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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
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
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
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外研究道教的一个起始时期，或曰发轫时期。
《道教史》是这一时期中的突出成果，其突出之处，主要在于它是第一部道教的专史。
⋯⋯许地山先生因而也便成为系统梳理道教历史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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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底意义：　　道士们用“道”字来称他们底宗教，所以在讲道教以前，当先把道底意
义略为述说一下。
固然，一切名辞都有它底原本意义和以后发展底解释意义。
道底原本意义只是道路，是人所行底道路。
到春秋以后，“道”字才附上玄学的意味，因而产出许多解释。
最初的解释是宇宙依以运行底轨则便是道，凡宇宙间一切的现象都是道底示现。
现象的道是从创造以至化灭底历程，用现在通用的术语便是时间与空间，但在古道家底名辞里便叫做
“造化”。
造化也就是道底异名。
道底威力非常地大，万物若果顺应它便是有造化，就是说，万物生灭底程序不乱，各依着应历底途程
，该生底时候生，该灭底时候灭，彼此该发生关系底时候发生关系，该互相拒绝底时候互相拒绝。
天灾人患便是没造化。
不当病而病，不应老而老，不该死而死，便是没造化，便是无道。
顺应是很要紧的，所以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无论道儒，都把这道看为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底至宝，自然与人间一切的活动都离不了它。
　　《易经·系辞》（上）里载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若依这意思把道分析起来，便成天道与地道
。
《易经·说卦》说：“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
”阴阳是属于性的，柔刚是属于质的。
合性与质便是整个的道。
至于说“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乃是属于事的、为的，或可以说是道示现于人间底活动状态。
人道比起天地之道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对于大道为很渺小的模仿而已。
　　道家与儒家所讲底道底不同处在前者所注重底是阴阳柔刚之道，后者是仁义之道。
儒家也承认人是“共天地之德”；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
凶”。
所以在《庄子·渔父》里假托孔子底话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
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仁与不仁，义与不义，是对于道底顺或逆底行为，儒家所注重底只在这一点上，所以只讲人道。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这或者是因为孔子看天道近乎神，所以不说罢。
《论语》里所讲底道多半是属于人的。
　　　　第二章　道家思想底建立者老子：　　因为道家思想是后起的，所以“道家”这名辞比起“
墨者”“儒家，，等也可以说时代稍后。
在先秦底文籍里有以孔对墨称“孔墨”，或称“儒墨”，但没有称“儒道”底。
《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记陈平底话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
”这虽可以说“道家’，底名称在汉初已有，但所指是否限于老庄之学，却很难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之说和《儒林传》都以这学派为“黄老之术”；《庄子传》称为“
老子之术”；《韩非传》称为“黄老”；《陈丞相世家赞》称为“黄帝老子之术”；《曹相国世家》
称为“黄老术”；《淮南子·要略篇》称为“老庄之术”。
可知当时“道家’’底名称不很流行。
然而在战国末年，《老子》以来底道家思想几乎弥漫于学人中间，汉初所称底道家，也许可以看为老
庄之术底成分很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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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称“黄老之术”，是因为秦汉间老子学说与邹衍底阴阳说混合起来以后底名称。
阴阳家推尊黄帝为当时　　“学者所共术”，其说尤能与道家对于事物消长顺逆之理想参合。
　　于是黄帝也成为道家所推崇底人物了。
固然在《庄子》里也说过黄帝，不过不像阴阳家把他说得那么重要而已。
道家思想底承继和变迁不很明了，把现存底《老子》和《庄子》底内容比较一下，想能够得着多少断
定。
　　甲　老子是谁：　　老子到底是谁，或谓没有这人，是近来发生底问题。
在解答这问题时，随即要回答《老子》是谁底著作。
日本津田左右吉先生以为老子是乌有先生一流底人物。
他说在《史记·老子传》里所记老子底事实极不明了，一会说是老莱子，一会说是周太史儋，一会又
说他是李耳。
可知司马迁时代，老子是谁已有异说，而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是以老子为老聃。
《韩非子·六反篇》引《老子》第四十四章底文句，称为老聃之言。
被疑为汉代作品底《庄子·天下篇》有一半见于《老子》；《寓言篇》也引用《老子》第四十一章底
文句，所谓老子即是老聃。
《淮南·原道训》引《老子》第四十三章底文句；《道应训》引第十四章底文句，也记老聃之言。
老聃底名字屡见于《庄子》和《吕氏春秋》里头，可见他是当时为一派底学者所推崇，因为称之为老
子。
但老聃究竟是谁也不得而知。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卷一）里也说“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记载《曾子问篇》。
