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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集刊騰号（総36号）平成十六年十二月 1ー 8頁

郭店簡本《老子》所呈現的重要哲學問題
一由改慮哲學史的観貼談起一

陳鼓應

郭店出土竹簡中，在道家作品方面，包含有三種《老子》摘抄本 (I)以及〈太一

生水〉古侠書等作品，男外還有一篇呈現儒道交融而又較接近老學ー系的作品〈忠

信之道〉 (2)。由這些簡冊的年代蹄厩，或是哲學意涵来看，皆足以構成改窺哲學史

的要件。

首先，簡本《老子》的問世，一方面以質物證搬推翻了《老子》成書晩出説；

同時輔以老子道論在中國哲學理論建構上的開創及主導地位，重新確立了老子先於

孔子的學術順序。其次，在哲學思想層面唇寸比簡本《老子》輿通行本文字的差異，

既使得老子「有」、「無」之本儒論意涵得到一致性的解繹；簡本無「絶仁棄義」之

説亦反映出老子更寛廣的仁義観。凡此，皆是簡本《老子》所反映出，足以改寝哲

學史的重要哲學問題，以下逐次展開析論：

（一） 哲學理論的突破始於老子

子學時代是中國哲學的開創期，老賄之所以成為中國哲學的開創者，因著他慮

於一個「哲學突破」的開端，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哲學理論。具證地説有這幾個理

由：第一、虞於春秋末的老子和孔子是師友的闊係，先秦史籍多所記載 (3)。第二、

《老》書先於《論語》 (4)。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従哲學思想的角度而言，孔子是「述

而不作」，他有所述作，乃是在於射周代祠制文化的承梱輿創新；老子則将殷周以

来的天命観，縛化為形上道論，将宇宙人生納入整髄的反省及把握。其建構的形上



髄系，是中國哲學理論的首次突破。

老子在哲學理論上的突破輿創新，蹄納而言，他的道論在這幾個方面為登前人

所未殺：第一、世界本原的問題，首先由老子提出（見《老子》第 1章、 25章）。

第二、老子也是首次提到宇宙生成論問題（見第42章）。第三、老子首次提到宇宙

愛動的歴程（見40章、 25章）。第四、老子首次提出道是萬物所由以生成者（見

14章、 15章等）。若是由中國哲學本身的範疇来看，在渉及宇宙最究党者之本根論

或道髄論，以及闊渉宇宙愛動歴程的大化論等哲學核心範疇 (5),不但是由老子最早

提出，其後歴代重要的哲學進路，也是依循著老子的理論展開。如老子所提出的本

原論及生成論，成為漢代宇宙生成論及構成説的理論主軸；老子的本根論成為魏晉

本髄論理論建構的基石。其後，宋明理學的理本論，則是建立在統合了老子宇宙論

及本謄論之整儒形上髄系中。因此，老子的哲學證系不僅是在古代哲學中居於創始

及突破的地位，其理論更是投影在整個哲學史中。

然而綜観営代幾部有影響力的中國哲學史，都是厳重的誤置了學術順序，除了

胡適確営地把老子列為第一個哲學家之外。然而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綱》一書在

哲學界並未有重大的影磐，亦未獨及哲學理論問題。其後凋友蘭雖意識到哲學理論

問題 (6),但在慮理學術順序時，則是基於文化史立場而非哲學史立場 (7)。至《中國

哲學史新編》出版， i馬氏已注意到由哲學理論来排列哲學史家的學術順序，但其論

貼乃是直線式的科學史思維 (8)。

凋氏在學術順序上的誤置，影署了大陸及港台的哲學史著作，幾乎一致的将老

子置於孔子之後。如今簡本《老子》的出土，以賓物證握推翻了老子晩出説，加上

老子的哲學理論在哲學史上的理論主導，學術順序上孔子先於老子之説，顕然是必

須改窮的了。

（二）老子「有」、「無」的本證論意涵

整髄来看，老子的「有」、「無」是共同指稲道髄的ー射本髄論範疇。如第 1

章中，「無」輿「有」乃「同出而異名」，各在描述道既超越又貴存的一面。然而通

行本40章中「天下萬物生子有，有生子無」句，谷廿譲歴束研究者在詮繹上頗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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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有生子無」之説，容易譲人将「有」、「無」闊係往宇宙生成方向理解，由時

