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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九章，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道的涵义、道与哲学、道与社会、先秦老庄之道、老子之
道、《管子》四篇之道、庄子之道、韩非，《解老》之道、汉代黄老之道、《淮南子》之道、《老子
指归》之道、河上公之道、魏晋玄学之道、王弼之道、郭象之道、葛洪道教之道、北宋五子之道、周
敦颐之道、邵雍之道、张载之道、程颢之道、程颐之道、南宋朱陆之道、朱熹之道、陆九渊之道、浙
东功利派之道、陈亮之道、叶适之道、明代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之道、罗钦顺之道、王廷相之道
、王夫之之道、思潮研究、范畴研究、比较研究、地方文化思想研究等等，本书是适应时代要求编辑
出版的一本学术研究专著，本书重在思想与研究，学术价值是它的生命。
总之，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在深层
次，高水平上的展开，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发现。
并且通过编写实践，促进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壮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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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有，生于194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文教编辑部
文艺编辑部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尤着力于道家思想研究，曾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过多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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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非在《解老》中认为，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是通过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定性表现出来的
，不脱离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在具体的事物及其规定性之外，不存在单独的道，他说，万物各异
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
其意是说，万物的规定性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规定性无遗漏地包含了道，道存在于具体事物及事物
的规定性之中。
　　韩非对道的理解在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在处理普迈性及特殊性的关系时，他吸取了老子的合理
见解，把普遍的东西道与具体的东西物区别开来，认为作为普遍法则的道不是某个具体的东西，它没
有固定的形态和范围，不制不形，没有稳定的操行，无常操，随着时间和事物的不同，发生相应的变
化，顺应天地万物的具体特征，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属性及事物之间的不同关系，凡道之情，不制不
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
但是韩非没有象老子那样，把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割裂开来，更没有象《庄子》那样，把普遍的
东西与个别的东西，把统一性与差异性对立起来，老予把道看作是普遍的一般存在物，认为这一普遍
的东西独立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并生化出天地万物：《庄子》把道视之为自本自根的绝对同一，视
之为千差万别的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认为只有排除掉具体的天地万物的属性差别，才能达到和认识
这万物同一的本性。
这种把普遍东西与个别东西割裂和对立的观点，使老、庄把道抽象化、绝对化。
神秘化了，把道视为凌驾于具体的天地万物之上的不可捉摸的东西，韩非似乎已经觉察出了老底的要
害所在，他特别强调具体事物及其具体属性，并且提出了一个理的范畴，说明万物皆有小大方圆等具
体的和特殊的属性，并进而认为，对天地万物具有决定作用的道，并不脱离具体事物，不是具体事物
之外的独立一物，它处于具体事物之中，通过具体事物的具体属性及具体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出
来，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这为正确理解普遍性及特殊性的关系提供了楷模。
　　葛洪以玄解道，以道为神，把遭。
概念引入宗教迷信，从而使其成为官方道教宗教信仰的观念。
魏晋之后，还有不少人注释《老子》，对老子道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就其自然观方面的意义来说，
没有太多新意，影响不大，相比之下，道教以道为神的思想影响广泛而长久，成为老子道概念发展过
程中的主流。
　　老子开创了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辨哲学，用以否定先秦的传统神学，葛洪却反其道而行之，
又把“道”的范畴引入神学领域，以道为神，使道概念的演变完成了一个从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的过
程。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化，除了有社会原因及葛洪自身的境遇原因外，道概念自身的不科学性、道概念
自身的内在矛盾，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根本上，世界上本不存在一个作为天地万物起源的自身混而为一的统一物，也不存在一个作为天
地万物基质的同一无二的统一物，多样的物质世界是存在着统一性的，但此统一性就存在于多样性中
，存声于天地万物之中，这便是世界的物质性，这便是天地万物的客观实在性。
它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天地万物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
