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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心理化功思想探析
曾毅晴  李炳全

肇庆学院，肇庆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化功思想，这些化功思想对当代

人化功的培养和提升具有现实价值。道家的心理化功思想主要表现为：祸福相

依、阴阳相即、向死而生、成败相和。其心理机制为：认知转化、心态转化、

情绪转化、积极心理品质转化。这些化功思想，对当今人们化解困境与挫折以

及培养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研究道家的化功思想，对化解

或解脱困境和心理困扰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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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化功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心理化功是指把消极的或负面的因素转化为有利的或积极的因素的心理功

夫或心理素养［1］。例如，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困境转变成磨炼，挫折转化成机

遇，把他人的冷嘲热讽变成自己进取的动力，把挫折或失败变成增长智慧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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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2］。身处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化功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心理素养。高

速的发展要求人们不断学习新事物，提升自我，发展越快竞争也随之越大，文

化的变迁也随之加快，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受到各种外来文化和观念

的冲击。度过了经济危机和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经济环境下，人们的生活

成本不断提高。面对现实环境的种种压力，焦虑成为了常态，“内卷”“躺平”

等现象频发，反映了人们在面对竞争与压力时的无奈与消极。诸如此类的心理

问题之所以不断产生，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化功的水平不够强大。其实，在人的

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不少类似挫折、失败等看似消极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人

的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消极还是积极，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人的心理化功。

如果已经形成了消极心理，那么这些消极心理能否转化为积极心理及转化为积

极心理的程度，也取决于人的心理化功。在面临越来越多越大的压力和可能的

挫折或失败的社会情形下，心理化功强大的人就能够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把挫

折或失败转化为成功的条件，把磨难变成强化自己积极心理品质的机会，获得

积极的心流体验［3］。

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化功思想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竞争焦虑、生活挫折、文化变迁等现实情况带来的压力，

看似是消极的事情，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化功思想的视角下并不是坏事。如果

具有化功的人能把这些事情的消极因素转化成积极因素，就能把挫折压力转化

为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动力。例如，对于孔子看到流水后发出“逝者如斯夫”

的惋惜和对于人生的迷茫，老子认为滔滔不息、奔腾向前是河水的自然本性，

通过流动方能实现洗涤和滋养万物的价值；孟子“生于忧患”的思想把困难等

消极事件和忧虑等消极情绪视为自我修炼的环境和动力，以促进自己修炼生存

本领、增长个人技能，进而积累成就大业的素养。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

都把逆境挫折、外部压力等消极因素作为磨砺自己的条件，转化为增强自己的

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品质等积极心理素养的途径或机会。中华民族经历种

种磨难或天灾人祸而仍然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不断发展壮大，其重要的原因

之一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化功使然。



·690·
道家的心理化功思想探析 2022 年 11 月

第 4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411068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1.3  道家的化功思想

道家文化是中国三大主要传统文化之一，道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是整个

思想体系的核心根基和核心主干［4］，其思想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处。

道家思想自产生起，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化功思想。这些化功思想对把挫折失

败等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的转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对当今人们化解艰

难困苦和压力仍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为充分发挥道家文化中的化功思想的积

极作用，帮助陷入心理困境的人们将压力和逆境转化为动力和积极条件，有必

要对道家的化功思想进行挖掘和发展。

2  道家化功思想的主要内涵

2.1  祸福相依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第五十八章）［5］是老

子对顺境和逆境的一个解读，他认为福和祸之间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坏事也是可以引发好的结果，当然好事也能引发坏的结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的故事就充分体现了祸中有福的化功思想，启发人们要主动看到事物的对立面，

在困境中主动发现有利的条件，事情的结果可能会从倒霉和难过变成幸运和欣

慰。苏轼在《士燮论》中提到了“得之不易，则失之不易，得之则易则失之亦然”， 

《后汉书·卷十七》提到的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6］也启发人们不要在意

一时得失的福祸相依的化功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提到“因祸得福，

乐极生悲”，强调无论是祸还是福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在遭遇祸事时要冷静思

考解决办法，看到事情的积极面，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转祸为福。如果身在福

中不知足，满心贪念自大骄傲，福也会变成祸。福祸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一方面

能够作为动力，激励处于困境的人们扭转局势，另一方面也能作为一种警示让

人们居安思危。既要积极地让祸转为福，也要防止福变成祸。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祸如何产生有明确的看法：“祸莫大于不知足，咎

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祸莫大于轻敌”［5］，认为祸的产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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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个人内心的不知足以及贪念，也来源于个人的不谨慎和骄傲自满。祸来临

