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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道关系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研究课题，它涉及到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过程，涉及到
中国文化今后的走向，意义重大。
二十世纪以后，已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最近，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又为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新视野、新观点。
《出土文献与儒道关系》收集了30多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通过“孔老孟庄之辨”、“儒道互补与影响
”、“出土文献新视野”三个板块加以呈现，希望读者借此对以往儒道关系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框架有
总体的把握，并由此开出新的研究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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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峰（1965-），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
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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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出土文献与先秦
思想研究》及论文八十余篇。
译有《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史记战国史料研究》（合译）、《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的国家与
社会》（合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合译）及译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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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孔老孟庄之辨老学先于孔学——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 陈鼓应孔老同异 刘笑敢孔老之辨 
黄克剑论庄子所了解之孔子 王叔岷《老子》与《孟子》中的基本喻象 ［美］艾兰比论孟庄两家论人
生修养 钱穆道家与孟子 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道家与《大学》、《中庸》 孙以楷、陆建华、刘慕
方道家与荀子 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儒道两家间存在争议的几种古籍之剖析——《管子》四篇、《
中庸》(包括《大学》、《表记》)、《道德经》、《易·系辞传》四种对读记 赵俪生二、儒道互补与
影响儒道两家关系论 ［日］津田左右吉先秦两汉时期道儒关系考 张松辉道家与汉代儒学 崔大华玄学
的学术思想倾向：以道融儒及道家的本质 高晨阳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
墨、法多元互补 陈鼓应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 李存山《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
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 吕绍纲“终极”关怀与儒道两走向 冯天瑜论乐：对儒道两家幸福观
的反思 陈少明“互文”与“互动”：儒道关系新论 杨海文儒道同异 刘笑敢论儒道互补 吴重庆论儒道
互补 牟钟鉴［韩］林秀茂老子思想与儒道互补 白奚三、出土文献新视野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 
李存山郭店儒简与战国黄老思想 白奚郭店楚简所见儒道关系 王博论简本《老子》与儒家思想的互补
互济 张立文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 裘锡圭《老子》对于儒学的批判──以郭店《
老子》第十八章的“仁义”批判为中心 ［日］池田知久楚简《太一生水》之宇宙生成论——兼论《性
自命出》之尚情说 陈鼓应《成之闻之》凸显了道家色彩 金春峰《忠信之道》融合儒、道、法而为一 
金春峰附录20世纪儒道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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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老学先于孔学——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陈鼓应一、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老聃）
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子次之；老子自撰的《老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
著作，其成书早于《论语》。
”学术下于私“在老子时期已蔚然成风，”私人著述之事“，老子早于孔子。
“古史辨”派的一位学者指出：“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要解决的。
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
”①这话说得很对。
然而在先秦学术发展的顺序上，从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颠倒错乱，时至今日仍被继续接受下来
。
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而略长于孔子。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但近现代学人梁启超、冯友兰先生等将老子移置于孔子之后，并推后《老子》成书年代。
当今学者则根据某种关于“理论发展逻辑”的先入成见，把原本是多元并起的思想格局视为单线纵向
的继承关系，从而与梁、冯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形成在学术发展史方向的积非成是，使现今几乎所
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将孔子移于老于之前②。
有鉴于此，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一） 老子其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
但老子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根据专家考证，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年长20岁上下，至于卒年，《史记》中关于老
子长寿的记载为各家所接受，但在具体年代上各家尚无定说。
有关老子的姓氏，《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
”这一记载是汉代人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根据。
根据考定，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李”但有“老”姓，因而老聃当是老氏；“老”“李”一声之转，
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③。
至于“耳”、“聃”，其义相近，“古或一字”④。
总之，在先秦典籍中“老聃”与“老子”同指一人，从无疑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竟把老聃与李耳一分为二，把老聃说成是传说中的“古之博大
真人”，另外塑造一个李耳是战国时代的“老学之首领”。
这种说法在史书和先秦典籍中是毫无根据的。
在老子其人的问题上，梁启超却认为，在《史记》中老子“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 第一个是孔
子向其问礼的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
” ⑤梁启超之所以有此说，是由于他没有深究司马迁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⑥。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有闻必录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并且在写本传时经常有
附传的体例。
以此观之，《史记o老子传》对于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的区分就不是迷离惝恍、而是非常清楚的。
司马迁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的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
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
”这里的“亦”字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
说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这就更明确地把老子与老莱子区分开来。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o仲尼列传》中也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
”由此可见。
梁启超把老子与老莱子合二为一，是由于一时粗心所致。
至于太史儋其人，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太史儋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
而老子略长于孔子，则他与孔子死后129年的太史儋是不同时期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又据《史记》中的《周本纪》和《秦本纪》说，太史儋曾向秦献公献言：“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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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从献言的内容来看，作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属于“方士之流”“术数之士”，与作为“隐君子”的
老子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⑦，在《史记》中，对于有关太史儋即老子的传言，以及否定这种传言的说
法，司马迁采取了异说并存的态度，而“老子，隐君子也”乃是司马迁的认定。
可见，老子与太史儋实为二人，在《史记》中是明白无误的。
梁启超据《史记》把他们说成为一个人，其实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
(二)孔子问礼于老子《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子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
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
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子》
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
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条。
这十六条中有八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八条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
》、《书》、《义》、《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
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
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⑧。
这里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当属所谓“重言十七”吧！
并且，细查《庄子》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冉求；孔
子与叶公子高；孔子与楚狂接与；惠子与庄子；公孙龙子与魏牟；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
，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有七十九次之多，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
两次⑨。
这就是说，《庄子》书中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吕氏春秋》一书，乃是汇合儒家、道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
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贵公篇》说老聃“至公”；(2）《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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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土文献与儒道关系》是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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