間次序的登生序列，視「無」在「有」之先 (9)。如此，便輿第 1章「有」、「無」共

同指稲道儒不一致。其後王弼注《老》，即順著「有生子無」之説，透過邁輯次序

上，本末、母子等本腔輿現象的闊係，来解繹「無」輿「有」的先後序列。視「無」

為形上道膿，為萬物存在的依握；「有」則轄換為現象界萬有，依腺於並呈顕著本

髄之「無」。如此，将「有」由本龍層面略去，僅以「無」指稲道髄。透過其注《老》

的影響，成為後代解繹老子有、無思想的主線。

簡本《老子》出土後，老子「有」、「無」思想不一致之慮総算得到解決。通行本

40章「天下萬物生子有，有生子無」句，簡本寝為「天下之物生子有、生子無」゜

輿簡本「生子有、生子無」文句加以射照，通行本「有生子無」之説術出ー「有」

字。按簡本文句来看，「有」、「無」闊係是射等的，是用以指稲道儒之一髄雨面的

一封本髄論範疇，而這便和通行本第 l章論黙一致。

由於通行本術出—「有」字，無可避免予人「無」作為「有」之生成本原的印象。

加上王弼以崇本貴無之説解《老》，凸出道髄「無」的一面而略去「有」，並且未賦

予「無」以積極的意涵，使「無」輿「有」分蜀為本髄輿現象之不同層級。王弼「無」

輿「有」在形上輿形下的割裂，主導了魏晉的有無之辮，並成為宋明理學「無極而

太極」論題的淵源。簡本老子的出土，澄清了老子「有」、「無」的本儒論意涵，亦

顕現出哲學史中誤讀的部分。而在輿儒簡射比之下，亦可清楚翌現唯有道簡渉及本

儒思想，儒簡則篭無本儒論視野。

（三）老子倫理思想的重新思考—――老子仁義観的重伯

在倫理思想層面，簡本《老子》仁義観的澄清，使得老子的倫理思想必須重窺。

簡本《老子》的出土，最令人鵬目者，莫過於通行本 19章「絶仁棄義」之説，

簡本窟為「絶偽棄詐」。雨相射比，簡本文字顕然較符合孔、老所虞的時代氣娯 (10)。

簡本《老子》無「絶仁棄義」之説，至少反映了幾黙哲學史上的意義：首先，

営代學界握通行本「絶仁棄義」之説，認為這是針射孔孟仁義観而提出的反命題，

以此倣為《老子》晩出的有力證握，如今由簡本證質老子貰無「絶仁棄義」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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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界所謂反命題的論證便立時無握了；其次，在倫理思想層面，反映了儒道同源

釦不同路向的倫理思考。由《老子》簡本無「絶仁棄義」之説，並配合其整髄倫理

闊注来看，可装現老子不但不反射仁義，而且射於仁義有著更寛廣的観貼。

老子的哲學髄系呈現出幾種思維模式：首先是「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維；其次

是由宇宙規模来把握人生；第三則是天道輿人事雙向互通的整儒思考。在這三種思

維模式的交映下，老子如此呈展其仁義観：一方面在人間社會層面提偶「輿善仁」；

同時又上達天地範園，透過「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維，以超越人心本位的寛廣視野，

