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黃老思想從正統道學胚胎中脫穎而出，一舉成為戰國中後期「壓倒百家」的顯學，並在漢

初的社會政治舞臺上一枝獨秀、大放異彩。這一歷史性跨越是機緣巧合，還是另有玄機？

黃老思想脫胎換骨，把正統道學從遁世主義轉變為經世致用，從消極無為轉變成積極有為。

這是治世學說從理想王國到現實王國的實質性突破，是政治理論向政治文化的有效飛躍，是中

國傳統思想文化傳承與轉型的成功範例。那麼，其整合、演進、轉化的來龍去脈是否有跡可尋，

有規可依？

黃老思想兼採百家之長，「無為而無不為」的治世哲學；既注重客觀規律又強調充分發揮人

的主觀能動性的方法論；既承認事物間的彼此對立，又注重對立面相互轉化的辨證思維以及謙

卑誠信、節儉省欲、慈惠愛人的倫理道德取向等；無不閃爍著理性的光輝。

如何借助傳統文化瑰寶中的精神財富來克服或化解當前普遍存在著的道德滑坡、人情淡漠、

急功近利、見利忘義、誠信缺失、信任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當務之急。

筆者不揣淺陋，自不量力，對上述問題盡其所能的作了直接或間接的回答，以期對弘揚傳

統文化、啟迪民族心智、振奮民族精神略盡綿薄之力。不當之處，懇祈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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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道家學說、黃老思想向來都是學者極為重視

的課題。近幾十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百花爭豔，五彩紛呈。什麽新

道家、老學、莊學等等，令人目不暇接，而相關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篇篇發表、

一部部出版。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博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道家學說的歷史

性跨越——從正統道家到黃老思想》，又以其新的特點使這方面研究的內容得

以豐富。 
在我看來，陳博士的學位論文有如下的三個特點── 
首先，該文運用文獻學的方法，辨析了老子、老萊子、太史儋以及竹簡

本、帛書本與通行本《老子》的關係。指出竹簡本是《老子》的一種原始傳

本，而帛書本、通行本是在竹簡本基礎上融會不同內容的增訂傳本。以此為

準，又論證了老子的「道論」並非憑空論「道」，而是服務於其「視素保樸、

少私寡欲」的理想社會道德標準；進而得出老子思想的本旨是要「絕智棄辯」、

「絕巧棄利」、「絕偽棄詐」，以恢復和建立「民利百倍」、「盜賊亡有」、「民復

孝慈」的和諧社會。這樣遂使老子的「道論」不再陷入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的境地。 
其次，論文採用歷史學方法，論證了「道」的緣起與人類的生活、生産

等社會實踐密切相關，而並非純粹形而上的邏輯思辨。「道」向哲學範疇的演

進，一方面得益於人類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另一方面則源自對神學政治的省

悟與批判。 
第三，論文使用思想史方法，從政治文化的視角探討了正統道學向黃老

思想演進、整合、轉型的來龍去脈，分析了黃老之學産生的緣由、背景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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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揭示了模糊不清的道家傳承脈絡與演進軌迹。指出黃老思想把正統道學

從遁世主義轉變為經世致用，從消極無為轉變成積極有為，是治世學說從理

想王國到現實王國的實質性突破，是政治理論向政治文化的有效飛躍，是中

國傳統思想文化傳承與轉型的成功範例。同時還論證了漢初的「無為而治」，

是正統「禮治」不合時宜、三晉「法治」偏頗過激、黃老思想溫和實用三者

被選擇的必然結果。又總結了黃老思想的社會政治實踐及其得失，並對其內

在價值作了進一步的發掘。 
應該說，以上的三特點也可視為陳文的三項創新之處。唯其如此，這篇

論文在答辯時得到評委的一致好評而選定為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特別是著名

思想史專家張豈之先生對其十分看重、評價甚高。 
陳博博士原是學文獻學的，後師從我攻讀秦漢思想文化史博士學位。因

為有這樣的學習經歷，所以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才會顯現出如上所述的把文獻

學、歷史學及思想史方法三結合的特點。如此的一種研究模式，或可為後學

者提供某種參考與借鑒。 
值此陳博博士的學位論文即將由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際，

應作者之約，寫了上面的一些話，是為序。 

 
2012/9/14 草於西北大學桃園區鏘音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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