在理解世界统一性的时候，老子把它归之于道，并认为这个混同为一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源头，由道生
化出了天地方物，把道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来看待。
既然道自身是混而为一的，是独立存在的，就很难设想它是如何产生天地万物的，就很难设想它产生
天地万物的动因是如何形成的，老子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同时，在道身上
仍然保留了一种神秘性，这便是玄，认为这种神秘性是各种奇妙现象的原由，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一章)，在老于看来，既然一切奇妙现象都可以用神秘之意的。
玄来解释，所以道产生天地万物的动因便无须深究了。
老子之道的神秘性为后人所发挥。
产生于战国，形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有"道生智，玄生神(《天元纪大论》)的说法，认为智慧和神
明都由道、玄所生，开始将产生天地万物的"道"直呼为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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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哲学家扬雄则径直把玄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著《太玄》，说：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
资陶虚无而生乎规，搁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搞背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玄
掳》)。
认为阴阳之气、天地万类皆是由玄摛措，资陶而成，并且仿照《周易》，用一、一、一主种符号四重
相叠的排列组合，表示玄的奇妙变化，推衍天地万物人类的数度，使玄更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晋代的葛拱在上述思想源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玄神学化，以玄道为逢凶化吉、遇难呈样的源因，以
玄道解释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等等
自然界的奇妙变化，并且反过来又力图借助这种自然变化炼丹制药，以补充人体的幻化功能，认为服
丹能吸收天地变化的精华，可以与玄道相合。
从而把道的玄妙性与人的修仙结合在了一起，用道概念的神秘性窒息了其思辨性。
　　在对道的见解中，王廷相反复论证了道、气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道与气本来不是两物；所以不能分离，不存在独立于气外的道，气是道的实体，道是气的属性
，道存于气中。
　　王廷相认为，之所以说道不离气，首先在于气是宇审最原始的基本实体，在元气之前没有任何他
物存在，天地万物造化之后，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气而成，道作为元气造化人物的道理，不可能存在
于元气之前，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气外。
在《雅述．上篇》中王廷相说：“天地之先，元气而已矣。
元气之上无物，故元气为道之本。
”在《慎官·道体篇》中又说：“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
是故虚受乎气，非能生气也，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
”又说，“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
有形，生气也，无形；元气也。
元气无息，故道亦无息。
是故，无形者道之氐也，有形者，道之显也。
”其意是说，在天地生成之前，只存在元气而不存在他物，在天地生成之后，天地内外皆是气。
元气是无形之气，天地万物是元气构成的有形之物，无形与有形皆是气，所以道只能寓于气中。
无形的元气是道的本体，有形万物是道的显现，虚空韵空间只能供元气存在而不能生气，道理只能处
于气中，不能为气之始。
　　王廷相还以反诂的方法，说明道理不能离气而独存，更不能产生元气和阴阳。
在《太极辩》中他说：“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
造化自有入无，自无为有，此气常在，未尝澌灭所谓太极，不于天地未判之气主之而谁主之耶?故未判
则理存于太虚，既判则理载于天地，程子所谓‘冲漠无朕，万象。
森然已具，正此谓耳。
若谓只有此理便会能动静，生阴阳，尤其不适之论。
理，虚而无著者也，动静者，气本之感也，阴阳者，气之名义也。
理无机发，何以能动静?理虚无象，阴如何由从理中出?此理皆窒碍不通，率易无当，可谓过矣。
”其意是说，如说理能独存于气外，自身能动静，可以生阴阳，这便说不通。
理是虚空而无可依着，动静是气的感应，阴阳是气的名称，理没有运动的机制，怎能动静?理无形象，
从何处生阴阳?因此这种论说窒碍不通。
实际上万理都出于气，不存在离气而悬空独立之理。
天地未分之前，气以混钝清虚的状态存在？
因其无形；可以称为无，天地分化之后，气以有形状态存在，称为有。
所以，宇宙的变化由无而为有，皆由气主乎其间，没有一刻不存在气，理在天堆未分之前存在于太虚
之气中，既分之后，存在于天地之气中，没有离气之道、离气之理。
　　由如上论说，王廷相认为，道、理只是气的属性，而气是道、理的本体。
在《慎言·道体》中王廷相说：“气，物之原也，理，气之具也；器，气之成也。
《易》曰：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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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谓之形，以气盲之矣，故日神与性乃气所固有者，此也。
”其意是说，气是万物的本原，理是气的属性，器是气所聚成。
《周易》说的形面上者为道，形面下者为器，所谓形上、形下都是就气而官的，无气就无所谓形上、
形下。
形上形下皆是气，所以说体现道的“神”，“性”等等都是气所固有。
又说：“气者，造化之本。
有浑浑者，有生生者，皆道之体也。
”《雅述·上篇》说：“元气即道体，有虚即有气，有气即有道。
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
气即道，道即气，不得以离合论者。
”《慎盲·五行篇》，锐：“元气者，天地万物之宗统。
有元气则有生，有生则道显。