之前的欲望和安逸也可以归类于“福”，处在“福”的环境中的人们不知足或

不谨慎都容易招来“祸”。所以警示人们福祸并不恒定，启发人们若处于困境

时与其沉浸在沮丧和悲观的状态，不如反思自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修正，

将面对困难的焦虑和无助转化为自我进步的智慧和努力，主动转危为安；若处

于平静和美好的状态下，也不能掉以轻心、自大自满，需要谨慎处世以预防福

转化为祸，在福祸相依的转化的智慧中发展自身。福祸两极转化具有可能性的

化功思想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积极的心态，主动提高转危为安的解决办法的

能力，以及在顺境时居安思危的谨慎的态度和谦虚的心理品质。

2.2  阴阳相即

道家思想中的阴阳两极起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7］“道”是指宇宙间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包

括阴阳相生相克，阴可以转化成阳，阳可以转化成阴。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属性。

人也是万物中的一员，也具备阴阳两极的属性，体现在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

式上，阳可以是体现为阳刚，阴可以体现为柔弱。“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

大处下，柔弱处上。”［5］无论是事物还是人，都体现出过刚易折的道理，认

为刚强需要转化为柔弱才能处于使人优势地位。比如，人们常见的争强好胜的

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就是过“阳”的体现。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人们难

免要和他人作对比，但往往心态过于激进、态度过于强硬，容易形成恶性的

竞争，甚至导致竞争的失败。道家思想在竞争方面，把争强好胜的内心动力

解读为认为自己不如他人。但通过阳向阴的转化，把不如他人的焦虑转变为

需要提高自我动力，把焦虑和挫败感转变为谦虚和提高自我的驱动力，反而

对自我更有利。《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8］

就提到了谦虚与自傲的两种状态，对应阴阳的对立的状态，把自大满足转化

为谦虚是符合规律的，包含了阴阳转化的化功思想。《道德经》（第七十三章）

中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7］也体现了把激进转化为谦虚的化功思想。

尤其当自身的力量尚未强大的时候，勇和刚强未必是好的方式。比如创业的初



·692·
道家的心理化功思想探析 2022 年 11 月

第 4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411068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发展阶段，一些小企业的力量非常的微弱，若此时和大企业等对手蛮力竞争反

倒吃力不讨好，不如把蛮力和心中的不尽如人意的着急转化为谦虚的态度，暂

时示弱的姿态的背后实则在不断充盈自身的实力，“守柔曰强”，在谦逊中积

累力量，达到更持久的生存。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5］表达了道家思想在竞争的环境中体

现出的独特的取胜之道和生存之道，蕴含了化刚为柔、上善若水的化功思想。

王弼在《道德经注》中也叙述了“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出於经。”水和气体

作为天下间最柔软的东西，却能以没有形体的能量，自由往来于没有间隙的物质，

以此驾驭最坚硬的东西，何尝不是一种刚？柔弱并非完全只有“阴”，柔中带

刚也是一种力量，也包含了“阳”的存在，由此给人以启发：不是越刚强执拗，

力量就越大，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很可能在使出浑身蛮力的情况下依然没能

解决问题，不如像水一般柔软温和，以慢慢渗透的方式去解决，不急不怒也是

一种坚韧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内向人格特征的人有时会对自己的软弱和

不善言辞感到抵触，但有阴就有阳，软弱和温吞也可以转化为有力量的温柔和

有耐心的坚持。就像《淮南子》对于刚与柔的论述一样：“是故欲刚者，必以

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9］，包含了刚与

柔之间相互转化的化功智慧。因此，阴阳之间转化的化功思想可以激励人们，

将不如他人的愤懑转化为积蓄力量的谦虚，将过于软弱的劣势转化耐心坚持的

优势，利用阴阳两极的必然存在性达到刚强和柔弱之间的平衡。

2.3  向死而生

道家认为，生命皆源自于自然之“道”，“道”所生的万物自然也包括了

生命的形态［10］。因此人也遵循着“道”对于生命的规律，必然会走向死亡：“有

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11］”这是葛洪在《抱朴子·论仙》对于死亡是必

然存在的观点。但“道”赋予了万物存在的价值，也赋予了人存在的价值，即

使人最终必然走向死亡，也能通过赋予生命意义来实现对死的恐惧和生命短暂

的转化。《吕氏春秋》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12］，也体现了通过

做出贡献、丰富“生”的意义以实现生命价值的超越的化功思想。道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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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和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生死之间的关系和死亡的意

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庄子感叹“死生亦大矣”（《德充符》），又言“哀莫大

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他既深知生死对于人生的重要，又

注重心灵层面的生死超越。海德格尔以“向死而生”追求有限生命中的无限价

值，本真的存在即是直面死亡的理想生活［13］。他们的生死观的核心都在于对

死亡的超越，一方面要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要完成生的意义。这是一

种将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通过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的动力的化功

