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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其思想深邃玄妙，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文化的问题，以师事之。
两千多年来，老子昭示世人守柔不争、自然无为，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孔子自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继承古代文化自居，后人较容易梳理儒家的思想渊源。
而老庄代表的道家却视文明如藩篱，特别是庄子称历史传统为陈迹，致使道家的思想渊源难以追寻。
老子尤甚，其著文仅五千言，传记也只存于《史记》中短短几行；不仅如此，《老子》之版本也极为
复杂，除了传世王弼本，还有河上公本、傅奕本、敦煌本，近些年又出土了帛书本、楚简本等等，这
无疑都为探寻老子的思想渊源增添了重重迷雾。
当然，这也为学术研究增添了诸多乐趣。
    刘鹤丹博士不畏艰难，选择《(老子>思想溯源》作为研究题目，撰成论文。
近日她的博士论文入选《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即将正式出版，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也十
分感谢丛书编委会同仁的厚爱。
    《老子》一书，是有着巨大影响的经典著作。
如何阐释《老子》的思想及其背景，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
《老子》继承殷周传统思想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具体来讲，哪些思想来源于何处，则需要
细致加以探讨。
虽然学术界对此作了不少研究，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考察，也有学者分析了古代经典《易经》、《书
经》、《诗经》等对老子思想的影响，但为更好地解决这一学术史上的难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必要。
刘鹤丹博士的《思想溯源》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细致地探讨了《老子》思想与《诗》、《
书》、《易》等典籍的关系，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独到见解，将这一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探讨《老子》道论的渊源时，本书提出，西周以来存在着两种并行的天道观，即主宰意义
的天道观和自然意义的天道观，这两种天道观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状态。
而春秋晚期《老子》的道论将自殷周以来形成的天命观加以改造，以“道，，取代“天”至上神之位
，从而成为宇宙的绝对存在，即“道”取代了天，道成为一切的主宰、本原和根本规律。
作为存在本体与本源的“道”成了安顿现实人生的绝对根基。
这真正具有哲学内涵的形而上之“道”是《老子》的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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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道、德、辩证思维、意象思维和修道等方面追溯《老子》思想之源，考察其与传统观念、时代
思潮的关联，探究其体系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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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老子》溯源问题的提出二《老子》成书的时代背景三《老子》成书的文化背景1.春秋时期
对《诗》、《书》、《易》的理性解读2.《老子》与《诗》3.《老子》与《书》4.《老子》与《易》5.
《老子》与春秋时期的其他典籍四《老子》的版本问题第一章《老子》道论溯源一西周的天命观1.天
生条民2.天命3.天赐洪范九畴二春秋时期的天道观1.主宰意义的天道2.自然意义的天道3.天道来自天命4.
天道：一个称谓两种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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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子》之文五千余言，意蕴深奥玄远，非文辞所能涵盖也。
梁代萧统评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
”①观诸《老子》之文，“以立意为宗”确为至评。
然《老子》所立之意为何?《老子》所有立意均围绕“道”而展开。
在《老子》思想体系里，“道”贯通天地人，是宇宙万物之本原，是其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最高范
畴。
张岱年指出：“最高范畴指思想家建立其哲学体系时所设定的表示世界本原或最高实体的范畴。
孔盂以天为最大最高的实体，尚未脱离原始的天命论，老庄以道为天地的本原，开始创立本体论学说(
近人或谓中国本体论学说始于王弼，实属大误，我另有辨析，兹不赘)。
”②传统的说法，老子年长于孔子，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因而后来也被称作“道德经”的《老子》
理所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
《老子》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还有待研究，但《老子》是哲学著作无可怀疑，理由是“
道”在《老子》的体系中自始至终都是作为宇宙的本原，即“道”既是宇宙的本体亦是宇宙的本源。
    《老子》所立之“道”价值如何?其“道”是纯粹独创还是渊源有自?对此疑问，我们希冀通过探寻
其思想之源而有所解答。
    考察《老子》思想起源，不免涉及诸子思想起源。
古人对诸子思想起源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子出于王官，如：“儒家者流
