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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人只知中国有一部记述孔子言论的《论语》，殊不知还有一部，由老子的学生计然(字文子)记录并
汇聚而成的老子“论语”集，它就是流传至今的《文子》。
该书汇集了大量老子的言论和谈话，如，有与楚平王、孔子、文子的谈话等。
内涵非常丰富，可说是名副其实的老子“论语”集。
    《文子》和孔子的《论语》，都是国学经典。
为什么后者备受尊崇，流芳百世；而前者却鲜为人知，几近湮没呢？
这就要从二者的历史命运说起。
    众所周知，中华上下五千年，积蓄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外交家，诸
如：李耳，又名聃(老子)、孔丘(孔子)、孙武(孙子)等，真可谓群星灿烂，光耀九州，统称为“诸子百
家”。
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是罕见的。
可说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那么秦朝以后为什么“万马齐喑”了呢？
这是因为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实现他“从一世直至万世而为君”的家天下之梦，始皇帝必须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尤其不能
允许读书人的“说三道四”。
为此他以焚书坑儒的残酷手段摧压传统文化，下令焚烧了自夏、商、周以来，除农、医等技术性书籍
以外的所有典籍，以致中华民族失去了前三千年的历史记载。
变成了一个虽有繁荣深厚的根基，但却难以寻觅到文字实录，只剩下“古代神话”和“口头传说”的
国家。
从老子的文章看，在他出任周朝守藏史时，周朝的史籍还是不少的，否则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委
派专职的官吏(守藏史)来掌管。
秦始皇下令焚毁国家全部的史籍，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西汉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一度回归六国时代的文化传统，依道治国，息养民生，出现了
“文景之治”的盛世。
待汉武帝掌朝后，既仰慕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又利用“文景之治”的大量物质积累。
野心勃勃，穷兵黩武，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听从了儒士董仲舒的奏请：“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指《易》、
《礼》、《乐》、《诗》、《书》、《春秋》)范围之类，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
许他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
”汉武帝批准了董仲舒的奏请，任命他做江都国相，审查各地举荐来的贤良，只要不是儒士，一律以
扰乱国家政治罪，予以遣返。
这个文化专制案件，不仅波及众多贤良，甚至波及皇家，太皇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
，丞相赵绾奏请汉武帝：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引起了窦太后的愤怒。
皇家尚且如此，对待平民、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
    自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在直至辛亥革命的两千余年历史长河中，道学等百
家均丧失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因为孔子比老子等人更德高望重吗？
是因为儒学比道学更正确吗？
当然不是！
请看《史记》的一段记载(现翻译成白话文)：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曾专程到周王朝的首都，向老子请
教关于“礼”的问题。
老子认为：孔子所言的“礼”，当年为周制礼的周公，其人与骨早已腐朽，只有他的言论还流传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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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的事业取决于机遇，若得到机遇则兴盛；若得不到机遇，则寸步难行。
有盛德的君子，总是表现若愚，老子期望孔子去掉骄气、贪欲与妄想。
孔子回去后，对众弟子说：“鸟，我知其能飞；鱼，我知其能游；兽，我知其能走。
走兽，可以用网来捕；游鱼可以用纶来钓；飞鸟可以用箭来射。
至于龙，我不能知，它能乘风云而上天。
我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从记载可见，老子对孔子兴复礼教，持否定态度；对孔子的批评，如同长者对后生的爱护。
而孔子对老子则由衷地崇敬，将他比作“能乘风云上天的龙”。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老子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和声望是很高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因为作为帝王的汉武，从他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出发，排斥谁
？
支持谁？
其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孔子创立的“儒学”其核心是崇尚“礼乐”和“仁义”。
主张“仁”的执行要以“礼”来规范。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实际上是维护封建社会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
儒学主张“正名”，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
这些理论对于在政治上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十分有用。
自然会受到历代统治者的竭力吹捧和大肆宣扬。
而儒家为适合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总是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借孔子儒