思想。庄子之所以对死亡旷达，是因为他对生命的顺应，既然人生自古谁无死，

那么死亡本身就没有那么可怕和悲伤。庄子不惧怕死亡的方式就是乐生，就是

活在当下［14］。

那么究竟如何不惧怕死亡，并实现对死亡的超越，达到生死的转化呢？首

先是要将死亡的迷茫转化为对自己价值的认识。《抱朴子》中提到了如何追求

生的意义：“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15］想要长生

不老，首先要积德行善。就如同落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最终回归大地

还是会用自己去作为滋养的养分来完成生命的价值。同样的，人也可以通过积

德行善增加自己的贡献，发现生命的意义；其次是对自己能实现自我价值有信

心和有动力。《庄子·秋水》中说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6］，不需要去判

定自己的价值的高低，无论是“修身、齐家”的抑或是“治国、平天下”都是

对生命价值的实现。因此，即使生死有道，每个人都可以把死亡转化为提升自

我价值、实现生的意义的动力，发挥“向死而生”的化功思想。

2.4  成败相和

对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关系和如何相互转化，许多道家思想的著作都提出了

看法。《文始真经》曰：“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

见明中区事。吾道如剑，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伤。”如果把“明暗”比

作“成败”，道家思想认为处于昏暗的失败的状态并不是全然不好的，在失败

中反而能够使人更加的清醒，拥有更开阔的视角。失败作为一个能够洞察自身

和环境的一个条件和机会，能够把在失败之中的失落和痛苦转化为自查自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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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为成功积蓄能量和能力。同样把失败比作一个利刃，如果把失败看作来

