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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庄学研究是熊铁基先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致力耕耘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自我在先生指
导下完成《宋元老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以后，很幸运地成为该领域的一名研究者。
弹指之间，博士毕业将近十年，其间虽然也研究过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乃至于台湾当代的
佛教，但我的研究重心始终放在老庄学上。
现在有机会将过去撰写的部分老庄学研究论文结集出版，一方面可算是十年来向导师提交的一份不成
熟的答卷，内心甚感惶恐；另一方面则带着几分期待，那就是想认真总结过去，以便更好地走好今后
的学术之路。
　　老庄学涉及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学等各大学科门类，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有关老庄学的专门研究却长期被忽视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如王明先生提出的“老学三变”，较早注意到了老学
发展与时代的关系；蒙文通先生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示从老庄学的角度研究道教哲学的发展演
变，并提出了从唐代老庄学出发研究道教重玄学的观点，但前辈学者的这些卓见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些道家文化的研讨会上，朱伯崐、汤一介、钟肇鹏、熊铁基等先生一致呼
吁要加强老庄学的研究。
1995年，熊先生与马良怀、刘韶军两位教授合著的《中国老学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很快引
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此后，熊先生又主持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中国庄学史》两书，还指导他的博士生进行老
学的断代研究，这样，有关老庄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规模。
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老庄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步的，如果说这些年来在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收
获的话，那主要是得益于业师熊铁基先生长期的精心指导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良好的学术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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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庄学文献及其思想研究》讲述了：老庄学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
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密切相关。
老庄学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两学的发展交融共进，与儒、
道、释三家关系错综复杂。
《老庄学文献及其思想研究》所论，主要选取历代有代表性的老庄学文献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试图揭
示历代学者在诠释老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创新和时代精神，由此凸显老庄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
持久的学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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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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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逍遥乎尘垢之外”　　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描写至人的修养境界说：“茫然彷徨于尘
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至人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也是道教修炼者所向往的，因此，陈景元认为，修道的重要一步就
是去掉世俗的牵连，摆脱外界的限制，力求恢复自然的本性。
他注《天地》篇云：“木生青全，削器则性毁；人本自适，行义则真残。
故视听食息，存之亦可，亡之亦可，唯趣舍不系乎心者，逍遥乎尘垢之外，岂纆缴囊槛所可絷哉。
”削木成器，木的本性就被毁坏了，人也应该任其自然，不要让纷繁的外部世界损害了真朴的本性。
所以，只有方内之士才涉于世情，无所逃避，而得道的方外之士是没有物累的。
《德充符》之注日：“彼游方之外者，倏然县解，入于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绝其所问也。
炎凉事变，晨夕不停，虽巧历规度，莫定乎前，谁复计其终乎。
灵府既虚，自然和理，闲豫通达，不滞常有，兑悦之怀，虚妙之心，未尝间断也。
春气妙养，同圣贤育物之心，水停之盛，为大匠之所取法。
德在内则成身，施于外则和物，成和之理，非修莫就也。
”在《德充符》中，庄子借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说明有些人例如哀骀它，虽然外表残疾，无权势利
禄，但内德充实，自然流露出一股吸引人的生命力量，因而是“才全”之人，这是那些外表健全而内
心缺损者所无法比拟的。
陈景元之注则指出，庄子所谓的德，并非普通的道德或德行，而是就心灵境界或精神状态而言，所以
“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绝其所问”，即是指他们忘却了宠辱贵贱、好恶是非，达到了物我俱化的
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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