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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
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优秀学术
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过
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
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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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晗，1967年生，山东省微山县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济宁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史、中国传统文化。
参与了世行贷款JG147项目研究和《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之一《两唐书辞典》的撰写及汇总。
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代表作有：《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内在超越》、《帛书（老子）的特殊体系
所反映的学术思想特色》等。
曾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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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中国学术史上关于《老子》文本与道儒关系问题的研究　第一节　以王弼注本为主的文
本研究　第二节　帛书本出土以后的《老子》文本研究　第三节　郭店楚简出土以后研究的新进展第
二章　《老子》古本到今本的演变及其学术史定位　第一节　战国中期的《老子》文本——郭店楚简
《老子》　　一、简本《老子》的形制和内容　　二、简本《老子》对传本《老子》的校勘　　三、
简本《老子》的性质及学术地位　第二节　战国中后期的《老子》文本——帛书本《老子》　　一、
帛书《老子》对《老子》的体系化　　二、帛书本的特殊体系所反映的思想特点与学术特色　　三、
帛书《老子》的学术地位及其校勘价值　第三节　汉魏时期的《老子》文本——王弼注本　　一、王
弼注本对帛书本的改造及篇章结构的形成过程　　二、王弼注本形成的学术思想背景和道学向玄学的
思想转换　　三、王弼注本的重要学术地位及版本学价值第三章　《老子》文本演变引起的差异及道
儒关系的变化　第一节　《老子》文本在体例、结构和文字风格上的差异　　一、关于《老子》简本
、帛书本、王弼本的编排体例　　二、《老子》简本、帛书本、王弼本篇章结构的差异　　三、《老
子》简本、帛书本、王弼本的文字异同及文本关系　第二节　《老子》文本的演变与差异所反映的道
儒关系的重要变化　　一、简本时代的道儒关系　　二、帛书本时代道儒关系的重要变化　　三、王
弼注解《老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第四章　相关学术问题的再研讨　第一节　传统学术方法与
《老子》研究　第二节　应充分重视黄老之学在《老子》文本及道儒关系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影响　第
三节　重新解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有关记载结语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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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损比较严重，与甲本文字内容有所不同的是，乙本较为侧重于谈论“德”，或者说德论是《老子
》乙本的中心话题。
“德”在甲本仅见于第33简“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的文字中，而乙本中却出现七次之多，如乙本
第12简有“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愉”，第16、17简有“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
修之乡，其德乃长。
修之邦，其德乃丰”，德字共出现七次，可见乙本对德的重视。
关于“德”，王弼在今本第38章注日：“德者，得也。
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
何以得德？
由乎道也。
”按照王弼的解释，“德”即人从道那里禀受的本性，所以“含德之厚”意即最能体现人之自然本性
的人。
老子将含德之厚的人比喻为“赤子”，是因为“赤子”体现了人的本然状态，最能体现道的原则。
老子从道的特性推导出人的本性后，极其重视保持这种自然本性，为此他提出如何修道的问题。
乙本第3简和第4简说：“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
绝学亡忧。
”这里老子反对通过日常的学习以增加知识的办法，他认为人的知识越多，奇怪的事物就越泛滥，从
而导致对道的背离。
修道与修学不同，它应当把自己日常学来的知识逐步地加以减损，以至于“无为”，从而回归自然，
与道合一。
弃绝学习，回归大道，便可无忧。
老子认为，对道的修行，要从我做起，并向家庭、乡里、邦国、天下推广，所以乙本第17、18简接着
上文“修之身⋯⋯修之邦，其德乃丰”说：“修之天下，其德乃博。
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由此可见，乙本对修道成德确实是比较重视的，也可以说它弥补了甲本在德论上的不足。
　　竹简《老子》丙本残损最严重，其第四部分与甲本有较多重复。
在第二部分即第4简和第5简，继续讨论“道”的问题，“道[之出言]，淡呵其无味也。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而不可既也”，认为“道”无味、无形、无声，却能永恒存在。
第一和第三部分又具体论述了“道法自然”的观点，如第一部分即第1到第3简：“太上下知有之，其
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安有不信。
犹乎其贵言也。
成事遂功，而百姓日我自然也。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
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在老子看来，理想的政治是道家无为的太上之治，在大道的无为而治废弃之后，才有儒家的仁义教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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