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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玄学史话》通过政治背景、思想演进及社会风尚三个视角来展现魏晋玄学的历史形态，试图再现玄
学的语境与发展轨迹。
玄学已经成为历史，名士们也早已化为了尘土。
拂去历史的尘埃，再与名士们做一次亲密的接触，仔细玩味他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信仰的思考
，每每也能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为之震颤。

《玄学史话》由张齐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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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齐明，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著有《解读》(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0)，曾在《历史研究》、《文史》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玄学史话>>

书籍目录

引言
一  玄风初起
  1  何谓“玄学”
  2  “清议”与经学破产
  3  黄老兴起
  4  清谈之风
二  正始之音
  1  “浮华案”
  2  正始之音
  3  天才少年
  4  “贵无论”
  5  “典午之变”
三  竹林新风
  1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2  竹林七贤
  3  “非汤武而薄周孔”
  4  名教与自然
四  元康玄学
  1  清谈复苏
  2  放达不羁的士风
  3  崇有论
  4  郭象与《庄子注》
  5  所谓“清谈误国”
五  江左风流
  1  永嘉南渡
  2  玄风再起
  3  高僧与玄谈
六  玄学与魏晋风度
  1  容止之美
  2  饮酒与服药
  3  任诞
  4  玄风中的女性
结语
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玄学史话>>

章节摘录

　　何谓“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因此，人们常常称之为“魏晋玄学”
。
而在魏晋时期，更多称为“清谈”、“玄谈”、“谈玄”、“清言”等。
《晋书-陆云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名士陆云因迷路而夜宿荒郊，与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年夜谈《老子》
，“致辞深远”，天明后辞去，才知方圆数十里并无人家，只有王弼的墓。
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故事虽荒诞，但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相当丰富。
它说明，至少在西晋初年，人们就将王弼在曹魏正始时期清谈《老子》的学术活动称为“玄学”。
　　那么，为何要将王弼等名士们的学术思想称为“玄学”呢？
“玄学”之名，当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在注释《老子》第一章时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
”王弼用“玄之又玄”来解释老子的“道”，也就是“无”。
在王弼看来，“玄”为“物之极”，是一种宇宙本体的表现形式，因此，“玄”乃众物之根本。
在这个意义上，“玄”就是“无”。
“玄”既是对万物本体的描述，又是理解万物本体的途径，而“玄”又无法言说，故称“玄之又玄”
。
这是王弼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是学术思想的一大创新，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用“玄学”来称呼
这种全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之名，虽然源自“玄之又玄”，但玄学本身并不“玄”。
就理论特质而言，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余绪，实现了对经学的反动与超越，将学术思想带入了一个
新的时代。
玄学是儒道思想内在融合的产物。
当汉代经学的宇宙生成论难以支持儒家伦理价值体系时，人们开始以“本末体用”方法来解释儒道关
系，也就是用道家的人性自然来解释儒家伦理纲常合理性，以此缓解东汉中期以来名教破产后的信仰
危机。
从何晏、王弼到向秀、郭象的玄学发展史，就是不断完善“本末体用”方法，使儒道合二为一的理论
演进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是玄学的主要形态。
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则是玄学的思想激进派，属于玄学理论中的异
端，是魏晋禅代时特殊政治氛围的产物。
而到了西晋时期，乐广、裴颁、郭象等重新阐释了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较好地解决了名教与自
然之间的紧张，成功地调和了儒教与老庄之间的关系，这是正始玄学在西晋时期更为细密的回归。
　　玄学并非单纯来源于道家，而是儒、道思想的深层融合，但是道家起了主导作用。
从玄学的理论形态看，“自然”是“本体”，“名教”是“末用”；从玄学的社会形态看，放达不羁
的魏晋风度，正是“自然”主题在士人生活方式中的展现。
正因为如此，魏晋玄学又被称为“新道家”。
历史上，玄学也曾直接被称为“老庄之学”，如玄学的创立者何晏、王弼，史籍说他们“好老庄言”
、“好老氏”、“祖述老庄”。
作为道家学派的最后一个形态，玄学不仅在理论上更精致，思辨水平更高，在社会影响方面更是战国
秦汉时期的老庄哲学、黄老哲学所无法比拟的。
老庄哲学仅少数士人遵奉，黄老哲学虽然西汉初一度被尊为官方思想，但主要存在于部分当权者的政
治理念和治国行为中。
魏晋玄学则不然，它的社会影响与两汉时期的经学相似，已从学说转化为一种士人精神，渗透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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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方方面面。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玄学史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