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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子》、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被学界视为庄学史上的三大里程碑。
《道体的失落与重建(从庄子郭注到成疏)》由李延仓所著，《道体的失落与重建(从庄子郭注到成疏)
》超越个案研究、考据学研究等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比较的方法对三者做了研
究。
本书用具体的史料清晰揭示了三者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在庄学史上的历史坐标，并从学术思潮的逻辑
演进及道体论的视角厘清了三者之间相异的思维理路，再现了由不同的时代感受和文化心态所导致的
三者由正而反、由反而合的义理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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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延仓 男，1975年生，山东郓城人。
2002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师从丁原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2005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道教哲学研究，已出版《(庄子)哲学思想论纲》、《早期全真道教哲
学思想论纲》(合著)等学术著作，在《文史哲》、《孔子研究》、《周易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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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唐代以前庄学的演进  一、先秦的《庄子》    (一)“子之言，大而无用”    (二)“杨氏为我
”辨    (三)“蔽于天而不知人”  二、汉代的《庄子》    (一)关于研究《庄子》的论著    (二)关于对《庄
子》的援用    (三)关于对《庄子》的评价    (四)其他受《庄子》影响者  三、魏晋南北朝的《庄子》    (
一)庄学盛况    (二)非《庄》    (三)庄子不是“圣人”  四、《庄子》与汉唐道教    (一)道家哲学的宗教
渊源    (二)汉唐道教的发展与《庄子》地位的升降    附：论《庄子·天地》篇中“玄珠”与道教的关系
 五、《庄子》与汉唐佛教    (一)《庄子》与佛教之缘    (二)汉唐佛教对《庄子》的融摄第二章  道体的
演化：从“道”到“无”到“非有非无”  一、从“道”本体到玄学“无”本体的确立    (一)“道”的
本体意涵    (二)“圆道”观念的形成    (三)“无”与“道”    (四)“无为”：“道”本体到“无”本体
的中介    (五)“无”本体的确立  二、从玄学之“无”到重玄学之“非有非无”    (一)玄学的主题及理
论局限    (二)玄学理论局限的挑战与重玄学的接续    (三)重玄学的理论本质    (四)重玄学产生的若干逻
辑环节第三章  道体的失落与重建  一、郭象对《庄子》道体的解构    (一)郭象解构道体的思想背景    (
二)郭象对道体的解构  二、成玄英对《庄子》道体的重建    (一)成玄英重建道体的理论背景    (二)成玄
英对道体的重建第四章  “自然”义比较  一、庄子：自然乃道之自然  二、郭象：自然乃物之自然  三
、成玄英：自然乃道、物之自然第五章  “齐物”义比较  一、庄子：“以道观之，万物一齐”  二、郭
象：“理虽万殊而性同得”  三、成玄英：“物无贵贱，道在则尊”第六章  “逍遥”义比较  一、庄子
：“登假于道”  二、郭象：“物冥其极”  三、成玄英：“破兹迷执”第七章  “命运”观比较  一、
庄子：“吾安能弃南面王乐”  二、郭象：“天性所受，各有本分”  三、成玄英：“向明背暗，舍滞
求进”结语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庄》、《易》关系浅论附录二 成玄英《庄子疏》的易学思想管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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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体的失落与重建(从庄子郭注到成疏)》由李延仓所著，该书正文共七章，首章前有“引言”，末
章后有“结语”。
第一章对从《庄子》、郭《注》到成《疏》之间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线索做了考察。
第二章论述了老庄道家的“道”本体到玄学的“无”本体、再到重玄学的“非有非无”本体之间的逻
辑演进过程。
第三章论述了道体在《庄子》、郭《注》、成《疏》之间的失落与重建。
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分别从“自然”义、“齐物”义、“逍遥”义、“命运”观四个方面，对《庄子》
、郭《注》、成《疏》的哲学思想做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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