故气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气之具也。
”这些论说都是把道视为气的从属，并且认为有气则有道，道与气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王夫之从“道”字钓原意出发理解其哲学意义，认为道本指行走之路。
在《读四书大全说·孟子》中说：“道，路也。
大地不尽皆路，其可行者则淑路”。
在区别道与理的含义时又说：。
道则不然，现成之路，唯人率循而已。
”所谓“现成之路”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已经形成，必然遵循，二是指可以遵行，是行走之“路”。
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引申出哲学意义，把道视为事物的轨道、法则，他称之为“当然之则”。
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王夫之解释张载的“由气化，有道之名”句时说：“气化者，气之化也
。
阴阳具于太虚捆缢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
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则物有物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遭，而知之必明，处之必当，
皆循此以为当然之则，于此言之则请之道。
”在《读四书大全·孟子》中又说：“就气化流行于天壤，各存其当然者，自道。
”这是说，道指万物、鬼神各自应当遵行的运变法则，即“当然之则”。
气中含有阴阳两种力量，二者相互作用，根据所处的地位和时机发生不时效用，使得万物，鬼神的运
变有条不紊，这便是遭。
然而它不是整个气化运变的条理性，而是万物、鬼神各自遵行的法则，所以说“物有物之道，鬼神有
鬼神之道”，“各有其当然者，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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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前言　　华民族的成长，也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开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研究，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课题。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即是适应时代要求编辑出版的一套学术研究系列专著，这套丛书重在思想
与研究，学术价值，是它的生命。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在深
层次、高水平上的展开，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发现。
并且通过编写真践，促进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壮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队伍。
　　从先秦到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凡属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
、各种专题的学术研究著作，只要史料翔实，具有独到的观点与深刻、新颖的见解，　　均可辑入。
　　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尊重和承认既有的研究成果，从现实出发去建立整套丛书的一
定的系统，下列十个方面的著作将得到优先考虑：一、儒家思想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的研究
；二，学派研究；三、思潮研究；四、范畴研究；五、断代哲学、思想史研究；六、比较研究；七、
地方文化思想史研究；八、典籍研究；九、问题研究；十、方法论研究。
同一选题可以有数种不同路数的著作并行。
　　这套丛书计划出版一百种白每种都是一部独立的学术专著。
每部著作十几至二十几万宇(必要时也可达三五十万字)。
从1987年开始，预计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完成。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实行主编负责制。
由学者、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对这套丛书的学术质量负责。
编辑工作，实行委托编辑制，并由责任编委负责审稿，主编终审。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编　辑　委　员　会　　198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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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的涵义、道与哲学、道与社会、先秦老庄之道、老子之道、《管子》四篇之道、庄子之道、韩
非，《解老》之道、汉代黄老之道、《淮南子》之道、《老子指归》之道、河上公之道、魏晋玄学之
道、王弼之道、郭象之道、葛洪道教之道、北宋五子之道、周敦颐之道、邵雍之道、张载之道、程颢
之道、程颐之道、南宋朱陆之道、朱熹之道、陆九渊之道、浙东功利派之道、陈亮之道、叶适之道、
明代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之道、罗钦顺之道、王廷相之道、王夫之之道、思潮研究、范畴研究、
比较研究、地方文化思想研究等等，本书是适应时代要求编辑出版的一本学术研究专著，本书重在思
想与研究，学术价值是它的生命。
总之，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在深层
次，高水平上的展开，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发现。
并且通过编写实践，促进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壮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队伍。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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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