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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几年来，文化的研究异常活跃，传统思想文化重新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中，道家、道教思想
文化的研究大有与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分庭抗礼”之势。
有一批学者专心于此事：创办专门的刊物，编写专门的书籍，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召开专门的研讨
会等等，成绩十分显著。
道教史已出版了好几种，专门的道家思想史也有了，分门别类的专著更是为数不少。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探讨、论述老子学说发展历史的著作。
　　一部《老子》，字不过五千，却拥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涉及到自然、社会、人事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故历来受到社会的重视。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研究、注释、阐发，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庞大且悠长的学术流派，同时也就
构成了一部老子学说史。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对《老子》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诚如宋元之际的杜道坚所言：　　
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　　而师之。
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　　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
。
以后自然也就是“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当代老子”了。
这如此众多的“老子”与作为原典的《老子》之间，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又有发
展。
而正是这种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的长久交织、演进，组成了老学发展的历史，且赋予了它极为丰
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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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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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论道的基本性质　　在分析以上问题之后，可以说，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本身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人们说有矛盾，是因为忽略了司马迁的某些用辞用语。
有些是传说的材料，然而他对于传说是经过了考证的，既有肯定的结论，也有存疑的记载。
　　三、先秦文献中的老子　　先秦文献中关于老子的记载，主要是《庄子》、《韩非子》和《礼记
．曾子问》。
由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展开了许多讨论。
　　不少人说，《论语》、《墨子》、《孟子》中都没有提到老子，因而老子是否有其人?是不是与孔
子同时的人?就值得怀疑了。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古代有些东西，有一条可靠的材料就可以说它有，但要说没有，那就很不容易。
因为古代的许多文献都不是完整的，或多或少都有佚失，脱误和窜改的地方也不少。
至于提不提到某人，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因为没有提到，就否认其人的存在。
《孟子》书中也没有只字提到庄子，《庄子》书中也没有只字提到孟子，难道可以说没有庄子或孟子
吗?iS#t"，《论语》中提到老子没有，也是一个疑问，《述而》中的“窃比于我老彭”，或谓老彭即老
子，或谓是老子与彭祖。
　　主要的还是《庄子》一书的记载，否定老子及其与孔子同时的人认为，其他记载都是受了《庄子
》的骗，而《庄子》是“寓言十九”，而“寓言’’是不可靠的。
这个问题值得说一说。
　　首先，应弄清楚“寓言”二字的意思。
《庄子·寓言》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郭象注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
”陈鼓应先生认为‘‘非”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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