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八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研究輯刊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從簡帛《老子》看《老子》思想

第3冊

與《莊子》外雜篇之關係

林 煒 倫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簡帛《老子》看《老子》思想與《莊子》外雜篇之關係

／林煒倫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23 ﹝民 112 ﹞

目 2+17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八編；第 3 冊）

ISBN 978-626-344-391-4（精裝）

1.CST：老子  2.CST：莊子  3.CST：道家  4.CST：老莊哲學

030.8                           11201041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八編  第 三 冊                       ISBN：978-626-344-391-4

從簡帛《老子》看《老子》思想

與《莊子》外雜篇之關係

作    者  林煒倫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輯主任  許郁翎

編    輯  張雅淋、潘玟靜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ervice@huamulans.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23 年 9 月 

定    價  三八編 16 冊（精裝）  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從簡帛《老子》看《老子》思想

林煒倫 著

與《莊子》外雜篇之關係



提    要

近世思想史之研究，由於出土文獻的發現，有了新的發展。1993 年郭店楚簡《老子》的出

土，即為二十世紀末重大的學術發現，亦是截至今日所發現最早的《老子》傳本。「老子」一詞，

實含老子其人、其學以及其書三個意涵，而郭店《老子》的發現，對於老子其人的時代，其學

於戰國的發展狀況，其書如何流傳、改變而成現今所見的傳世本《老子》，提供了新的研究材

料。老子之學於戰國之時，各自有著不同的支派，如莊子之學以及黃老之學，這些流派分別發

展與結合後產生的文獻，大量出現在傳世本《莊子》外、雜篇中，使《莊子》外、雜篇儼然成

為戰國道家思想之集大成者。本文藉由《老子》形成期與成型期的文本對勘，以及《莊子》外、

雜篇中所見的戰國時期道家思想，研究《老子》成書過程中思想的演變。

本文擬在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上，著重於思想發展性的研究。首章「緒論」，依序說明研究

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之釐定、研究方法的運用以及前人研究文獻的回顧，第二章「簡帛《老子》

及其流傳」，主要討論郭店《老子》的文獻性質，以及在《老子》一書形成過程中，郭店《老子》

居於重要的地位。第三章「《莊子》外雜篇中的思想議題」，透過對於《莊子》外、雜篇的分析，

主要討論戰國晚期道家各支派的思想特徵以及發展狀況。第四章「《莊子》外雜篇思想與《老子》

的關係」，主要探討《老子》文本於郭店本到帛書本，其中可能雜入的莊子後學思想，如無君派

思想、黃老思想等，並推論《老子》文本形成與莊子後學的關係。第五章「結論」，總結本文的

研究成果，並指出目前的局限以及未來研究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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