，功能多样，常常被提升至哲

理的高度，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古代的学者善于运用水的辩证特性来论述和阐

释问题。在古代中国，一些思想家更是将水的形态、特性与功能与人的性格、意

志以及道德修养相提并论，旨在警醒世人。总体而言，这些启迪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品德至上，树立道、德、仁、义四项行事准则

荀子曰：“水，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此言水之流动不绝如缕，宛若“道”

之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又曰：“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水之滋养万

物，润物无声，正如“德”之潜移默化，于无为之中见其伟大。刘向亦言：“所

及者生，似仁。”
[3]
此乃描绘水之生养万物、恩泽广被的特性，以“仁”为比，

深得人心。荀子再曰：“其源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水源自卑下之地，

然其流动遵循自然之理，此即“义”之所在——遵循天理，顺其自然。

（二）德才兼备，砥砺担当之志

管子曾言：“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此乃正道。”阐述了适度和平衡的

智慧，荀子则进一步阐释：“盈则不求概，似正矣。”告诫我们，做事要“立身

处世，不偏不倚”，保持正直和公允。董仲舒再道：“受恶不避，似包涵。”提

醒我们要有宽容的心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荀子又说：“淖约微达，似察

也。”刘向亦同：“绵约而策达，如洞察秋毫。”强调了“明察秋毫，见微知著”

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6]

董仲舒再言：“循溪谷而不行，或奏万里必至，似智者。”
[2]
刘向亦云：“浅



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者。”强调了智慧的深远和不可测度，“智者千虑，必

有一失”，提醒我们要不断思考和学习，追求智慧的提升。

（三）矢志不渝，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性格

荀子曾言：“其万折也必东，似志”，他从人的意志角度阐述了意志启迪。

刘向亦指出：“其万折必东，似意”，同样强调了人的意志在启迪过程中的重要

性。董仲舒则用水作比喻，认为“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

强调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力量。荀子进一步解释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

响，其赴百刃之谷不惧，似勇”，他强调了勇往直前的决心和行动。刘向也说：

“其赴百刃之谷不疑，似勇”，强调了无畏的勇气。董仲舒则用“物皆困于火，

而水独能胜之，既似武者”来比喻，强调了以柔克刚、以智取胜的智慧和策略。

老子对水更是颂扬备至。在老子的哲学中，水被赋予了极高的赞美。他曾言：

“上善若水。”
[1]
水，具有至善的品质，它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它居于众人所

嫌恶之地，却因此更接近于道的本质。水的美德在于它顺应自然，居于适当之地，

心胸宽广如深渊，无私地给予爱，言而有信，为政公平无私，行事无所不能，行

动顺应时机。正是因为水的不争，才使其避免了大过失。水的这些特质与老子的

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想相契合，体现了其深邃的哲学智慧。

二、老子与“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哲学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道家哲学中，老子强用“道’来探索

