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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手边这一本《老子》，又名《道德经》。
司马迁在《史记》写到它的作者时，是列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以上简单的两句话，就可能引起不少误解。
    首先，《老子》又名《道德经》，但是内容与世人所谓的“仁义道德”完全无关，亦即所论并非伦
理学的题材。
以王弼(公元226—249年)所注的版本为例，《老子》分为上下两篇，先论“道，可道，非常道”，后
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于是遂有《道经》(一至三十七章)与《德经》(三十八至八十一章)二篇
，合称《道德经》。
    其次，《史记》卷六十三以“老子、韩非”并列为传，其实所述还包括庄子与申不害。
韩非是法家代表，著作中有《解老》与《喻老》二篇，发挥老子的部分思想。
司马迁认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最后又总结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远矣。
”老子的思想当然比韩非深远，但是韩非“自认为”并且“使别人认为”他在推广老子的学说，以致
老子的真面目反而模糊难辨。
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的不幸啊!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亦即“老子”此人，司马迁说：“老子者，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周朝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学问与见解应该具有一定水平。
根据孔子(公元前55l一前479年)曾经向老子请教礼仪一事来看，老子应该是春秋时代的人，年龄比孔子
稍长。
孔子听了老子的一番训勉之后，对弟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所谓“龙”描写他是“乘风
云而上天”，并非年轻时孔子所能理解。
老子眼见周朝衰颓，决定西出函谷关，准备隐居，守关的官员请他留下作品。
“于是老子遒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    事实上，老子是以《老子》一书而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并且此书与老子的生平际遇并无密切关
系。
换言之，“老子为了什么”要比“老子是谁”更为重要。
那么，老子为了什么呢?今日通行的是王弼注的版本，而王弼上距老子的年代也有七八百年，谁能担保
这期间的传抄与刻印都没有问题呢?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的“汉墓”出土了一大批帛书，其中就
有《老子》的帛书甲本与乙本。
这两个版本大同小异，都是《道经》在后，并且没有分章。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又出土了许多竹简，其中有三种《老子》的摘抄本，分为甲、乙
、丙三组。
摘抄本的字数只有通行本的三分之一，并且丙组中的文句较为接近帛书本与通行本。
专家认为，甲组较为接近《老子》祖本，它的抄写年代距离老子逝世“可能”只有一百多年。
换言之，目前所能找到的断简残篇，离作者老子本人也有一百多年了。
既然如此，我们在依据最新出土的资料修订《老子》通行本的同时，还是要把焦点置于老子学说的阐
释上。
    在探讨老子学说时，会发现材料最多的是历代的注解与引申。
从最早的庄子、韩非等人，经过河上公、王弼，甚至唐玄宗这位帝王以及宋朝的王安石、苏辙、朱熹
等人，无不发表心得，增益老学。
但是，《老子》似乎是一面镜子，人们总能借它照见自己的长相，而未必说得清楚它原来的用意是什
么。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者，他所谓的“道”，是指“真实”(更好说是“究竟真实”)而言，亦即要将人生
依托在永恒不变的基础上，再由此观照人间，安排适当的言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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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儒家之外，另外开辟了一条路，并且是更为宽广的路。
奈何天下人却难以体认他的美意。
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七十章)我们不妨欣然接受此一邀请与挑战，一起认真研读《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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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佩荣解读老子》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开创者，其所著《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对后世的影响
既深且远 可与儒家比肩。
傅佩荣教授特别指出，老子所谓的“道”是指“真实”而言，亦即要将人生依托在永恒不变的基础上
，再由此观照人间，安排适当的言行方式，他在儒家之外另外开辟了一条更为宽广的路。
傅教授根据自己研习中西哲学三十余年的心得，解读《老子》，特别注重书中传达的深刻哲理与智慧
，以凸显哲学“爱好智慧’的本义。
在每一章原文之后，用白话取代一般读本的注释，文字上力求通顺畅达。
而在解读部分，则参考了历代注家制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专就关键概念加以解析，可作为了解老
子及圭家思想简明易懂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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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
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佩荣教授的教学深受学生的欢迎，曾获教学特优奖、大学生社团推荐最优通识课等奖项，并被《民
主报》评选为校园热门教授。
另外，在学术研究、写作、演讲等方面皆卓有成就。
    傅佩荣教授著作甚丰。
其作品深入浅出，擅长说理，范围涵盖哲学研究与入门、人生哲理、心理励志等。
