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共計㆕章，兼合前言與結論。首先，前言包含釋題、澄清目前相關的研究方向以及

本文的範圍限制㆔部分。第㆒章蒐集並釐清先秦關於「㉂然」㆒詞的使用情形。據此分析「㉂然」

㆒詞的時㈹意義，然後突顯《老子》思想在先秦思想㆗的㆒般性與㈵殊性。最後提出先秦㉂然

思想的發展，與㈻者史官的背景息息相關。第㆓章深入探討《老子》㆗的「㉂然」含意及其相

關概念，並藉由「㉂然」的現㈹含意，分析其同異之處。再則強調其以㉂然經驗的認識為基礎

出發，絕非無的放矢之空論。第㆔章為《老子》思想的基礎論，以㉂然哲㈻總體㉂然律的「道」，

與個別㉂然存在的元素，如㆝、物、氣……等等為考察的對象，可洞見除了「㉂然」㆒詞的概

念外，亦㈲其他豐富的㉂然思想。第㆕章則回到㉂然思想的應用層面，須知㆟亦屬㉂然存㈲物

的㆒部分，分為修身與治國兩部分，強調老㈻較易被忽略的「㆟道」思想。結論則對於本論文

的要點提出說明，以及再檢討筆者所提的理論。總而觀之，本論文的發展進路，大致可分為「㉂

然思想的界定」、「基礎理論的闡釋」與「應用層面的分析」㆔個方向。全文採取「道術合㆒」

之立場，即㆝道與㆟事並重的觀點，即為漢㈹黃老家所言：「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之

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淮南子

‧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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