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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探赜索隐、畅玄论经——王葆玹先生简介
王葆玹，男，1946年11月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
自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现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指导中国学生及国外留学生。

王葆玹先生自幼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靠自学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他目前的研究范围侧重于春秋晚期至唐代的经学各派、道家和玄学及新近出土文献，涵盖哲学、历史
学、文化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
在研究方法上致力于考辨和义理的有机结合；在考辨文献资料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分析，
并与西方哲学加以比较；在阐微现幽的基础上，注重宏观把握。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正始玄学》（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
公司1994年）、《玄学通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合著，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
王弼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向独尊儒
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哲学研究
》1990年第6期）、《老子与稷下黄老之学》（《哲学研究》1990增刊）、《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
老子学派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帛书要与易之义的撰作年代及其与系辞的关系》
（《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意义》，（《中国哲学》第22辑）等30余篇。

王葆玹先生初以研究正始玄学而知名于学术界。
他不仅详细论说了玄学发生的思想渊源，而且着重指出玄学的发生有它深刻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在
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五行三统说和三代道统说被最高统治者所摈弃， “追踪上古”、“ 参迹三皇”
、 向往“通远”的政治思潮逐渐流行，鼓励了玄学的诞生。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玄学家们曾直接发起“正始改制”的运动，玄学思潮则直接诞生于这一运动之中
。
王先生的这些看法已被海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和广泛征引。
汤用彤先生指出魏晋玄为本体论，汉代哲学为宇宙论，被学界奉为圭臬。
王葆玹先生发展了汤先生的思想，认为“体用”、“本末”的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王弼的本体论在他的《老》学中接近于普罗提诺的的哲学，而他的《易》学中的本体论才真正接近于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
王葆玹先生在解释清谈的形式、考辨竹林七贤、论述嵇康的音乐理论、剖析向郭《庄学》等方面也做
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王先生进而在整体上对玄学的名称、性质、分期、人物、流派、论题及学说体系、影响等作出了精当
研判，还发掘出了玄学方面不少的佚文，被称赞为“目光如炬、动中肯綮”。

对于儒家的历史地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王葆玹先生从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演变之中考察了“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通过
甄别大量史料，证明汉武帝时的文化政策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
汉成帝时，罢免包括诸子的传记博士，才是“独尊儒术”的历史起点，同时也是“汉承秦制”的终点
。
和这一问题有关，王先生指出刘邦、项羽楚汉之争的文化意义是齐文化、秦文化与楚文化、鲁文化的
较量，汉初以来的儒学史是旨在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发扬鲁文化的历史。

有关老子思想的文化属性，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把老子学说视为楚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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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玹先生则论证认为老子是陈国人，而陈是有虞氏舜的后裔。
《论语》中记载舜“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
老子讲“无为”、“无为而治”正是秉承了舜的思想；虞舜时代为小邦寡民，且陈又为小国，因而老
子才有小邦寡民的理想社会；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陈国风俗是“妇人尊贵”。
由此可以知道老子为什么有“知其雄、守其雌”这样奇特的命题。
王葆玹先生的这一构想，被学者肯定为“很合理的、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1973年以来，马王堆帛书、定州汉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等地下文献陆续面世，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
关注。
王葆玹先生对这些文献也非常重视，并做了多方面的探讨。
尤其在帛书易传的研究中，他所主张的帛书《系辞》与其卷后的《易之义》为不同学派的作品，前者
属道家，可能是战国晚期老子学派的作品，后者属儒家，是秦代后期儒家鲁学的作品；帛书《系辞》
中的“大恒”为原文，今本《系辞》中的“太极”为汉儒回避汉文帝名讳而改；帛书本《系辞》所缺
“大衍之数”章乃原本如此，今本“大衍之数”章为汉儒所加等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反响。
1992年前后，学术界正在为《周易》的学派归属展开激烈争论，王葆玹先生在辨明帛书《系辞》属道
家作品的同时，强调通行本《系辞》乃至整个通行本《易传》，都是儒家作品，儒家思想始终在整个
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

近年来，王葆玹先生对经学问题十分关注。
他认为，世界上较重要的民族无不有其独特的经典，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史上，各种典籍以五经为核心
，各种学问以经学为核心，重要的思想无不以解经的方式提出（即使是最富有反抗性和创造性的思想
家也不能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经学模式”，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可以概括
为“经学思维模式”。
 王葆玹先生特别指出，当今学者对五经与经学的看法，主要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以为五经以《周易》
为首，所讲的主要是道德形上学，而未意识到先秦儒家的主张本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周易》在其中的地位并不显著。
王葆玹先生把经学分为三大派系：今文经学的系统、古文经学的系统和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包括魏
晋玄学、隋唐经学、宋代理学及明代心学等）。
自先秦以来，经学史上发生了几个重大的转折点，第一，是汉武帝尊崇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使经学
取代黄老学而处于官方学术中的主流地位。
第二，是汉成帝从事礼制革新，以致罢黜百家，形成独尊今文经学的局面。
第三，是西汉哀平时期刘歆等人创建古文经学，开启了今古文经学纷争的历史。
第四，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的兴起，是经学中的《易》学玄学化，使礼乐文化趋于衰落。
王葆玹先生的这些看法在经学研究日益被看重的形势下，影响日益扩大。
王先生目前正在从事《周易》与传统文化、郭店楚墓竹简与经学等课题的研究。

王葆玹先生对朋友、对学生皆以赤诚相待，认为做真学问必须摆脱眼前利害的纠缠。
平时喜欢围棋、太极拳、中医、中外经典电影等，尤其对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认为其中蕴含着极
高的人生境界，至少可以提高人的抽象思维能力。
他同时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应立足于礼乐文化的复兴。
（平复）
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wbxjianji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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