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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大致以时间为序，详尽考察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和不同思想传统（如儒学、道家、道教、佛
教、历史唯物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等）对老学研究的复杂微妙的影响，各个阶段的研究热点如二
三十年代的老子年代疑案、五六十年代的老子唯物论唯心论之争、帛书《老子》、竹简《老子》的研
究，等等，在书中都有适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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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铁基，1933年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土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近十余年侧重思想文化史，特别是道家思想史的研究。
著有《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汉唐文化史》、《秦汉军事制度史》等；主编有《传统文化与中国社
会》、《中国帝王宰相辞典》等。
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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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老学述要整个20世纪的老学与前此一千多年相比，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有着完
全不同的特点。
按照我们不同时期有不同老子的说法，20世纪一百年，也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并且也是各有特点的
几个阶段。
我们仍将按照发展史的思路来记述20世纪的中国老学。
第一节　20世纪初展现的新面貌在中国，20世纪的老学和其他学术文化一榉，要从19世纪后半期谈起
。
因为这一时期，除了传统文化的继续传承和发展之外，有一个“西学东渐”的影响。
虽然中西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存在，明清以后加大加快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外
来的更多，主动外出也不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
在魏源时，主要在“师夷之长技”，自然科学、技术还有宗教文化之类的西学来得多一些，19世纪后
半期，中国人已开始对西方的制度感兴趣了，再下一步就是思想、学术文化。
这一发展事实，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说：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期
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不论这个论述是否准确全面，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或者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发展概况
。
感到自己不足怎么办？
第一期可以“师夷之长技”为代表。
第二期向西方制度学习，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和冯桂芬的《校，邡庐抗议》可作代表。
第三期，文化上的问题复杂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精华和糟粕并存，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
击下，产生出种种不同的主张和对策，如何对待西方思想学术文化？
和前两期的器物、制度不同，不能简单拿来、照搬或者摹仿，而有一个“如何对待，如何消化吸收？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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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中国学术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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