将「仁」提升為天地無心的造化力量。

老子由天地境界叫府厳人生，以道的無限来化解人心拘執的有限封待，其仁義

観，亦於焉呈現。老子承緻西周以来的人文闊懐，正視作為周朝祠制文化倫理核心

的仁義及忠信諸徳。然而道論思維所開展的天地視域，以及慇脱人心覇執的理想要

求，譲老子掘落人心本位而躍升至天地層級以言「仁」。通行本第 5章言：「天地不

，以萬物為据狗」。所謂「天地不仁」雖是否定命題形式，賓則是在内涵上由超

越人心層面訴諸恩澤、徳恵以及伯有之「仁」＇以呈現天地化育力量中，「不有」＇「不

侍」、「不宰」的無心造化。在這天地視野的高度中，「天地不仁」表面上的否定形

式，透過老子「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維，已縛為正面的視「仁」為天地萬物活澄生

趣的展現，寓涵在「道」ー髄無親，「縣縣若存」的生化力量中。

老子「仁」的這層意涵，荘子深有儒會，並賦予更清楚的闇繹。其論「仁」亦

不主人心之恩情徳慧，而是以道「澤及萬世而不為仁」（〈大宗師〉）的無心造化，

由萬物自然、自化的各適其所適中，展顕道的無形徳澤。

道家仁義観固然有輿儒家相合之慮，然亦有其特異之貼。絃依握文本，試分三

層面加以申説：

一、 天地視域：「大仁不仁」之境

通行本第 5章提出「天地不仁」的説法，指出聖人之心，奴法天地之虚，達致

廓然大公，不以己身之好悪喜怒為依準，而「以百姓心為心」゜

老子首次提出「天地不仁」這一醒目命題，以為「道常無為」的窺状。所謂「不

」即意指不自i寺為仁，而「天地不仁」也意指不具人類之意志。天地雖不具人類

意志以及道徳意識，但谷閲具生生不息的造化之功。此造化之功展現在天地的無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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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聖人奴之，以儒天地造化之大仁。

