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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回首20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
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
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
国哲学是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
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
”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
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
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
相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
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
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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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回首20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
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
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
国哲学是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
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
”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
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
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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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池田知久 译者：王启发 曹峰池田知久，1942年出生于朝鲜，196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
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道家思想史周易思想史及出土文献。
主要论著有《庄子》（上，下），《淮南子》，《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老庄思想》，《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老子》，《道家思想新研究——（庄子）中心》。
主编有《占创造力——现代中国周易论文集》，《郭店楚简儒教研究》，《郭店楚简思想史的研究》
第1～第6号，《郭店楚简研究》第1～第7号，《上博楚简研究》第1～第3号。
王启发1960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年
在同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0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长为礼学、儒家思想。
主要科研成果：《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合著），《礼学思想体系探源》，《马王堆汉墓
帛书五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40余万字。
曹峰1965年生，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
目前主要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先秦秦汉哲学思想，著有《上博楚简思想研究》及论文60篇，译有《池田
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史记战国史料研究》（合译）及译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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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写给中国读者的序言序文第一章 最初的道家思想家——老子、庄子、刘安第一节 包含许多矛盾
的《史记·老子列传》一、《史记·老子列传》的出现二、《老子列传》中的重要问题第二节 西汉初
期被营造出的老子形象一、老子是何人的不确定性二、老子形象的展开与“道家”的形成第三节 看作
为老子的祖述者的庄子一、《史记·庄子列传》二、《庄子列传》的“寓言”性三、“寓言”与史实
之间第四节 关于庄子的真实与虚构一、《庄子》中的庄子故事二、寻求庄子的真实第五节 作为庄予
前辈的惠子第六节 济济而众的道家思想家们一、《汉书·艺文志)中的“道家”书二、济济而众的道
家思想家们第二章 道家诸文本的编纂——《庄子》、《老子》、《淮南子》第一节 《庄子》的十余
万言本一、战国末期对庄子的言及二、西汉初期的(庄子)之书第二节 《庄子》五十二篇本、二十七篇
本、三十三篇本一、《庄子》五十二篇本——刘向、刘歆的图书整理二、《庄子》二十七篇本与三十
三篇本——晋代的文本编纂第三节 《庄子》内篇、外篇、杂篇一、刘向开始的内篇、外篇、杂篇的分
类二、韩愈、苏轼开始的对杂篇的疑问三、三种文本之间诸篇的移动第四节 战国末期编纂的《老子》
一、《苟子》、《吕氏春秋》中出现的《老子》二、《韩非子》中出现的《老子》三、《庄子》中出
现的《老子》第五节 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一、马王堆《老子》的甲本和乙本二、从《老子》甲
本到乙本的发展三、马王堆甲本、乙本以后的《老子》第六节 郭店楚简《老子》的新登场一、郭店楚
简甲本、乙本、丙本——最古老的《老子》二、郭店《老子》在战国末期成书第七节 武帝时期初年《
淮南子》的编纂一、《淮南子》编纂的目的和构成二、《淮南子》中对《老子》、《庄子》的引用第
三章 经由从“黄老”到“老庄”走向“道家”第一节 始于战国末期的“黄老”一、“黄老”思想的
系谱二、从狭义的“黄老”到广义的“黄老”第二节 “黄帝”与“老子”的结合一、道家性的黄帝形
象的存在二、《吕氏春秋》中出现的黄帝三、从道家性的老子到“黄老”性的老子第三节 淮南国的“
老庄”一、始于淮南国的“老庄”概念二、《淮南子》的“老庄”与《史记》的“老庄申韩”第四节 
批判“黄帝”的。
道家”一、对“黄帝”的怀疑和批判二、“黄帝”批判始于司马迁第五节 始于司马谈的“道家”一、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概念的出现二、“道家”概念的由来与作用第四章 道家的先驱者们第五章 “
万物齐同”的哲学第六章 “道”的形而上学第七章 “物化”、转生、轮回的思想第八章 “万物一体
”的思想第九章 天人关系论第十章 “养生”说和“游”的思想第十一章 三种类型的政治思想第十二
章 圣人的“无为”和万物的“自然”第十三章 对“无知”、“不言”的提倡和辩证法的逻辑第十四
章 对诸子百家的批判和对各种思想统一的构想第十五章 在日本的林希逸《庄子庸斋口义》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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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因此，郭店楚简《兹（缁）衣》和上博楚简《衣》，正是今本《礼记·缁衣》的蓝本，无疑，
后者是后来对前者加以整理，使文章结构复杂化、经学意义上烦琐化以后成书的文献。
可是，根据当今中国的一般说法，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被认为抄写于战国中期
即公元前300年以前，笔者无法赞同这一说法，而认为应是成书于公元前250年以后的战国末期至西汉
初期。
不管怎样，当时郭店楚简《兹（缁）衣》及上博楚简《耋才衣》各章，虽然频繁引用《诗》、《书》
，《易》却一条也未被引用。
其理由无疑是因为当时《易》尚未成为儒教经典，和儒家还没有任何的关系。
与此相反，今本《缁衣》“南人有言章”第一次有一章引用《易》，可以认为，是因为当时（马王堆
帛书《易传》六篇成书后，即比文帝时期后半段更晚的时代）《易》逐渐成为儒教经典，渐渐形成了
能够从基础上支持孔子之言的权威。
第四，《论语·子路》“南人有言章”，同今本《缁衣》“南人有言章”，郭店楚简《兹（缁）衣》
“宋人有言章”，上博楚简《衣》“宋人有言章”相比较，因为没有引用《诗》、《书》，乍看上去
最为单纯、古朴。
然而，要注意以下三点不同：一、“南人”和今本《缁衣》相同，更早的郭店楚简《兹（缁）衣》及
上博楚简《衣》却作“宋人”。
二、在引《易》问题上也是这样，与今本《缁衣》几乎相同，更早的郭店楚简《兹（缁）衣》及上博
楚简《衣》却未引用。
三、《论语·子路》在引《易》恒卦九三爻辞时未冠“易日”，而是使其融化于孔子之言中，今本《
缁衣》“南人有言章”则冠以“《诗》云”、“《兑命》日”、“《易》日”，好像是在夸耀经学上
的详细和权威，有一种生硬感。
基于以上三点，笔者推测《论语·子路》“南人有言章”，有可能形成于今本《缁衣》“南人有言章
”稍后的时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上下卷）>>

后记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还有池田先生本人多次亲自校正，终于可以将池田先生
的又一部中文版著作呈现给关注日本中国古典学研究成果的读者朋友们了。
作为译者的我们，首先要感谢池田先生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日文和学问两方面学习的机会，使我们从
中进一步体会到学术研究的艰辛和乐趣之所在。
其次是要感谢王中江教授将此书的中文本列入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哲学前沿丛书”第二辑中，使
之得以出版。
就工作程序来说，我们是在池田先生提供的全新的日文稿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王启发承担的部分是
写给中国读者的序文、序言、第一、二、三、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曹峰承担的
部分是第四、五、六、十、十一章。
由王启发进行了最后的统稿工作。
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池田先生书中所表述的意思，中文翻译稿全部经过池田先生亲自校正
过，然而译文仍难免会有令读者感觉到文笔生涩或不够顺畅之处，这种情况则是要由我们译者来担负
责任的，还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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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上、下)》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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