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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顺序逐句对照排列，通过对勘
举要从字词、句式、韵式、修辞、语义、结构等方面着手分析该书两千年来的演变，揭示其中版本歧
变和文本趋同、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的辩证关系，立前所未立之例，见前所未见之实，不仅对老子研
究，而且对于重新认识文献演变的规律和训诂校勘的常规策略亦有启示意义。
析评引论部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发天道、人道、转万物之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概念和命题
的历史意含与现代形式，对知雄守雌、小国寡民、战胜举丧、无事取天下等命题作了新的考辨和诠释
，并对老子思想与马斯洛、霍布斯、蒂利希、魁奈等人之学说的微妙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发前所未发
之言，倡前所未倡之旨，所论涉及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宗教信仰、区域冲突、科学与民主等现代试
题。
本书下册是五种版本相对照的逐句逐字通检，颇便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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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笑敢，1947年河南生人，在天津读中小学，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973年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
中文系，1978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读研究生，1985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副教授
。1988年赴美国，先后于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宗教系、哈佛燕京学社任访
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年起担任中文大
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代表作包括：《荘子哲学及其演变》、《老子——年代新考及思想新诠》、《两极化与分寸感》、《
荘子与沙特》、《老子古今》，Classifying the Zhuangzi CHapters，以及Taoism and Ecology。诸多论文
见于《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a Studies等，并有多种论著被释为韩文、英文或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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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将道家哲学的研
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份，是每章的“析评引论”。全书八十
一篇“析评引论”事实上即是八十一篇关於哲学或哲学史的精练论辩。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
於“义理”的范畴。刘笑敢先生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
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工作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
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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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09-12-25;在校图阅览室翻了翻。是一本学术著作，比较了《老子》的各种版本，并附上每个版本
的原文。余英时作序。太专业了。只有评述性的文字。最大的缺憾是，没有逐字逐句的讲解和译文。
2、非常好的书！
3、推荐劉笑敢《兩極化與分寸感》。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4。
4、一点注释和翻译都没有。只有评论。评论也过于迂腐，毫无批判精神。
5、对于学术研究，很有价值，不适合初学者。
6、不论是内容，还是页数，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厚书”，但可惜是平版胶装，容易掉页，希望以
后会出精装。这次快递人员的素质不高：一开始说找不到地址，我描述了一下，并说有人在（我在外
办公），还说不知，于是，我说等我十分钟，他嗯了一句挂了电话，等我快到了，又打电话来说我没
跟他说有人，说我不该叫他等。... 阅读更多
7、坐等本系老李出书“大战”老刘
8、老师推荐的书，买来看看，挺贵的，应该值这个价钱。刘笑敢，1947年河南生人，在天津读中小学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973年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
年读研究生，1985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赴美国，先后于密西根大学、哈佛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宗教系、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年赴新加坡国立
大学中文系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
9、仅凭五种版本对勘，也得给五星。至于析评与引论，不太坏，也难说好。
10、治学严谨
11、真是大部头的好书，是一本集成之作，相当好。
12、析评引论比导论和对勘差得多，后二者倒都很有价值。
13、是一本用功极深的好书，只是出版社把这本书做得差强人意，既大且厚，字小而疏，拿在手里着
实吃力，能看这种书的人应该年纪都不小了，还要有极好的臂力和视力。
14、研究老子必读。导论中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指出反向格义在中哲研究中遭遇的困难并试图克服
这种困难，二是把老子的自然这一概念作为中心理解老子。
15、如果学术大师级人物有南姚北季之说，那么中年著名学者也可以附会一个南刘北陈。刘笑敢、陈
来是张岱年授业的第一批博士。学弟陈来留在了北大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以儒学研究为旨归，兼及思
想史，出了一批名山之作。今天又任职清华，肩负重振国学重任。学兄刘笑敢则远走新加坡、美国，
一路访学，最后落脚香港中文大学。刘的主攻方向是道家的《庄》《老》兼及百家，解传统文化而取
中西会通的思维方法，成果颇丰，《老子古今》可以看成其最厚重的成果，花了十数年才毕其功。我
是此书的第一批读者，收获自不待言。欣闻此书出了修订版，非常愿意推荐给同好。
16、力作。
17、摘读、不错
18、全书分为对勘和析评两部分，每章如此，概括性的导论也如此。五种版本的对勘十分清楚，让读
者更贴近原本原貌，了解文本发展轨迹；作者的析评包括对原意meaning和今义significance的分析解读
，让人大呼过瘾。本书是我目前读过最严谨、最具启发性的解老书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所写。
19、读老子必备⋯刘笑敢教授，老子研究权威⋯
20、内容齐全 是老子研究的好书。
21、李巍老师的靶子
22、文献学上的巨人，理论造诣就只能呵呵呵了⋯⋯
23、主要以对瞰为主，窄而深，非常好。研究《老子》版本问题，我用的就是这个本子。
24、一直无耻地借用同学的看。现代哲学的套子，虽列出了历代名注家及简帛的差异，但显然本书并
不着意做文献学考察。