学之名，美化封建专制的独裁体制，以维护君主的最高权威。
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三纲五常等封建谬论，统治
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以后的历代君王，在大树特树孔子儒学的时候，还不遗余力地贬斥老子创立的
道学呢？
这要从老子的思想体系说起：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他第一次提出天地万物的起源和存在的根据
，以“道”作为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
其“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宇宙观，第一次把君主与平民放在同等的地位，与天地并列。
其“无为而治”、“共生不自生”、“上善若水”的执政观，极富人民性。
他还抨击统治者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在物质生活上强调“知足”、“寡欲”。
此外老子的道学，还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如：祸与福、上与下、有与无、生与死等的相互依存和转
化。
这些论述，着重于从平民的利益出发，限制了统治者的专横与滥权。
    试想，如果老子的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帝王与权贵们的统治宝座能天长地久，永远地稳坐下去吗？
为此，历代君主无不传承汉武帝的文化专制主义。
大量出版儒学经典，作为仕途考试的法定科目。
例如。
为人熟知的“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儒学经典。
其中《论语》，不需冠名是谁的论述和语录，众所周知就是记述孔子言论的。
这种“习惯势力”真是太可怕了，它闭塞了人们的视听和思想，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被贬黜的老子道学也不例外，只能依靠民间人士的口传；或借助开明儒士的私下探寻；或经由道教
人士加以弘扬。
在这种历史氛围下，后人只知有孔子的《论语》，而不知有老子的“论语”——《文子》，也就不足
为奇了。
笔者有感于《文子》此书珍贵的学术价值，以及其坎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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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一枝冷僻的奇葩为更多人所知，才不惭才疏学浅，大胆地对此书进行翻译、注释和解读、思
悟；并在此序言中用了较多的篇幅对《文子》此书的来龙去脉以及著述者文子的生平加以介绍。
    文子，是何许人？
据《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记载：文子即计然，本名辛妍，楚国蔡邱濮上人，是
老子的学生；范蠡的老师。
楚平王时，政事日非，伍子胥奔吴，计然亦离开楚国经吴国到越国。
其时，越王勾践兵败，困于会稽，在范蠡引荐下，计然参议越国政事，为勾践出谋划策，终于用“十
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击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了勾践昔日的耻仇。
在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计然与范蠡预见到越王勾践将杀功臣，师徒俩逃入太湖。
传说范蠡携西施离开越国北上经商；计然留在越国境内武康禺山隐居，躲过了越王勾践诛杀功臣的浩
劫。
    笔者曾专程到浙江武康的禺山考察过，这里确是理想的隐居地。
南近杭州，东离绍兴不远，群山绵延，东西峰峦秀拔，中间有禺溪由西而东，流水潺潺，汇入山下的
东苕溪，从东苕溪乘船可通往外海。
    计然何时编著《文子》，未见史料记载。
他在禺山隐居期间，既有充足的时间，又有丰富的阅历，极有可能是他汇集老子论语之时。
因计然隐居于此，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他所居禺山之地，叫做计然山。
    文子(即计然)，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距今已有2500多年，相隔时代久远。
在《文子》面世之后，主要靠民间流传，未见官方注释和再版。
在尊儒抑道、文化专制的历史长河中，《文子》一书长期受到官府冷落，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能流传
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其中，要感谢三代学者。
    《文子》传世约八九百年后，面临第一次失传之时，魏晋时幸有李暹、徐灵府、朱元等三家注《文
子》，使《文子》得以继续流传下来。
又过了大约八百多年，时至南宋，惟有徐灵府注本仅存，亦大半缺失，《文子》再度面临失传的危机
。
能把北魏以来阙佚的《文子》，再度延传下来，要归功于南宋道士杜道坚，也得益于他所主持的升玄
观具有地利。
    升玄观有何地利？
升玄观位于武康禺山之麓，禺山是历史上的名山。
宋高宗手下有一个将领名叫杨存中，山西人，身经百战，曾大破金兵，功勋卓著，被宋高宗封为恭国
公、同安郡王，任职和州宣抚使。
宋孝宗时，官至太师，死后封为和王。
杨存中自知死后不能魂归山西故里，生前看好了禺山这块风水宝地，把父亲杨震安葬在这里，把这里
的唐代古刹改建成他的功勋院，又在汉代的古观遗址上建起了升玄报德观(简称升玄观，有称升元观)
。
1166年，已退位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亲临此地，为升玄观赐匾，恩赐很多，有宋高宗所居德寿宫
的文物，其中或许就有《文子》传本。
当年升玄观建筑规模可观，香火鼎盛，每天香客数百人，南宋的皇亲国戚，都来升玄观朝拜。
    杜道坚，是何许人？
据清朝大学士纪昀(纪晓岚)考证说：“道坚当为(宋)理宗时人。
”“道坚字南谷，当涂人，武康计筹山升元观道士也。
”据《武康县志》记载：“杜处逸，号道坚，又号南谷子，采石人。
年十四得异书(可能就是《文子》的传本)。
师葛蒙庵，入茅山作道士，住邑之计筹山升玄观。
”据蔡泉宝先生考证：杜道坚好学不倦，在他主持升玄观后，在升玄观右侧建起了藏书楼，收藏古籍
万卷，日常披览。
他爱好文墨，常与文人学子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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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道坚信仰道教，本好道学，对老子多有研究，既得到异书，又收藏了诸多古籍可参考，再加上计筹