二、天人之有分：天道「無親」而人道「善仁」

老子在提到「天地不仁」的同時，亦論及人間需「輿善仁」（第 8章）。老子以

為天地雖任自然而無心，但人令汀具有仁心，並且應在人間登揮此仁心。

老子既説「天地不仁」又説「輿善仁」，這雨種論貼雖看似矛盾，質則不然。

一方面，聖人奴法天地之無心造化，以虚懐無為之心態，在為政上避免主観干預以

及強制性作為；男方面，老子也注意到人間社會需殺揮仁心輿善奉。故通行本第 8

章強調「輿善仁」， 79章亦提及「天道無親，常輿善仁」。其後，荘子循老子理路，

在天地視域中提出「大仁不仁」（〈齊物論〉）、「至仁無親」（〈天運〉）的観貼。但

荘子射仁義有著更細脈的反省，将道家特殊的仁義観更加明確提示出来。例如〈庚

桑楚〉中有一段生動的比喩，提到嘗踪到市街上人的卿，就賠罪説自己放陣，若是

兄長踪了弟弟就憐惜撫慰，若是父母至親踪了就無須謝過 (12),以此展現「至仁無親」

的倫理情境。這亦即荘子〈天地〉篇中，「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端正而不知以為

義」的観貼，表現出道家理想的仁義観，乃是獣而行之，行仁為義逹至忘境。

落質至社會層面，荘子和儒家一様亦閾装仁心。荘子鞭辟入裡的一句話：「愛

人利物之謂仁」（〈天地〉），深刻的聞翌了仁心的内涵。其後，朱窯在其心本論中，

以「愛人利物」界定「仁」之説詞亦来自荘子。

三、逆向思維：「仁常而不周」

老子常由負面切入以彰顕正面意義，其意在由事物的隠微慮切入，以髄察深層

結構的意義，荘子亦然。老子通行本「絶仁棄義」之説，可能受到荘子「攘棄仁義」

（〈肱筐〉）説的影響而臆改。而荘子「攘棄仁義」之説乃針射周文之弊而翌，並非

無的放矢。儒家艇承了周朝建立在血縁親情及宗族髄制上的祠制文化，親親之仁髄

現在社會層面可以促進親情之相互闊切輿温暖，但落入政治層面，則往往重私恩而

軽公道，其流弊在春秋戦國之交已十分突顕。因而墨子嘗時即大臀疾呼「血肉之親，

無故富貴」（〈尚賢下〉），宗親世祗撹櫂而戸位素餐的現象已経十分普遍。在這様

的情景下，孟子荀且其事，猶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千百年来，法治意

識之無由伸張，和儒家鼓吹的親親政治有密切闊係。而親親政治所滋養出的所謂父

母官牧民心態，亦綿延不息地盤根在無敷上位者的心炊深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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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較孟、荘射「仁」的不同界定，即可看出彼此思想的根本差異。孟子一再

説「親親，仁也」（〈告子下〉、〈盪心上〉）；荘子則説「愛人利物之謂仁」。雨種観

貼落質至政治層面，其立場及解讀皆十分不同。後者成為人類普遍的道徳原則，前

者則易流於姻親政治之膠漆。此外，荘子還提出深具哲學意涵的話：「仁常而不周」

（〈齊物論〉），「仁」若個限於宗親範園即不能周遍，這ー語道破了儒家「親親」仁

政的偏私輿狭陰。而荘子〈盗距〉篇的指陳，尤動人心弦，其言論雖偏激，谷廿指陳

了這一普遍現象：歴代強勢者掠奪櫂柄之後，便以「聖知之法以守其盗賊之身」゜

歴代櫂位交替委賓如此，誰掌握政櫂，誰就掌握装言櫂，所謂聖智祠法常涌為強勢

者的工具償値。因而荘子況痛地指出「彼窟鉤者誅，窺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

義存焉」，荘子這瞥音可謂響徹千古！而這種富有深況時代意義的話，正出現在郭

店竹簡中 (13)。

道家祠制文化之鋏失，同時也彰顕了仁義観的正面償値。従仁義正面償値的閾

登而言。孔老有著相互殺明之虞。若将老子的仁義観輿孔子参較，我何可以證認到：

儒道同源，共同梱承殷周以来的徳治思想輿人文精神子じ老臨春秋祠壊柴崩之際，

如何重構周制祠柴文明的新精神及新償値，出於二者的人文闘陵，只是所走的路向

不同罷了。孔子追潮至人内在的道徳理性輿情感，一方面以此莫立證築儀文的償値

基礎，同時再透過祠柴的儀度来調和人性。孔子由倫理面向切入，深入人性自覺而

向上儒認形上永匝（「天」）；老子則不由此径，一方面由天地視域透視形上之道，

以此作為萬物総髄存在的基礎輿根源，並在償値上成為人間理想之依托。展現於人

間，「道」成為償値的母髄，透過「徳」的中介，仁義、祠柴植根在人性的天真本

徳中。

射道家仁義観加以重佑的同時，老子祠柴観亦値得重新思考。例如其「大音希

瞥」表現的道柴之境，即不同於儒家集中於政治層面的祠築思維。道家祠柴観的重

伯，這是男一個値得探討的課題。

結論

道家視野，天道人事雙向互通，老子由宇宙規模把握人生的哲學思考，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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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哲學中的首次突破。射比之下，儒簡無任何一簡論及本龍論及宇宙論層面。這

確認了儒家落在人倫教化上的視界及其主導性，也呼應了我以往謳分儒道二家主

要差異的論貼。

注

(1) 
今本〈證記・縦衣〉在字敷上，較郭店竹簡〈縦衣〉輿馬王堆吊書〈縦衣〉多出 403字，

相較於〈縦衣〉遭窟改的情況来看，〈老子〉簡本顆然幸運多了。而其所依握偉本，営不

晩於老子在世百年。
(2) 