自然、 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主张无为而治和道法自然人生态度，其学说以道

为最高核心，揭示了万物存在于天地间的奥妙意义。《道德经》“上善若水，水

善利万物而不争 ”
[4]
的哲学思想恰好与鲁滨逊的荒岛生存策略相呼应，皆强调

适应环境、顺势而为：

《鲁滨逊漂流记》故事并不复杂：鲁滨逊从小怀揣航海之梦，尽管遭遇风浪、

险阻无数，他依然矢志不渝。在一次远洋航行中，他的船不幸遭遇海难，唯独他

一人得以幸存，并被海水冲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岛屿之上。在这片孤岛上，鲁滨逊

充分展现出了卓越的生存能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不仅建造了遮风挡雨的住所，

还开垦土地、种植庄稼、饲养家畜，甚至利用动物皮革制作衣物，凭借着非凡的

勇气与智慧，击溃凶猛的野生动物与食人部落的袭击。在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

他依靠《圣经》所给予的精神力量，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长达 28 年的孤岛

生活期间，鲁滨逊不仅成功自救，还救下一个土著人，命名为“星期五”，教他

各种生活技能、语言和宗教知识，使他成为了一个文明人。鲁滨逊以超凡的毅力

和勇气，克服重重困难，用勤劳的双手在孤岛上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生存环境。被

困孤岛 28 年后，他终于被一艘英国船只发现并拯救，成功离开孤岛，回到日思

夜想的家乡。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鲁滨逊回到英国后发现双亲已经去世。在料



理完家事后，鲁滨逊不仅全数收回了巴西庄园的收益，还将一部分财产赠给了无

私帮助过他的人。

那么，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存策略是否与上善若水的哲学理念相契合？他与

水的特性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

老子将水之“善”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居于逆境，水却能泰然自若，善于

利用环境，待机而动，此为“居善地”；水纳百川、磅礴大气、从容不迫，此乃

“心善渊”；水润泽万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这是“与善仁”的体现；水遇

塞则止，塞通则行，映照万物而不偏不倚，这是守信的表现；水荡涤污秽，提供

水平参照，善于治理，这与“政善治”的观念相符；水因势就型、顺应环境、善

于发挥己长，展现了“事善能”的智慧；顺应天时、深思熟虑、善于变通，这是

“动善时”的特点。鲁滨逊在荒岛的求生之道中，正是借鉴了这七种水的美德，

才得以在异域环境中生存下来。下面本文将对照以上所列水的七种美德来分析鲁

滨逊在荒岛的求生之道，剖析道家哲学思想“上善若水”在应对逆境中的神奇作

用。

(一)、居善地

“居”这一词汇，在语言学中具有深远的内涵，它既表达了居住的含义，又

暗含了停留的意味。“居善地”则是对这一概念进一步的阐释，揭示出水在低洼

之地静谧停留的智慧。
[5]
江海能够善于处下，居人所不欲之地，并能不择细流容

纳百川，这种宽广的包容性，正是老子“道”的核心特质在自然界中的体现。在

世人眼中，荒岛绝非“善地”：荒无人烟的孤岛和极其匮乏的生存物资，频繁袭

击的野人和凶猛动物，孤立无援的孤独与恐惧，希望渺茫的求生获救机遇等。然

而，在极度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鲁滨逊却展现出了水一般的适应性与韧性。他如

水一般，甘居洼地，并未因困境而折损其内在潜能，反而更充分地挖掘并体现了

荒岛的多元价值。在极度与世隔绝的情况下，鲁滨逊力挽狂澜，将渺无人烟、草

木凋零，土地贫瘠的恶劣之地变成了自己的“善地”。他以水手时代锤炼的技艺

为基石，巧妙运用地理方位标识、天象人文观测以及日移与潮汐变化的记录方法，

与奥妙的自然展开艰苦的搏斗，接着自制道具摆脱了野兽和野人的骚扰，再寻求

生存物资：驯养鹦鹉和山羊等野禽、生产水稻和小麦、搭建住所。荒岛并没有困

住鲁滨逊，他依然能够巧妙地运用自身的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

28 年的时间里，将暮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孤岛改造成生意盎然、欣欣向荣的岛

屿。虽然身处孤岛，救援无望，但鲁滨逊并没有走向消沉，反而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让自己在荒岛上过上了殷实的生活。居逆境