著有：《哲学与人生》、《管理自我的潜能》、《探索生命的价值》、《走向智慧的高峰》、《转进
人生的顶峰》、《活出自己的智慧》、《哲学入门》、《四书小品》、《柏拉图》、《中西十大哲学
家》等八十余种，以及有声书系列《创意人生》与《重建心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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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  老子其人其书前言二  以智慧取胜的老子    上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
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
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
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三十六章第三十
七章    下篇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四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五十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第六十章第六十一章第六十二章第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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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白话】    天下的人都知道怎么样算是美，这样就有了丑；都知道怎么样算是善，这样就有了不
善。
所以，有与无互相产生，难与易互相形成，长与短互相衬托，高与低互相依存，音与声互相配合，前
与后互相跟随。
因此之故，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事，以不言的方法来教导。
任由万物成长而不加以干涉，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养育万物而不仗恃己力，成就万物而不自居有
功。
正是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开他。
    【解读】    人间的价值判断是相对的。
一方面，没有美就没有丑；另一方面，美之上还有更美，丑之下还有更丑，永远比不完。
圣人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无所作为，缄默不语，让一切自行发展。
    “圣人”是指领悟了“道”的统治者，可以体现“道”的作为。
“万物”则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所以才有居功不居功的问题。
如果不居功，则功绩“无从”离开他，并且不必担心“有功就有过”这种相对价值观的干扰。
    “有无相生”可以理解为：一、在概念上，说“有”时，知道它不是“无”；说“无”时，知道它
不是“有”；两者若是分立，则两者都将不知所云。
二、万物常在变化之中，所以现在“有”的，以前是“无”；现在“无”的，曾经是“有”；由将来
看现在，亦复如此。
换言之，有与无，在此并非西方哲学所谓的“存有”(Being)与“虚无”(N0thingneSs)。
    《庄子·应帝王》：“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其意为：“明王治理时，功劳广被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教化普施万物，而百姓不觉得有所依
赖；拥有一切但不能描述，使万物可以自得而喜，立足于神妙不测的地位，邀游于虚空无有之境。
”这段话生动描绘了“圣人”之治。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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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鸟，吾知其能飞也；鱼，吾知其能游也；兽，吾知其能走也。
至于龙，吾不知也。
今见老子，其犹龙乎!    ——【春秋】孔子(前55l一前479)    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
    ——【清】魏源(1794一1857)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把
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
    ——梁启超(1873一1929)    后之学者如果能够懂得老子所说的道理，在人生短短的数十年问，就不至
于感觉前路茫茫，进退失据，寿夭莫测，我命由天。
这就是“道家”处世的哲学精神和“道教”超世的修炼方术结合一起，互相为用的优越性。
    ——陈撄宁(1880一1969)    按照西方哲学的分类，哲学包括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在老子那里，哲学是一个统摄一切的基本思想的整体。
《老子》一章中的寥寥数句就将这四个方面包容无遗。
    ——【德】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一1969)    《老子》说：那理解光明者将自己藏在他的黑暗之
中(知其白，守其黑)。
这句话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人人都知晓的、但鲜能真正理解的真理：有死之人的思想必须让自身没
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
    ——【德】海德格尔(Martin}teidegger，1889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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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佩荣解读老子》傅佩荣教授从“道”这个关键概念入手解读《老子》，引领读者进入老庄哲学幽
深辽阔的思境，比照现代社会人们对所谓成功、快乐的心灵焦虑，对读者不无裨益。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傅佩荣解读老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