山有文子的故迹遗存，这些条件，促成了杜道坚注《文子》。
杜道坚有一位朋友，即陵阳牟巘，曾跟随杜道坚登过计筹峰，遥望过范蠡当年泛湖之处。
牟巘为之作序目：“南谷杜君，辩博而笃实，恬静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逊世；虽常颌
闲台珍馆，亦复舍去。
筑披云之庵于计筹山上，燕处从容，取文子书及其事之散见他书者，会粹而刻之。
三代古书遗迹，一旦震发于湮没之余，真山林一大奇事乎。
”从这个序言可见，杜道坚刻印的《文子》，是根据遗存的一些古文献资料，经考证、整理、编撰而
成，牟嗽把《文子》视为夏商周“三代古书的遗迹”，可见其珍贵价值。
    杜道坚是12世纪人，距今约800年，历经元明清，战乱频繁，他所注《文子》的传本大多毁失，能流
传至今，要归功于清朝大学士纪昀等人。
    现今流传于世的《文子》是清朝内阁大学士纪昀负责主编的，参与者有光禄寺卿陆锡熊和礼部主事
任大椿。
当时，杜道坚的传本难觅，惟独《永乐大典》尚载其文，纪昀等人就是以《永乐大典》的传本为基础
，博采其他遗存，编纂成12卷的新版本，符合隋唐志所记《文子》旧数。
编好之后，上奏乾隆皇帝，历史上称这个版本为“武英殿聚珍版”。
乾隆四十五年，纪昀上奏乾隆皇帝说，他主编的这个本子，源于南宋杜道坚编撰，与世传明代道潜堂
刊本做了校对和订正。
    由官方编纂出版《文子》，并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这里传递了一个信息，说明在乾隆年代，已有开明的学者型官员，如纪昀等，想从老子的道学中寻求
指导思想，但他们受儒家思想束缚太深，如纪昀等人在写到“丘”字时，为了避讳于孔子，不得不把
丘字中的一条短竖去掉，足见当时儒家势力之大。
仅纪昀等这样一点探索，也未能形成什么气候，这也间接说明儒术对社会思想束缚之深。
如果从乾隆皇帝开始，中国能吸取一些以人为本的道学思想，少一些官方儒术的统治，或许中国不至
于遭受近代的屈辱吧！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文子》得以保存下来，也算幸运。
在20世纪80年代，能读到《文子》一书，还得感谢改革开放创造的宽容环境，也得感谢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了《诸子百家丛书》，其中就有《文子》的单行本。
    除《道德经》外，《文子》是老子思想、言论的又一部记录。
《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国用其五而得焉，既
已施于国，吾欲用之于家。
’”这说明，计然之策只用了七分之五，就复兴了越国。
那么在21世纪，是否也可以取其精华，服务于中华的伟大复兴呢？
对于平民，至少也可用以兴家。
    老子的《道德经》只有5260个字，言简意赅，而《文子》记录的是老子与学生等人的谈话，比较详
细，是学通《道德经》不可或缺的桥梁，故《文子》又名《通玄真经》。
    鉴于老子道学的博大精深，价值深远；又鉴于今日的中国已进入世界的强国之列，是以人为本的时
代，是科学发展的时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极需彻底摒弃封建等级观念，摒弃官贵民贱的传统
观念，摒弃权大于法的潜规则，摒弃对百姓玩弄权术的恶习，研究和传承老子的思想，是非常必要和
有益的。
老子写的《道德经》和计然编的《文子》是道学的基本著作，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笔者郑重向
国人推荐此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文子》。
    本书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重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为蓝本的。
原文用的是文言，还有一些古汉字；大都没有标点符号，一些文字残缺不全；古文一字多义，且老子
言论较抽象，有时可作多种理解。
笔者初学时，深深体会到这些困难，为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特加以翻译和注释。
为避免艰涩、繁琐和重复，对于先人旧注和杜道坚的缵义(指接受的前人思想)，只选择了那些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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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易为读者看懂的内容，加以转录。
其余的内容已尽可能在消化后融入笔者的解读之中。
为了避免与仅存的“旧注”和“缵义”相混淆，凡笔者的释译，均冠以“解读”；每卷之后，还加上
了笔者的“思悟与心得”。
    笔者自知学识浅薄，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方家不吝指正。
    唐突生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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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子释译》一书由老子学生计然汇集老子的言论和谈话而成，奠定了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基础
，是国学经典著作之一，被誉为老子的“论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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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突生，男，籍贯安徽，1932年出生。
曾任海军院校教职。
多次立功受奖，并两次获得全军优秀理论教员称号。
青岛大学客座教授；青岛市高级专家协会顾问；科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海舰队政治
部特约研究员。
先后在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中国科协年会、海军理论交流会、海军院校教育交流会、中华教育艺术
暨教育家年会及报纸杂志发表论文多篇，获得过一等奖。
先后著有或合作著有下列书籍：《思想教育纵横谈》（合著），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软管理导论》（合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与市场谋略》，青岛出版社出版。
获得华东理论图书二等奖、华北图书优秀奖等奖项。
《姜太公创业韬略》，青岛出版社出版。