，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此论应该与文献记载老子曾做过东周的守藏史有关。
    二、《淮南子·要略》认为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激发了诸子思想④，即起于救时之弊，老子是其中之
一。
持此观点在现代有胡适②等。
     三、《庄子·天下》认为诸子同源异流：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
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道术将为天下裂。
    现代的一些学者对上面三种观点有综合的趋势，对诸子出于王官论和诸子救时弊论多是批判地继承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代表性的如吕思勉和牟宗三。
吕思勉认为：    先秦诸子之学，当以前此之宗教及哲学思想为其因，东周以后社会情势为其缘①。
    诸家之学，《汉志》谓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盖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
。
近人胡适之，著《诸子不出王官论》，力诋《汉志》之诬。
殊不知先秦诸子之学，极为精深，果其起自东周，数百年间，何能发达至此?且诸子书之思想文义，皆
显分古近，决非一时间物，夫固开卷可见也。
章太炎谓“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弗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
《苟子》云：“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
”此即所谓守要。
究宣其义者，遭直世变，本其所学，以求其病原，拟立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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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既较前人为恢廓，心思自较前人为发皇。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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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古人谓盖棺定论，惜乎，此言非适于老子，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后辈追思其人其道，千百年来不绝于缕，虽煞费苦心，然老子于世人依旧如其道一样“惟恍惟惚”，
就连其书亦版本纷纭，世莫知其所初。
吾景仰老子时日已久，期悟老子思想之真髓，然因天资愚钝，于老子之哲思总未透彻畅晓，故而在导
师建议下，始探究老子思想之源以求对老子其人其书有更深入之理解。
吾才疏学浅，然本着对老子之思的崇敬与热爱之心，尝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探寻老子思想之源
，遂有此文。
在此探寻过程中，吾虽对老子的思想比往昔有更深入之理解，然深知其中必定有诸多纰漏之处，吾切
盼师长及同辈学人指正，使吾改进。
    《老子》五千言，精妙绝伦，领会真难啊!《庄子》曰：“老子古之博大真人哉!”吾在考察其源之后
仍发现《老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
此本为颜渊赞孔子之语，吾觉得借之赞《老子》亦十分恰当。
故对《老子》思想溯源之后，吾再次处于一个研读《老子》的新起点。
    论文即将交付之际，吾心惴惴!虽积三年之心血而有此拙文，然吾深感吾之努力还很不够，有负导师
郑万耕先生的谆谆教诲，有负父母望女成才的殷切希望，心下愧疚不已。
    毕业在即，而吾心戚然。
每每思及此后不再有导师郑先生在学问上谨严而宽厚的指正，不再有教研室里周桂钿先生、李景林先
生、张奇伟先生、李祥俊先生的真诚教导，我的眼里总有一片湿润。
    此外，章伟文、张连伟、胡永中等诸位师兄师姐对我真切关照，诸位同窗对我热心帮助，以及诸位
师弟师妹对我友好相待，这些都让我的内心充满感激。
    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一年又一年。
每当春分时节，赏望校园里典雅绽放的玉兰花，总要告诉自己，明年拍下这些美丽的风景；然而明年
复明年。
而今离开的时日愈来愈近，我却又如此想到：这些美丽的花朵永远地留在记忆里比变成某些具体可感
的形式更永恒，因为美丽的玉兰留给我的印象，就如师大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曾给过我帮助的人
们在我的心灵里铭刻下的美好印象。
    美好的，无须多言；深刻的，亦无须多言；我愿存着余香慢慢体味。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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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子》一书，是有着巨大影响的经典著作。
如何阐释《老子》的思想及其背景，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
《老子》继承殷周传统思想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具体来讲，哪些思想来源于何处，则需要
细致加以探讨。
虽然学术界对此作了不少研究，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考察，也有学者分析了古代经典《易经》、《书
经》、《诗经》等对老子思想的影响，但为更好地解决这一学术史上的难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必要。
刘鹤丹博士的《老子思想溯源》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细致地探讨了《老子》思想与《诗》
、《书》、《易》等典籍的关系，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独到见解，将这一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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