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
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
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托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托黄帝以诎尧舜。
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于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
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
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
”　　主张老子为历史人物比较地多。
冯友兰先生以为李耳实有其人，而老聃底有无则不得而知。
司马迁误以老聃与李耳为一人，故夹杂了许多飘渺恍惚之谈。
《道德经》为老子所造，只为隐自己底名字而称为老聃之书。
或者李耳之书本名《老子》·表明是一长老人所著，如《汉书·艺文志》中道家有《郑长者》，阴阳
家有《南公》，农家有《野老》，《乐毅传》里底河上丈人。
《老子》犹言“长者”、“丈人”，皆长老之通称；以《老子》名书，犹《野老》等之例。
但今所有之《老子》亦曾经许多次添加修改，不能必谓成于一人之手。
日本武内义雄先生也和冯先生一样，用《史记》所载老子子孙底系谱来做老子曾生于人间底根据。
所不同者，他认老聃便是老子。
《史记》记老子为孔子底前辈，就当纪元前五百年前后底人物，而在《传》后又载老子以下八代底子
孙，说假仕于汉孝文帝，假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
胶西王死于汉景帝三年（西纪前一五四），今以三十年为一代推算起来，从西纪前一百五十四年上推
二百四五十年老子便成为西纪前四百年前后底人物。
这与孔老会见底传说底年代相差约一百年。
司马迁采用俗说，以老子寿长百六十岁或二百余岁，表面虽可免于矛盾，但这样长寿，于事实上恐怕
不能有。
孔老会见底事情恐怕是出于老庄后学所捏造。
至于老子子孙底系谱，《史记》以外底文献全然没有。
司马谈曾从黄生学道家之说，可知这种记载是依据黄生所传底材料得来底。
但司马谈是景帝时人，与系谱中最后一人同时，所以从老子底子孙直接说出也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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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老子底子孙为：　　老聃—宗—注—宫—O—O—O—假—解　　此中老子之子宗为魏将，
封于段干，《史记·魏世家》及《战国策》都记魏将段干崇底名字，日本如斋藤拙堂诸人以为便是老
子之子宗，恐怕还是宗之子孙较为适宜。
但这些说法都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能执为定论。
武内先生以为老子当与子思、墨翟同时，《论语》没说到他也是当然的事。
　　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底事，若把《曾子问》与《史记·老子传》比较起来，便知二者底思想不同
。
若依《老子》（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也可以理会老子也是楚狂、长沮、桀溺一流的人物，岂是孔子所要请益底人？
孔老相见底传说想在道家成派以后。
在《吕氏春秋·二月纪·当染篇》里有孔子学于老聃底记载，问礼底传说大概是从这里来底罢。
《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孔子问礼底事也用怀疑的语气，说：“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可见司马迁也不信孔子与老子有何等真切的关系。
　　将老聃和孔子放在同时代最古的文字是《吕氏春秋》与《庄子》。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底书，《庄子》记孔老底那几篇也几乎是与这书同时。
在《吕氏春秋》以前，没有孔老相见底说法，可见这是道家得势后底附会。
　　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是立在对抗的地位上，《庄子》中关于孔老问答底那几篇便是本着这点写成
底。
所谓“楚人”，是因道家思想起自南方。
儒家思想是北方所产。
北方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与南方黄帝、神农、许由、老子之道相对抗。
战国末年，南方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系，所以倡行道家底宗师多被定为南方人。
如《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篇》载许由生于“沛泽之中”，《孝行览·慎人篇》又说他是颖阳人。
《孟子》所说神农之道，也是在楚国盛行底。
称老子为楚人，本不必限于楚国本境，因为战国末年，南方诸国都称为楚。
　　关于老子底乡里，《史记》说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而《庄子·天运篇》及《寓言篇》都说老聃
是沛人。
《史记》说老子出关，莫知所终，而《庄子·养生主》却记载老子死底故事。
今本《史记》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
《索隐本》载“名耳字聃”，而无字谥。
以李为姓，《正义》与《索隐》底说明都是神话，为什么名聃，也没有的解。
《汉书·艺文志·老子邻氏经传四篇》注说“姓李名耳”，恐怕以老子为姓李是刘向父子底时代流行
的说法。
《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篇》“舜染于许由、伯阳”句下，高诱注说：“伯阳，盖老子也，舜时师
之者也。
”时代越后，老子所授底徒弟越古，越到后来，他便成为开天辟地以前底神灵了。
以伯阳为老子底字，葛洪底《神仙传》是本于高诱底注而来底。
以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底传说或者本于《庄子·天道篇》，而《孔子世家》采用其说。
但《天道篇》所记全是假托，不足凭信。
　　《史记》又说老子或是老莱子，或是周太史儋。
