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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前言

博大精深、理蕴醇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东濒太平洋的远东大陆的黄河、长江
流域，越来越显现出其“自强不息”、“道法自然”、“其命维新”的鲜活生命力。尤其是其中带有
浓烈原初、根本与创世意味的原典著述，经时代的沿革、社会的进步，它们已成为生长在这块广袤土
地上的人们心中的民族历史之根、传统文化之脉、行为方式之迹。据眼下已知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可
知，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0年间，正是人类社会各文化圈的原典创制期。其时，与中华原典同时
涌现的还有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印度原典，联结欧、亚、非大陆的地中海区域之东的希腊原典和希
伯来原典。它们分别展现着各自对地球上其他区域民族及后世人们的影响，成为了各具神态的“设神
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的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隋唐之后，度过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家族为
本位而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文化上出现过繁荣景象，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被世人看作是富
庶之地的人间天堂，是一个管理得十分有序的国家，世界各地都有人前往朝拜，真心渴望从中华原典
中寻找治国的良策。此时的中华原典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千禧年前后，正处于“总把新桃换旧符”的
赵宋王朝（960—1279年），人们对诞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华原典推崇达顶峰，尤其是将儒家的经典尊为
“十三经”，并依据“心”、“性”之学将儒释道合为一体，创立了由南宋大学者朱熹集大成的“理
学”，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发展到明清之际，已越演越烈。然而，这同一时期，正是欧
洲大陆的平民从久处的中世纪黑暗中挣脱着冲出来，经由复兴两希原典精神和高举“天赋人权”的启
蒙反叛旗帜，跨进了掌握机械电能，以社会为本位而相对开放的工业文明时代，开始步入现代化的社
会。于是欧洲大陆的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便出现了专门向外掠夺资源、扩展势
力的列强，并且大肆散布人类社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论调，认为似乎只有两希原典中阐述的传统
文化才与现代化有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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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内容概要

《十家论老》内容简介：博大精深、理蕴醇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东濒太平洋
的远东大陆的黄河、长江流域，越来越显现出其“自强不息”、“道法自然”、“其命维新”的鲜活
生命力。尤其是其中带有浓烈原初、根本与创世意味的原典著述，经时代的沿革、社会的进步，它们
已成为生长在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心中的民族历史之根、传统文化之脉、行为方式之迹。
据眼下已知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0年间，正是人类社会各文化圈的原
典创制期。其时，与中华原典同时涌现的还有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印度原典，联结欧、亚、非大陆
的地中海区域之东的希腊原典和希伯来原典。它们分别展现着各自对地球上其他区域民族及后世人们
的影响，成为了各具神态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的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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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作者简介

胡道静（1913～2003），祖籍安徽泾县，生于上海。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青年时攻习国故，著
有《校雠学》、《公孙龙子考》。1932年参加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工作，分编新闻、文化、竞技
、交通、宗教诸部，并著有《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1956年后著有
《梦溪笔谈校证》、《沈括研究论集》、《中国古代的类书》、《农书与农史论集》、《种艺必用校
录》等，并主持《中国丛书综录》、《中国科学技术史探索》等书的编辑。此外，还主编《道藏》、
《藏外道书》、《道藏精华》、《国学大师论国学》等。生前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
人民出版社编审，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诸校特聘兼职教授，（巴黎）国际科学史研究院（AIHS
）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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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书籍目录

《十家论丛》编纂说明胡适论老子梁启超论老子冯友兰论老子郭沫若论老子吕振羽论老子侯外庐论老
子李泰棻论老子任继愈论老子关锋论老子陈鼓应论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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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章节摘录

“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我们要把这几段话细细的研究出个头绪来。他
说的“先天地生”，说的“是谓天地根”，说的“象帝之先”。这分明说道的本体，是要超出“天”
的观念来求他，把古代的“神造说”极力破除。后来子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董仲舒
说：“道之大原出于天。”这都是说颠倒了，老子说的是“天法道”，不说“道法天”，是他见解最
高处。他说：“有物混成。”岂不明明说道体是“有”吗！？他怕人误会了，所以又说：“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然则道体岂不是“无”吗！？他
又怕人误会了，赶紧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又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然则道体到底是有还是无呢？老子的意思以为，有咧无咧，都是名相的边话，不应该拿
来说本体，正如起信论说的：“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
然则为什么又说有说无呢？所谓“因言遣言”，既已和我们说这“道”，不能不假定说是有物；你径
认他是“有”却不对了，不得已说是“非有”；你径认他是“非有”，又不对了，不得已说是“非非
有”。其实，有、无两个字都说不上，才开口便错，这是老子反复丁宁的意思。究竟道的本体是怎么
样呢？他是“寂兮寥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如实空”，
他是“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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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编辑推荐

《十家论老》：十家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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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论老》

精彩短评

1、只需看胡适冯老梁启超的论就可以，其他都是废话
2、很全面，都是大家从各个方面对于老子的研究。
3、十家论老这本书很脏。
4、集近代名家观点的一部书。很专业的书。
5、内容多已见过
6、收到时书又脏又破。当当的图书品相总是出问题，恐怕要引起一点重视了。目前从速度到图书质
量，都不如某网店啊！
7、读了一半，阶级分析的部分就算了，不过老子思想的考证很重要，关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
8、在山大听课需要的书籍之一，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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