子輿孔子皆重忠信之徳，只是老子更在道、徳的範域中，視忠信為真淳本徳之一環。〈忠

信之道〉不訴諸於心性要求，而以純質本性之自然呈現為忠ヽ信徳行之核心意義，呼應了

老子真純本徳，而輿孔孟建立在道徳自覺上的倫理観貼有別。除了立基於真賓之淳撲本

性，〈忠信之道〉在言及忠、信内涵時亦言：「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時，畢至而

不結。」以天地化貸萬物而不居功言「忠」’以四時謙虚而信質的特性束意指「信」，這恰

是老子法自然的倫理観。晃外「大忠不説，大信不期」在句式及意義上皆近於老子「大方

無隅」、「大象無形」 (41章）之説，而「忠人」、「信人」等語亦見於道家作品《文子・微

明〉 0

(3) 
如〈呂氏春秋・営染》載「孔子學於老睛」、又如儒家典籍《證記・曾子問》中有四則記

載了孔子問證於老賄的史買；男外，《孔子家語》亦有孔子問道於老子的記載。
(4) 

i馬友蘭窮哲學史，把老子揺至孔、墨、孟之後。，然而凋先生在〈新編〉中亦言：「（老子〉

書是一部正式的私人著述」、「《論語〉中亦有老子的思想」 :i馬友蘭和張岱年先生都曾畢例

〈論語•憲問》「報怨以徳」之語引自《老子•六十三章》。張岱年先生還説：《孫子》十
三篇是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輿〈孫子》文龍相近，既然《孫子〉一書可以肯定為春

秋末年的著作，則《老子》一書出現於春秋末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参見，〈老子哲

學辮微〉 9〈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ー九七九年版。厳璽峯也詳細考

證了老子思想射孫子兵法的影蓉，参見厳震峰著，〈老子思想封於孫子兵法的影菩〉，載《無

求備齋學術論集》 0

(5) 
参見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大綱》， 1935年撰窮， 195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6) 
凋友蘭已注意到先秦時期乃「理論化之痰端，亦即哲學化之開始」，見箇本《中國哲學史》

第36頁，第一編第二章：〈i乏論子學時代〉 0

(7) 
凋友蘭在絃本《中國哲學史》中一再言及孔子的地位乃継承周公文王之業：「孔子一生以

能緻文王周公之業為職志」；「孔子自子所加於自己之責任，為緻文王周公之業。」、「孔子

射於中國文化之貢献，即在於開始試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論化」凡此，射孔子的論述都

従文化史角度而非哲學史観貼立場。
(8) 

混氏認為老子書中的思想内容乃是「用高度抽象、概括的方式和極精煉的語言表達出来」＇

這是「哲學思想痰展到一定高度時期的産物」’而春秋時期的思想還未殺展到這様的高度，

以論證老子是戦國時期的作品。 i馬氏企圏以思想装展的高度束論證《老子》一書不可能成

書於抽象思維尚未高度翌展的春秋時代，犯了以直線進行之科學史観束看待哲學史観的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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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因為哲學史的敬展常是曲線式而非直線式換展。
(9) 

凋友蘭早已注意到 40章輿第 1章不一致慮，而由遁輯的順序来解繹「有生於無」的有、

無開係。参見i馬氏著〈中國哲學簡史），（英文本 1948年由美國萎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文

涼又光繹本由北京出版社於 1985年印行。）
(10) 

〈老子》通行本「絶仁棄義」、「絶聖棄智」等観貼，是戦國中後期學術観貼極端封立的

反映。由春秋末至戦國初之史賓来看，老ヽ孔學説之間並未有強烈的到立。参見拙著，〈従

郭店簡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 9 〈道家文化研究〉十七輯。
(11) 

此語出自i馬友蘭先生所閾繹之人生四境界説，参見〈三松堂全集〉第四巻〈新原人〉 9

(12) 
〈荘子•天地〉云：「躁市人之足，則辟以放驚，兄則以娼，大親則已突」゜

(13) 
〈語叢四〉中亦言及：「窟鉤者誅，窟邦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之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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