刺向自己、批评自己的利刃，使自己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那么失败的利刃

就会伤害到自己，对自己百害无一利。相反，如果把失败的利刃转化为一种力

量为自己所用，反而能将失败作为自己的助力，启发人们在失败中看到机会，

在失败中看到能量，在失败中不断地磨炼自己和反省自身，把失败为自己所用。

这是一种成功和失败并非对立，可以从败中胜的化功思想。《吕氏春秋·先己篇》

曰：“故胜人者，必先自胜，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就强调如果要和别人竞

争，首先要赢过自己。当看到他人失败时，非但不能去挖苦别人，反而要分析

别人失败的原因，从中收获教训和经验为自己所用，把别人的失败转化为强化

自己的经验和动力才能达到“自胜者强”。在自己失败时不会过于惧怕和痛苦，

反而将失败的经历和感受作为达到成功的基础和推动自己向往成功的驱动力；

在别人失败时也不挖苦讽刺，将别人身上所不足的地方，化作洞察自身、警醒

自我的提醒，以达到“自胜”。这是道家化功思想对于失败如何转化为成功的

智慧所在。

成败之间的转化不仅局限在失败向成功的转化上，成功也会转化成失败。《淮

南子·人间》就讲述了“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7］的道理，成功和

失败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成功也可以转化为失败。那么应该如何防止

成功转化为失败呢？道家对于成功或即将成功具有十分审慎的心态，强调把自

满转化为谦虚。《道德经》中提到“知止可以不殆。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7］《道

德经·第十五章》和“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7］《道

德经·第十六章》就告诫人们想要避免失败，则要避免在即将成功的时候沾沾

自喜，防止成功因为自大自满而转化成失败。道家化功思想启发人们把即将成

功的喜悦转化成始终审慎的态度，将渴望成功的强烈的力量转化为内察自省的

坚持。成败之间并非对立，将其放在一起去看待，失败中可以积蓄成功的基础，

成功时要防止转化为失败。

3  道家化功思想的心理机制

道家的化功思想所蕴含的积极心理转化机制，能够对人起到积极作用。其



·695·
道家的心理化功思想探析2022 年 11 月

第 4 卷第 1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411068

心理机制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1  认知转化

在认知层面，道家的化功思想突出体现在“福祸相依”的观点中，改变对

福和祸的单一认识。诸如困境、挫折等人们会归类为“祸”的并非是绝对的消

极事件，“祸兮福所倚”就体现了祸中有福的道理，鼓励人们在祸中发现福，

意识到祸中可以带来的收获和隐藏的契机。同时诸如成功、顺利等“福”也并

非是绝对的好事，要认识到过于的安逸不利于长久的发展，也不会有人能维持

永远的顺利，“福之祸所伏”。道家化功思想这种认知转化在于以辩证的思维

去看待事件，要实现消极认知到积极认知的转化，需要改变对事件的评价，从

另一个角度出发去看待事情对自身的影响。对于祸患和困境的认知，人们一般

是消极地认为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并避免和抗拒消极事件的产生。这样的认知

下把困难和祸患与人的成长对立起来，没有看到困难对于人的心性的磨砺作用

和对于人的内在动力的增强作用。因此要增加对困难和挫折的积极认知，看到

困难中蕴藏的机会，看到挫折中隐藏的磨炼，看到失败背后的没能达到成功的

原因，甚至把消极事件看成是一种好的条件，看到祸背后的福，以此激励自身

和提升自己，化解对挫折和困境的消极认知带来的消极作用。有研究表明，从

逆境中发现益处是一种认知和行为的应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能从消极

的生活事件中发现个人、心理和精神上的益处，有利于心理健康，可以让人保

持积极的心态，顺利度过逆境［17］。从道家的化功思想蕴含的辩证的智慧中，发

散自身的思维，全方面地看待消极事件，摆脱意识狭隘，增加积极认知，充分

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3.2  心态转化

道家化功思想的心态转化建立在面对万事万物的平常心和虚无化的态度中。

就像庄子说，“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

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18］无论是困境还是成功，都不会引起过度的悲

痛和过度的喜悦，都不会产生太强烈的反应，用平常心的态度和虚无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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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对待万事万物。这样的心态不仅能将失败看淡，不过分夸大挫折本身的消极

影响，不把自己迷失在懊悔和痛苦中，从而提高自己在困难中思考解决的办法

主动性，将面对挫折的痛苦转化为冷静面对的智慧。而且还能看淡死亡这一本

身具有消极意义的事件，淡化死亡对自身的威胁，以正常化的态度对待这个固

然会发生的规律。人们可以在虚无化的心态中摆脱自身对死亡的恐惧和迷茫，

把注意力投向“生”的时候，积极去捕捉生命的意义和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拥有“生就是死，死也是生”的积极心态。平常心这一积极的心态集中体现在

对自然和规律的顺应之中，阻止了人们对于困难和挫折的消极心态的无限放大，

将困境、挫折和死亡等消极事件正常化和虚无化为自然会发生必然事件。正如

结合了庄子思想观点的森田疗法强调：体验当下、为所当为，这里面体现了一

种不夸大的平常心态。在平静冷静的心态中看待事件本身，打破自己的疑病心

态，将困境和压力等消极心态在平常化的心态中被接受，在为所当为的平常心

中摆脱过分夸大消极影响和糟糕至极的心态，以冷静的姿态向外探索新的方式。

道家化功思想的心态转化在于在平常心中抛弃消极的心态，培养积极的心态，

维护心理健康。

3.3  情绪转化

道家的化功思想中对情绪的变化也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意味着极度

的悲伤也能迎来突破，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也并非完全对立。若是人们对自己

没有追求，无所事事，那么挫折也不会带来痛苦。正是因为对自己对人生有追

求有期待，才会引发情绪，这是情绪所具有的动力性。如何实现从消极情绪到

积极情绪的过渡？在悲伤之中体会情绪对自身的影响，看到在消极情绪背后，

个人对于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将困境中产生的挫败痛苦、对自我能力的怀

疑和自卑看作是一种促进自己追求美好和努力前进的动力。正如阿德勒个体心

理学中的基本观点：个体的动力是自卑与超越，想要超越的积极情绪背后有着

自卑的消极情绪，自卑反过来能够促进超越，也与道家思想中阴阳相互转化的

思想不谋而合。要实现情绪的转化，就要将悲伤和焦虑转化为推动自己向前的

内驱力，发挥情绪本身的动力作用，完成消极情绪到积极情绪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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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心理品质转化

中国传统优秀心理品质中，道家的“虚怀若谷”的谦逊以及“上善若水”

