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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老学研究包括传统老学研究与近代新老学研究两个方面。
传统老学研究又主要是从道论、养生论及治国论三个方面展开的，同时又贯穿着儒、释、道三教文化
的融通；近代新老学的研究主要是从传统老学如何与西方学术相交融着手的。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近代老学研究的思想体系。
　　第一，近代老学的道论。
近代老学的道论主要是从本体论来探讨宇宙的生成问题。
它继承了传统老学关于道先于万物、道生万物、道统万物等道论观，同时，近代老学在解释老子之道
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儒、释思想，从而使道不仅成为道家思想的理论基石，而且成为融通儒、释、道三
教文化的理论基石。
并特别注重阐释道作为道家思想特有的本质，强调了道家之道的“反面”特征。
　　第二，近代老学的养生论。
近代老学继承了传统老学的养生思想。
同时，近代老学的养生论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逐渐忽视了外丹养生的思想，而更加注重内丹在养生
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了“心性”的修养与“性命双修”。
　　第三，近代老学的治国论。
近代老学的治国论是近代老学最核心的内容。
近代老学从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望出发，更加强调了老学的经世致用。
它从老子之自然变化的观点立论，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自然变化；从道与器的辩
证关系立论，强调了“器学”在近代中国的重大作用；从无为与无不为的关系立论，阐释了“无不为
”的积极作用，并强调了广大群众在挽救危亡与创造新世界中的伟大作用；从老子的战争论立论，论
证了“好战”的危害及反抗侵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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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老学研究》所指的老学是历代学者对《老子》进行诠释和发挥而形成的一门学问。
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近代作为一个特殊的时期，在社会转型、思潮不断、文化急剧变革的情况下，其老学发展到了一个十
分繁荣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老学著作，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主要从道论、政治思想、修身养生三个层面对近代中国老学展开较全面的研究，及注意到传统老学在
近代社会的新发展，又注意揭示近代老学由于融汇吸收西学而开始具有近代文化的性质。
该书不仅丰富了中国老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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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其统治的人才，结果却培养出了反对清王朝的一支中坚革命力量，他
们组织爱国团体，创办报刊杂志，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思想，宣传革命主张，进行反帝爱国活
动。
这说明“西用”客观上要求以“西体”与之相适应。
　　三、中国文化的危机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内容：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
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等。
在近代西方文化传人中国之前，中国文化一直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
”①然而，自16世纪起，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中国文化在自然科学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了。
　　首先，中国的教育制度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文化教育制度长期采用科举取士制度。
与西方近代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制度愈显得陈腐落后。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教育，因袭传统的方式，以科举为主干，辅之以学校。
与科举相应的各级各类学校，京师设有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另有宗学等贵族子弟学校及八旗子
弟学校。
地方儒学分府学、州学、县学。
此外，各地还有国家设立的大小书院，未入学的儿童一般在私馆（私塾或村塾）就读，富贵之家则可
聘请塾师在家教授子弟。
有些地方为贫苦子弟设有义学或社学。
然而，这些名目各异的学校只是科举制度的附庸，学制和教育内容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
而科举被时人认为是“天下最无补最无用”②之学。
八股文的禁锢使人们思想日趋褊狭、闭塞、僵化。
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人是“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③。
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
因而，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卫士，而较少有一技之长的实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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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老学研究》中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其一，近代老学更加注重儒、释、道三教文化的会通，从而使自己成为由多种传统文化因子会合而成
的更先进、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其二，在整个考据学相对衰落的情况下，近代老学对《老子》的考证
却有所加强；其三，近代老学将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放在了首位，更加注重老学的经世致用；其四，
近代老学开始融通西学而使自己具有近代文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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