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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
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
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
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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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惟一可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思想家，古往今来，人们对老子的争
论最多，误解也最深，本书以全球文化的眼光和现代学术的方法，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
讨论，力图展现一个原原本本的老子思想，作者着重阐发了老子在价值观念、道论、辩证思维、政治
智慧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所做了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强调了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国哲
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和老子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的重要观点。
对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充分利用、努力澄清古往今来对老子思想的种种误解、充分揭示老子思想
对中国文化乃到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并对老子思想进行重新定位，是本书的三个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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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鼓应（1935－）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著译有：《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耶稣新画像》
（三联书店）、《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老庄论集》（与张松如合著，山东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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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引论   一、老了其人其书论争之检讨   二、老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老子学说的思想文化渊源   一、老子思想与“古之道术”   二、老子的怀古情结   三、老子思想
与原始宗教文化 第三章 老子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   二、隐士群体的社会批
判意识   三、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章 老子的自然主义   一、“自然”与“无为”   二、“道法自
然”   三、“自然”、“圣人”与社会秩序 第五章 老子的“道”论   一、老子“道”论的思想来源   二
、“道”的形而上之意义   三、“道”与天地万物   四、规律性的“道”   五、“道”的无神论之意义 
第六章 老子的认识论   一、“为学”与“为道”   二、“智”与“愚”   三、“涤除”与“玄鉴” 第七
章 老子的辩证思维   一、思维方式   二、“反者道之动”   三、“弱者道之用”   四、误解的澄清 第八
章 老子的社会政治学说   一、“大道废，有仁义”   二、“治大国若烹小鲜”   三、“小国寡民” 第九
章 老子的人生哲学   一、养生之道   二、修身之道   三、外世之道 第十章 老子思想与道家学说的历史
演进 第十一章 老子思想与道教 第十二章 老子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附录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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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子创立的学派之所以称为道家，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最高范畴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从“
道”的高度考察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
在老子的学说中，“道”不仅具有宇宙本原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意义，不仅是支
配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
“道”是全部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为抽象、思辨性最强、含义最丰富的范畴，它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哲
学具有极高的理论思维水平。
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外国哲学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中国的“道”相当和对应的、具有如此广泛与深
刻涵义的哲学范畴。
“道”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
“道”范畴的提出，首先应当归功于老子，因为“道”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乃是经老子之手实现的
。
但是，“道”由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名词上升为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却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
程。
也就是说，老子之所以能够提出“道”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
离不开前人提供的思想素材和思维经验的。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番历史的追溯，看看老子之前的人们是如何对“道”进行哲学思考，不断丰富“
道”的内涵，并逐步使“道”上升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的。
“道”字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本义是指人行走的道路。
“道”的本义虽然很普通，但在这一原始意义中却包含着许多可以被引申的潜在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和语言文字的发展，人们不断在“道”的原始意义上进行
引申，使“道”的涵义越来越丰富。
从“道路”这一原始意义上看，由于“道”具有确定的指向，是人们达到特定目标的必经之路，于是
引申为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与必然趋势；由于人们要在“道”上重复往返，于是引申为事物运动
变化的规律；由于人们必须沿着“道”一直走下去才能达到目的地，于是引申为事物的发展和人的行
为所必须遵守的原则；由于“道”为人们提供了达到既定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于是又引申为认识事物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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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6年，我参加了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国际儒学研讨会，那是一次盛大的会议，汇集了中外许多优秀的
学者，会议由德高望重的匡亚明先生主持，我与匡老就是在这次会上相识的。
此后我与匡老有多次见面，匡老对我这个持不同学术意见的晚辈学者关爱有加，他的豁达大度令我钦
敬不已。
1996年，我受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去进行学术访问，受到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的盛情接待。
其间，蒋先生受匡老的委托，约请我加入丛书的写作，撰写《老子评传》。
我虽对老学研究多年，但当时因为即将回台大任教，同时又正致力于易、道关系的研究课题，心有余
而力不足，故未敢承担。
后来，蒋广学先生赴京，再次转达匡老的意愿，盛情难却之下，我接受了匡老的建议，同意通过与其
他学者合作的方式完成此书的写作。
自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出版十多年来，我对老子思想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修正，对老学的价值也
有了新的考虑，而且《老子注译及评介》是以注释《老子》原文的方式写成的，在形式上有它的局限
性。
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我久已产生了再写一部关于老子的书的想法，一来要从正面对老子的思想作一次系
统的阐发，二来也对我的老子观进行丰富、深化和必要的修正。
而《老子评传》的写作，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
这是我接受《老子评传》写作任务的另一个原因。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白奚先生的博士论文《稷下学研究》(该书已于199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纳入“三联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五辑出版)，这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博士论文，对先秦学术特别是道家思想
有深入的钻研和很多创见。
我与白奚已有数年的学术交往，学术观点较为一致，对他的为人、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均十分赞赏，
我觉得他是很合适的合作人选，便约请他来一同完成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并商定主要由他来执笔。
为了写好这部书，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切磋讨论，在主要观点上达成了一致，并确定了全书的纲领。
此后，我主要在海外任教，白奚博士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同我保持联系，使我得以了解写作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交换意见。
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有余，并两易其稿，由我最后审定。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也借此机会向我的合作者白奚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能够接受我关于老学的
主要观点，共同为推动老学和道家研究尽心尽力，同时也对他为执笔此书而付出的努力道一声辛苦。
最后，谨以此书表达我们对匡老的由衷敬意和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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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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