25、刘笑敢潜心研究、精心结撰之作，且印制精美，价格亦可接受。
26、老子必备
27、粗读了上册，主要是通行本，帛书本，竹简本的版本比较。以道观之，为我们理解生命、不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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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供了空间。
28、当工具用挺方便
29、可以一读，没有特别之处~ 有地方打5折
30、研究老子的必读书目，老师推荐的。想考博的童鞋一定要收藏一套，没事儿翻着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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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刘先生这部书，将竹简本、帛书本、项羽妾塚本、河上本、王弼本五本并排通校，辨识古意通达
古今。实开体例之先河。也许没有那种古代文献像《老子》一样历经两千多年演进，仍无有定本。不
断在变化；不断有发现；不断有考古证据参佐。但是古意和今文之间，校编与释读者之意，到底何为
《老子》的本来面貌，读罢本书却也应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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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老子古今》的笔记-第296页

        对于宇宙的总根据和总根源，世界上的各个哲学或宗教体系都有过清楚、确切的解释。比如基督
教相信上帝是万物的起源和主宰，而且相信上帝的意志可以通过祷告、通过读《圣经》而知道。然而
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确切具体的解说。科学家曾经相信一切存在都是由最微小的分子、原子、基本粒
子构成的，而这些细小颗粒的本质和规律是最终可以通过实验而完全发现的。但是老子却强调我们无
法确切地知道世界的起源和根据的具体内容。二十世纪的科学已经从原则上证明老子是正确的。当我
们观测客观世界时，我们必须依靠一定的手段和工具，而我们的手段和工具已经影响或改变了观测对
象的存在，这样，我们实际上无法完全观测自在的、本来的客观世界。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曾经相信
人类历史有一个确切的规律，会一步一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实现和发展。历史证明，这样确切
可知的规律也是不存在的。乐观主义认为，人类认识的无限积累可以穷尽所有的真理，事实却是当人
们的认识扩大到新疆域的时候，往往所面临的新的未知领域也扩大了，而原有的已知领域又会发生人
类无所知的新情况。比如，人类已经征服各种肺炎和肺结核，但是细菌、病毒自身在变化，又会产生
新的变体，使人类常常陷于无可奈何的状态。即使人类的生命无限延续，而观测对象中的无数存在个
体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对宇宙世界的认识永远不可能最终完成。人类的认识永远是不足的。
所以，老子之道的“模糊性”并不是老子哲学的缺点，反而是智慧的表现，是意识到了人类对宇宙万
物的终极问题的认识上的局限。道的含义的模糊性与其内涵的丰富性、启迪性是密切合一的。⋯⋯
人类不是全知全能的，人类只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成为宇宙的绝对主宰者，人类不应该
、也不可以不计后果地为所欲为。这是老子的无为理论的最高和最后的根据。人们常说老子是神秘主
义者，然而老子的根本性思考却是相当理性的。e.g. 量子力学？

2、《老子古今》的笔记-第535页

               就筆者理解，詮釋活動的根本困難就在於我們處於歷史和當代的張力之間。一方面是我們不斷
接近歷史文本的“真相”的願望和努力，另一方面是我們受自己的時代需求的召喚以及受限於自己的
文化知識背景的追索。任何人都無法擺脫這兩種追求或兩種定向之間的緊張。在這種衝突中，筆者建
議的立場是：
       第一，儘管我們永遠不可能達到和證明絕對的、惟一的歷史的“真相”，但是我們永遠不能放鬆
和放棄盡可能貼近歷史真相的努力，捨此則無學術、無研究，只有自由發揮，或各逞其才。
       第二，我們對自己的時代需要和限制、知識背景的長處和短處、以及自己的詮釋工作是側重於歷
史的探索還是側重於現實的需求、以及二者之間的衝突和銜接，應該有盡可能自覺的認識和論證。
       第三，我們應該盡可能提出創造性的理解，應該認真對照、分析、吸收和批評其他不同的理解，
不應該對他人的認真的理解和詮釋視若無睹，同時，永遠不應該也沒有資格宣稱自己已經發現了惟一
的歷史的真相。

3、《老子古今》的笔记-第249页

        古棣说：“此章所说的‘众人’指奴隶主贵族。春秋以来，他们日益严重地互相勾心斗角⋯⋯老
子站在奴隶主开明派立场，痛恨这些现象，因此带着深沉感情反映了这种现象。⋯⋯”相信许多今天
的学者看到这种语调和判断，会目瞪口呆，或者会以为不值一哂。笔者引用此说是希望留一点历史的
遗迹，不要忘了我们的今天是从这样充满真理、充满自信、充满判决的时髦话语中挣脱出来的。另一
方面，我认为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解读的方式会不会换一个理论框架或真理体系而重现？如果今天有人
以一种新的时髦的、或离奇的“前见”来看待、解读《老子》，我们是否可以看穿它不过是换了一种
有色眼镜的“创新”？p252正如我们通过解剖学的方法来观察人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以及生死系统，但是必须明白，解剖学的方法看到的是孤立的，静止的身体的各个部分，
而不是各个部分一起相互作用的一个作为整体的活生生的人。⋯⋯我们要有剖析的手段，同时不能离
开整合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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