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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
，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在这个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国家“985工程”开始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名校率先获得国
家较大力度的支持；紧接着，教育部又与有关部委、省市签订协议，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等学
校进行共建，予以重点支持。
这个“工程”的实施，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迎接
知识经济挑战而采取的重大决策，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大举措。
经过几年的建设，“985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大大提高了社会服务工作水平，而且缩小了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当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它需要较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
并且，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需要有长期形成的优良学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需要有强大的
经费投入作为支持。
有鉴于此，国家于2004年6月又开始启动了“985工程”二期的建设工作。
“985工程”二期的建设，是国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创新思路而寻求高校持续性、跨越式发展
的重大举措，其基本思路是：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
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使之成为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带动相应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使高等学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
力量；同时，造就和引进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加快建设一支具有世界一
流大学水平的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和技术支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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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老子身世考；第二章：老子思想考；第三章：老子对后世的影响；第四
章：《老子》注释新考。
    儒道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而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
但由于有关老子生平资料留下很少以及《老子》一书过于简略，老子的生平及思想成为数千年来研究
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本书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参见“导读”），有些观点，如“道不能直接生出万物”、“先秦道家属
中原文化”、“老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老子是第一位主张性善论的人”、“以老子为首的道
家社会发展观是：人类的知识和道德呈正负发展”、“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应该基本肯定”、“
老子堪称礼学大师”、“老子是首创私学的人”等等，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有关老子思想的重大问题上，本书都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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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辉，男，1953年3月生，河南省唐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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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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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有关老子身世的各种传说　　第二章　老子的出身及师承　第三章　老子是陈人及其与陈
文化关系考　第四章　老子归隐故乡考　第五章　流行本《老子》与竹简《老子》、帛书《老子》的
关系中编　老子思想研究　　第六章　先秦道家属中原文化的产物　第七章　老子是道、物（气）二
元论著　第八章　老子的“无”不是道　　第九章　老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　第十章　老子是第一
位主张性善论的人　第十一章　老子的社会发展观　第十二章　重评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　第十
三章　老庄的仁义观　第十四章　道家万物平等观与儒家人类中心观　第十五章　老子的礼学思想　
第十六章　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解释　　第十七章　道与言的关系　第十八章　老子对中国教育
的贡献　　第十九章　老子的处世思想　第二十章　老子学派的传承　　附录：《老子》注释新考下
编　老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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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梁启超先生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老子是战国末期的人，并提出了六条理
由，我们结合前人的观点，对这六条理由一一予以评析。
①　　1.孔墨、孟都没有提到老子。
——评：说孔子没有提到老子是不准确的，只能说《论语》中没有提到老子，而其它先秦典籍，如《
礼记》、《史记》等，多次记载孔子对老子的评价。
退一步说，即便是这些人没有提到老子，也不能证明老子不是他们之前的人，如孟、庄基本是同时人
，可谁也没有提到谁，这并不能证明彼此都不存在。
　　2.《礼记·曾子问》所记载的老子谈礼，与《老子》书中反对礼的思想相背。
——评：反对某种事物，必须对这种事物有深人的了解。
老子之所以反对礼，是因为他太了解礼的实质。
讲的更明白一些，老子是先学礼，后反对礼。
另外老子一方面反对礼，一方面又讲礼制，这种矛盾的行为也很好理解。
因为老子生活于“失仁而后礼”的时代，全社会都在讲究礼节，一贯主张和光同尘的老子也就不得已
而为之，更何况他任职时的责任之一就是掌礼。
庄子也反对礼，但《庄子·人间世》还是主张“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
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
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
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②。
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在今天也不鲜见。
　　3.《史记》中有关老子的传记本于《庄子》，而《庄子》属于寓言，不能看做历史。
——评：说《史记》是本于《庄子》，根据不足，如《庄子》记载了老子的去世情况，而《史记》却
说老子不知所终。
可见《史记》的记载是另有所据。
　　4.《老子》中有许多太激烈、太自由的话，不像春秋时代人的话。
——评：这条理由，更是臆测。
为什么春秋人就不能讲出激烈、自由的话？
看看商武乙的射天神、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周内史叔兴和郑子产的否定天命等等，这些行为和言论，
在后人的眼中，都是相当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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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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