的坚韧仍然为人们所倡导。《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

道。”［19］就认为谦虚是符合规律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要成为君子就要保持

谦虚，既包括把成功的喜悦转化成收敛、把他人指责转化为自省，在失意、不

足时敢于自我暴露和自我完善。君子“虚怀若谷”的包容，不仅表现为谦虚待人，

而且能够还能够包容自己意料之外而不愿意接纳或不能承受的挫折和困难，这

种包容性能成为一种适应环境和面对困境的心理韧性。《道德经》提到“知常容，

容乃公”［5］，意思是人们若能知晓天地常规和万物常态，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

运用规律，就能包容一切。这里的包容也包括对祸福相依的无常变幻的接纳，

对“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的规律有信心的一种把握。因为怀有谦逊的品

质，所以能接纳困境的磨炼和他人的质疑；因为把握了事物相互转化的规律，

所以拥有强大的心理韧性去淡化成败。谦逊和拥有强大心理韧性的君子，即使

遭遇了竞争的压力，失败的沮丧，祸患的打压，也能够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化功，

使自己变激进为谦和，变狭隘为宏观，变自卑为超越，把失败作为修炼自己的

忍耐力和坚持性的机会，以此增加自己的心理弹性，让自己在困境中主动适应，

发挥心理弹性在挫折和困难中的适应能力。正如《易经》中提到的“进德修业”，

君子通过困境和磨难增强自己的忍耐力和能力，将他人的打击、外界的质疑、

困境的磨炼视作增强自己心理韧性的契机，为将来成就更大的功业积累自己的

心理承受力。

4  道家化功思想的现实价值

4.1  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就业竞争激烈，学生的学习压力与日俱增，带来

了更多的挫折和负面情绪，随之衍生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因此挫折教育是

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所提倡的“顺应自然，以人为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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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不言之教，无为而治”的教育准则，“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教育

方法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挫折教育具有借鉴意义［20］。在教育中发现“道”，应用

“道”，即阴阳相即、成败相和、福祸相依的规律，把尊重学生生长和发展的

规律放在首位，秉持顺应自然的思想，避免揠苗助长、急于求成的极端教学方式，

使用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方法和教学观，能有效地减少学习压力和

过度的竞争，将不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做法和激进的思想化为积极思考科学方

法和规律的动力，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和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

4.2  包容谦逊的处世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

风采。”［21］道家思想包容的特性使之不拘泥于时空和领域的限制，涉及到为人

处世、心理感受、道德教育甚至是天体运动和自然规律等多个领域，沿用至今

依然有强大的力量和深厚的智慧。其中道家化功思想中“不武、不怒、不与、

为下”的处世之道和包容的智慧让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在困境中不断寻求新发

展、寻找新突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待人处世中的包容谦

逊的态度和倾向，能帮助人们在如今物欲横流、追求名利的潮流中将焦虑和欲

望转化为保持清醒、独立思考和目光长远的智慧，在应对挫折和竞争的时候能

有积极的应对方式和稳定的心态。同时，包容谦虚的姿态也使中华文化在几千

年中博采众长，与其他文明和谐相处，因此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如今的全

球化时代，中华民族中“有容乃大”的精神将贯穿始终，使民族焕发活力、增

添风采，在国际社会中稳居一席，展现大国风姿。

4.3  顺应自然的辩证生死观

只要遵循“事智所秉，动知所由”［22］、以“道”处之的原则及理念，便能

在最大程度上趋利避害，除祸得福。道家化功思想的生死观建立在发现规律、

顺应规律的基础上，认为人的生来死往的规律就像犹如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幻一

样，将天、地、人看作是一个整体，人的死亡并不代表终止和悲痛，而是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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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式存在于天地之间，将生命的终止的悲剧感淡化。道家思想的生死观认为，

生和死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万物的生死紧密相连，万物在出生时就包含了死的

潜在因素，任何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而在“死”到来的同时也是新生命马上

要诞生转化的开始［23］。这个思想将人们对生命从单纯的生存意义和短暂的一世

中转换到了更广更深的维度，用增加生命意义激励人们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更

多的价值。尊重每一个生命、死要得其所的观念已经深深根治于中华儿女心中，

尤其在面对危难时总会互帮互助、积极求生，彰显出中国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哪怕面对极大的灾难和生命的痛失，也会积极寻求生机或努力增加生命的意义。

尤其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生命变得更为脆弱，生死难以预测，但中国人

也不会沉溺于悲痛无法自拔，而是将焦虑和伤心转化为追求美好积极生活的动

力，平等对待每一条生命，团结一心。并不断寻求拯救生命的方法，生中有死，

死也是生，在体悟生死的自然规律中赋予生命更丰富的意义，化灾为福、虽死

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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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aoist Thought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Zeng Yiqing Li Bingquan

Zhaoqing College, Zhaoqing

Abstract: The Taoist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rich in ideas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which are of practical value to the 

culti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people.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in Taoist culture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The blessing and the disaster Depend on each 

other, Yin and Yang are the same, Live to die, Success and harmony are unifie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s: changing negative cognition into positive 

cognition, changing negative mentality into positive mentality, changing 

negative psychological traits into positive psychological traits. These Huagong’s 

ideas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people today in resolving difficulties and 

frustrations and cultivati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aoist Huagong’s ideas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resolving or relieving 

difficultie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Key words: Taoist thought; Huagong; Taoist Huago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Dilem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