《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青岛出版社出版。
《鬼谷子与伐谋伐交》，青岛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与制胜谋略》，青岛出版社出版。
《姜太公韬略与创业策划》，青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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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道原 第二卷精诚 第三卷十守 第四卷符言 第五卷道德 第六卷上德 第七卷微明 第八卷自然 第九
卷下德 第十卷上仁 第十一卷上义 第十二卷上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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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夫道者，陶冶万物，终始无形，寂然不动，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毫剖芒，
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总名也。
 【解读】 接上句，老子继续论述圣人治国先治己，他说，道，陶冶万物，始终处在无形的状态，总
是静悄悄、不动声色地起作用，大通、浑厚、幽深，极为广大，大得无边无际，若剖析其毫芒，永无
尽头，微小得没有内里，其所在空间，无可环堵，一切皆在有与无的总名之中。
 真人体之以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不与物杂，至德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
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贵治身而贱治人。
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乱情，隐其名姓，有道则隐，无道则见，为无为，事无事，知不知也，怀天道，
包天心，嘘吸阴阳，吐故纳新，与阴俱闭，与阳俱开，与刚柔卷舒，与阴阳俯仰，与天同心，与道同
体，无所乐，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万物玄同，无非无是。
 【解读】 在论述得道圣人、至人之后，老子又论更高一筹的得道真人，说，真人体悟虚无、平易、
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不与物欲相杂，以至得天之道，是为一个纯真的人。
真人者，看重与人民融为一体的大己，而小看天下权位，重治自身，而不屑于治人，不以财物冲击和
谐，不以性欲扰乱真情，隐匿名姓，见时政有道则隐身，见时政无道则显现，顺其自然而为，顺其自
然做事，虚心探知不知的事，胸怀天道，包容天心，呼吸阴阳和气，吐故纳新，对阴气俱关闭，对阳
气俱敞开，面对刚柔，当卷则卷，当舒则舒，面对阴阳，当俯则俯，当仰则仰，心与天同心，身与道
同体，无所乐，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与万物的玄机相通，无绝对的非，也无绝对的是。
 夫形伤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究①而神杜②；神伤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真人用心复
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是以其寝不梦，觉而无忧。
 【解读】 ①形究。
是说形体枯竭。
②神杜，即精神堵塞。
 老子论真人，说，大凡形体遭寒暑燥湿暴虐者，其形体的生机将趋于枯竭，精神也相随而遭堵塞；大
凡精神遭受喜怒思虑的祸患者，其精神的活力将趋于穷尽，而形体还会存有生机，故真人总是用心恢
复本性，依靠精神与形体相互扶助而得以善始善终，所以睡觉不做恶梦，醒来无忧愁。
 【小结】 老子论述圣人、至人、真人如何治国先治己，坚守道的五种形象。
 孔子问道，老子日：正汝形，一汝视①，天和将至②；摄汝知③，正汝度④，神将来舍。
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⑤，真其实知而不以
曲故自持，恢恢⑥无心可谋，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解读】 ①一汝视，一，可解为统一或专一，联系老子对孔子的几次谈话，其意可能是劝孔子把视
线集中到人民身上。
②天和将至，这里的和，应读he，同贺。
其意是说，上天将为你祝贺。
③摄汝知，知通智，其意是说，收敛起你的巧智。
④正汝度，是说端正你的器量。
度指器量或胸襟。
⑤形若枯木，心若死灰，这是劝孔子自制、自静、自清。
⑥恢恢，宽广貌。
 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劝告孔子说，端正你的形态，把你的视线专注于人民，上天将为你祝贺；收敛
起你的巧智，端正你的器量，精神将为你守舍。
如此，则德将为你美容，道将为你安居，你的瞳孔将似新生之犊那么清沏，无需探究其缘故，望你收
敛骄气和欲望，自制自静，达到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的境界，实事求是，不曲解事物，自持大度宽广
，无心于用计谋，明白通达，能无智慧吗？
 据《史记》记载，孔子曾专程求教于老子，老子劝孔子“去骄气、贪欲与妄想”，与本段问对相近。
 【小结】 老子希望孔子行道，治国先治己，把自己修养成为圣人。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子释译>>

 老子日：夫事生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形，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书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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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子释译》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重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为蓝本的。
每卷之后，还加上了笔者的“思悟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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