而泰然，韬光养晦、善用环境、待时而举，力挽狂澜，这就是鲁滨逊对“水”的

第一善的最好诠释。



(二)、心善渊

“心”字所蕴藏的心胸宽广与心境深邃之意，彰显出其无比的包容性，揭示

出内心世界的深沉与内在境界的广阔。“渊”字则象征着深沉、沉静的特质，提

示我们要善于保持内心的平静，深藏不露。而水之深渊所寓意的广阔视野与深不

见底的深度，如同平静的水面下蕴含着无尽的包容与接纳。面对吃人部落的野人，

鲁滨逊虽然对他们互相吞食这种灭绝人性的罪恶风俗深恶痛绝，也担心野人存在

会威胁自身安危，但在宗教信念影响与辩证思考后，他还是放弃了对野人赶尽杀

绝的详细计划。鲁滨逊认为吃人部落互相吞食仅是一种习俗，并非知暴行暴的暴

行。正如我们吃猪肉仅是满足口腹，但在穆斯林国家看来却是明文禁止的条例。

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俗差异，鲁滨逊没有一味的否定，而是能在冲

动中辩证思考，中止了执行攻击野人的计划，尊重各民族特有的礼仪习俗。鲁滨

逊从容不迫的处事风格，似水般海纳百川、大气磅礴的气量，“心善渊”这一美

德他当之无愧。

(三)、与善仁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应秉持“仁”的核心理念，即真诚与友善。“仁”这一

概念，既包含对他人的关爱与善意，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给予。就如同水

一般，它滋润着万物，却从不求回报。在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中，水被视作

五行之首，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管仲也曾深刻指出，水是万物之本原。水之

无私的滋养特性，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仁”的真谛：即无私地关爱他人，不图回

报，不争利益。这启示我们，应对身边的人施以善意与善行，践行仁爱之道。虽

身处荒岛，鲁滨逊却从未愤世嫉俗，甚至救下了即将被吃掉的野人“星期五”，

并把他当作贴身仆人和亲密朋友。鲁滨逊为“星期五”提供衣食住行，还教他学

习打谷、筛谷、烤面包等生活技能，不仅如此，自鲁滨逊救下野人“星期五”，

他便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坚持每天教“星期五”语言与宗教知识，为“星期五”

打造了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最终成功将“星期五”改造成为“文明人”。

虽然教化“星期五”做得再好也不会有喝彩和奖励，但最重要的是，尽管环境极

度艰苦，鲁滨逊仍然坚定地追求美好和自由，并挽救了一个野人的生命和灵魂，

他的一举一动出自本心，不受外界的奴役或驱使，这就是真正的“与善仁”。他

的善良像水一样滋润万物，无私地付出，并不寻求回报。尽管他不寻求回报，但

在给予中收获的满足感远远超过物质财富。

(四)、言善信

水之特性，遇阻则止，通畅则行。又因透明之故，得以客观映照世间万物。

然其特性恒久，始终恪尽职守，诚信守信。“言”在我们的语境中，代表着语言

的表达和沟通;“信”则更深层次的指一个人的行为与言语的一致性，即诚信的



品质。正如水一般，虽无言，却以其恒定的规律和持续的付出，展示出其内在的

真诚与承担。老子曾言：“信者，吾信之;不信吾亦信之;德信。”这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何种情境和人群，我们都应秉持诚信的态度，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

也是我们道德品性的展现。鲁滨逊也是如此。鲁滨逊为了履行帮“星期五”完成

回到部族的承诺，不仅花了三个月零两个星期制造桅杆和船帆等装备，而且在小

船装备完毕后，将如何使用帆和舵的方法教给“星期五”，最终“星期五”成功

回到部落同父亲会合。鲁滨逊不仅言而有信，而且他的一言一行都表明了他的高

尚的品质：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恪尽职守，这种坚定的信念与执行力，正是“言

善信，行善果”的真实写照。

(五)、政善治

从行政和治理的视角解析，“政”涉及管理和执行政策的过程，涵盖国家与

家庭层面的政策管理。在探讨“治”时，需明确各领域的侧重点和方法。水的特

性赋予我们无尽启示，自我约束与柔弱圣洁的品质值得每个人深思和学习。作为

个体，应学会自我约束，从政者更应秉持清正廉洁原则，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鲁滨逊不仅能谋善断、博学多闻、精明能干，更具备了作为领导者知