太史儋是秦献公时人，后于孔子百余年。
他底惟一事迹见于《史记·周本纪》所说：“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
出焉。
”这个是周命将终，秦祚当兴底预言，总是出于秦孝公以后底话。
司马迁也不能断定，所以说，“或日儋即老子，或日非也。
世莫知其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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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与《正义》都不以老子即太史儋为然。
其次，老莱子即老子底说法也不可信。
司马迁自己对于这层也有疑窦，所以用“或日”底语气。
或者自“或日老莱子亦楚人也”，至“与孔子同时云”一段，只明老莱子也是个道家，不一定就是老
子。
《史记·老子传》记老莱子著书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作十六篇），言道家之用，明示与老子著
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是两个人和两部不同的著作。
老莱子在《楚策》里是教孔子以事君之道底人；《庄子·外物篇》也记他与仲尼底谈话。
此外，《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也记他对于孔子底批评。
关于老莱子底文献只此而已。
然而《国策》所记只能视为战国时代底传说；《外物篇》与《卫将军文子篇》都是汉代作品，所说无
疑是汉人底话。
还有刘向底《列女传》记老莱子七十斑衣娱亲底故事，恐怕也是小说家言罢。
看来，老莱子底名字在先秦时代人知道底很少。
老莱子十五篇今不传，现在仅见于李善《文选注》所引《尸子》底逸文一句，说：“尸子曰：《老莱
子》日，人生天地之间，寄也。
寄者固也。
”（《文选》魏文帝《善哉行注》）总而言之，以太史儋为老聃，恐怕是儋聃同音所致；以老莱子为
老子，为楚人，恐怕也是影射老聃或学宗道家而冠以“老’’字底罢。
冠老字底著作如《老成子》，《老莱子》，多与道家有关，也许是一种称号。
　　老子与关尹底关系，依《史记》，《道德经》是为关尹而作。
关尹底名见于《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
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儿良贵后。
”《庄子·天下篇》也将老子和关尹并称。
可见在战国末年，关尹学派与其他学派并行，因为贵清、贵虚、贵齐等派，与老子底贵柔很接近，渐
次混成道家底派别，老关底关系想是这时代底假托。
说老子寿百六十余岁或二百岁，也是从战国末年道家养生底思想而来底。
　　乙　道德经：　　现在的《老子》是否老子底原作，也是一个问题。
《汉书·艺文志》载《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刘向《说老子》四篇，可惜现在都见不着，无从参证。
从经内底章句与思想看来，因为矛盾之处甚多，故可以断定其中必有许多后加的文句。
如果现存的《老子》没经过后人增改，在文体上应当首尾一致，但其中有些章句完全是韵文（如第二
十一章），有些完全是散文（如第六十七章），又在同一韵文里，有些类似骚赋，有些同于箴铭；同
一散文，有些是格言，有些是治术，甚至有些羼入经注。
仅仅五千文底一小册，文体便那么不一致，若说是一个人一气写下来底，就未免有点牵强。
《史记》说，老子著书“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从现存本看来很难说与汉初底本子相同，有许多可
以看为汉代加入底文字。
如《庄子·天下篇》所引老聃之言：“人皆取先，己独取后。
”“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
无藏也，故有余。
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
无为也，而巧笑。
人皆求福，己独曲全。
”“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
”“坚则毁矣，锐则锉矣。
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
”这些文句都不见于现存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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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知其雄⋯⋯”，“知其白⋯⋯”，“受国之垢”，“曲则全”，“深根”，“挫其锐”，
则散见于今本《老子》，但表现法和思想多与今本不同。
这大概是由于引用者底误记，或传诵间所生底伪讹吧。
或者今本《老子》是取原本一部分的文句，加上辑者以为是老子底话而成，故此现出许多断片的格言
。
汉代著作所引底《老子》几乎都与今本不同。
如《韩非》底《解老》、《喻老》，《淮南》底《道应训》、《原道训》、《齐俗训》、《诠言训》
、《人间训》，《韩诗外传》、《史记·货殖传》中所引底《老子》，只有《解老》中底一句是今本
所存底。
可知今本是后改底本子，不是原本。
　　从思想方面看来，今本《老子》有许多不调和底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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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教史》是一部道教通史，以时间为经，以教派分化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道教产生、发展
和流传的历史。
全书所记时限始于道教产生前的秦汉社会状况和思想渊源，止于当代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所记内容涉及道教及各支派的经籍、教义、人物、教制、教职等等，同时兼及道教的节日、礼俗、圣
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
在对道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
深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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