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的品质。当鲁滨逊救下“星期五”后，为其提供衣

食住行，还教他生活技能、语言与宗教知识，把他当作贴身仆人和亲密朋友；当

鲁滨逊救下西班牙人与“星期五”的父亲后，将他们带到岛上，成为臣民。鲁滨

逊教他们储备生存物资、制作木船等，将小岛管理得井井有条，给他们提供生存

场所。连“星期五”的父亲与西班牙人都忍不住赞叹他卓越的领导力。孤岛上资

源的运用、人员的管理等都凸显了鲁滨逊的“政善治”。

(六)、事善能

“事”一词，意指行事与任务，涵盖了实践与行动的层面；而“能”则专指

能力，意味着具备达成目标或完成事务的资质与技能。水的特性独特，既展现出

刚毅的一面，也流露出柔美之态。尽管在常态下显得柔和，但它具备"水滴石穿"

的耐力与力量，能够克服并战胜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障碍。因此，“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这一理念，意味着以柔克刚的哲学思维。在此语境下，最柔弱

的事物也可以在最强硬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对于人类而言，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和

发挥个人的才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化腐朽为神奇，展现出强大的适

应性和可塑性。鲁滨逊学富五车、文韬武略。他通晓航海知识，通过观测太阳的

位置和潮汐的变化，来判断时间和方向，从而更好地适应荒岛的生活；他熟悉造

船技术，利用这一技能提高逃生可能性；他懂得烟叶治病，是烟叶帮助他度过疟

疾；他博览群书，爱书懂书，能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难题；他有丰富的生存物资筹

备知识，不仅驯养了鹦鹉、山羊等野禽，生产水稻和小麦，还搭建住所。即便身



处荒岛，鲁滨逊亦能似水般“随圆亦方”“随方亦圆”，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了

极致，化腐朽为神奇，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可塑性，这何尝不是“事善能”的

最好诠释。

(七)、动善时

“动”代表行动与变化，“时”则含有时间与时机之意，这意味着在行动和

变化的进程中，需要恰逢其时，才能推动事物的演化与发展。例如水，它能随着

四季的更迭而改变形态，也能持续不断地奔腾不息，遵循自然的节奏而动。对于

人类来说，行事应能屈能伸，在政治或个人修养中，我们更应懂得进退的时机，

以顺应天道的自然法则。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与变幻莫测的条件下，鲁滨逊展现出

了深思熟虑、审慎权衡的卓越才能。面对着荒岛困境这种不可更改的现实，他毅

然选择在岛上安营扎寨。在荒岛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的挑战面前，他发挥出自己

独特的专业技艺和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困境，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他

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深思熟虑的思维使他能够在逆境中生存并找到出路，发挥所长

获取所需物资，借此改善生存环境和扩大生存空间；荒岛逃生希望渺茫，便造船

提高逃生可能性。二十八年辛苦等待和周密计划后，当船长和另外两人被反叛水

手抛弃岸上，他趁势抓住时机，助船长夺船并顺利离开海岛。他从始至终的行事

准则都是：应势而为，待时而动。在逆境中选择静默等待，而当有利时机到来时

则果断行动。

三、结语

尽管鲁滨逊未曾研读过《道德经》，但他的行为方式却与老子所阐述的水之

品格高度契合。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

于道”。这表明鲁滨逊的行为风格已臻至“道”的境界。而“道”，更确切地说，

乃世间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若能恪守“道”的原则，便可在世间生活中安然若

素，如同水一般，处于卑下的位置却不争强好胜，遇阻则能顺势化解，灵活变通，

展现出宽仁大度的特质。鲁滨逊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成功地从荒岛脱险，真正

地践行了道家“上善若水”的思想精髓。

从古至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数事例均明确地揭示出“道”这一普遍

规律，它是万物所遵循的准则。“道”虽无形，但却具有实在的引领力量，促使

万事万物不断发展演变。鲁滨逊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它不仅展现了东方思

想与西方事物发展趋势的契合，更突显了一种超越文化和地域界限的普世智慧。

这种智慧犹如一盏明灯，为理解和影响西方文学及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正是

基于对这种深刻理解的文化自信，我们坚信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所蕴含的智慧和

价值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这份自信使我们敢于直面世界，勇敢地展示

和分享我们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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