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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i'弋嘉斤主革家?! 當代道家哲學研究之回顧與反~

表 1革新

豆豆、導論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東漸!古老的中圈面對此 三千年未有之五變 7 在欣

羨西方科技文明之餘，往往也逐漸要失了對自家文化的信心。回顧百年來當代中國哲學

的研究發展!能夠本於自家學術傳統!一方面對西方文化有所吸納批判 1 另 方面對當

代中國的前間有所疏導澄清的!恐咱就只有「當代新儒家」了。

< 
r 當代新儒家 J 作為一種思潮、學說 z 在戰火頻仍、「現代化」的口號震耳欲聾的

時代中!居然 枝獨秀?除了儒學深厚的學衛傳統本來就保有一些歷久彌新的智慧內容

!足以與西方文化抗衡 j 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新儒家」的陣容中!人才輩出(注一

) .在學術愈講益精的情況下!倘能扣緊當代中國的文化處境發言 3 只是令人不免好奇

的!為什麼與儒家一起庇護中國人心靈的「道家 J 在混亂的當代中國思想界!卻始終

沈寂無聲，無法重演魏晉玄學的盛況。是因為以者、莊為主的道家思想!已然與時代脫

節!無法輝歷時間的考驗。還是當代道家哲學的研究!人才凋零!不足以蔚成風氣。如

果我們原則上確信兩千多年前的道家之學 1 樣擁有歷久彌新的哲學內涵?而人才的薄

弱，可以一代 代的培養!那麼!未來道家哲學的研究又可以朝向那個方向來發展呢。

我們又應該如何解讀道家哲學的義理性格，使它與現代中國人的經驗結合，發揮解釋、

批導的功能，而不讓「新儒家」獨領風騷?這些問題?相信是關心道家學術研究的人!

不得不要思考面對的課題。而本主之作?基本土即是循著前述問題的方向，略陳己見。

全文概分五節，除第一節「導論」外?第二節旨在反省當代文明的困境，第三節則接續

上一節的結論，指出道家哲學在何種意義下可以與當代文明按蟬，第四節則進一步回顧

檢討過去四十年來道家哲學研究的成果!最後!總結全文的研究 t 提出「當代新道家」

發展的可能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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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進車， I 一當代進牢哲學研究之回顧與展草

竇立、當代文明的區境一從存在主義談起

在論證道家哲學的現代世之前 也許先扼要的勾陳出當代人頭文明的處境 v 將更容

易凸顯道家哲學的現代意義。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沒有那一個時代比廿世紀更富足，也沒有那一個時代比今

天更貧乏。對於未來人類文化的前景?現代人 方面覺得充滿了希望光明，另 方面又

感到黯淡沮喪 面對當前這個由科技所結晶的現代文明!雖然它將人類從傳統迷思中釋

放出來}並且賜于現代人從所未有的富庶!但是在無惰的瓦解傳統世界觀之後，俗眾文

化的泛濫?也使得當代心靈陷入空前的意義危機中。

廿世紀最傑出的科學心靈愛因斯坦，就曾經感歎過

:為什麼成果若是輝煌的應用科學，它減少了我們的工作，讓我們的生活較前答品

!但卻沒有給我們帶東多少快樂呢。 J (注二〕

是的 l 為 11 磨我們不快樂呢?科技難道不是我們人類經歷過幾個世紀的奮鬥才創造

出來的輝煌成果?它不曾經是無數高貴的心靈用生命、智慧來灌溉的一片園地。為什麼

它個大飽滿的果實不能解除現代心鍾的焦渴。是ii 麼原因使得我們成為不快樂的現代人

c，這-連串的質疑?顯然只有在科技之外?乞靈於人類所有經驗予以整體透視的哲學智

慧!才能找到令人滿意的解答。據我們理解?在廿世紀風起雲湧的哲學思潮中，存在主

義可能是最能忠於這個時代感受的哲學。

存在主義的興起 τ 可以從許多角度來分析!簡單說來?主要是源於哲學家意識到科

技文明對傳統世界觀的衝激，已然使得現代人在存在意義的攝受上，陷λ囚不掛搭，無

家可歸的命運中。

根據唐君毅先生在(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化教育問題) (注三) 文中的分析!所謂

一四不掛搭 J 也就是指當代西方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 J 的

存在危機而言已其具體涵義 1 又可以還原到西方近代文化史上 1 作以下的說明

一、上不在天 這是指十九世紀以來!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在

諸神隱退的情況 f. 西方人頓失神聖超越世界的續往與庇護。

二、 F不在地 文藝復興以東!數學物理學的順利發展!使科技理性一枝獨秀!自

然世界淪為科技理性認知與征服的對象，不再呈現可供人類 L、靈「修 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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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的情趣。

三 外不在人 產業革命之後!工商企業的發達!都市文明的睏起，徹底改變了西

方社會的結構，傳統的人際關係轉化為組織分工的角色互動，相照相溫的人間

情感完全由泳時的權利義葫闕係所取代。

回 內不在己繼天地人的相繼失落!在俗軍文化的氾濫流行中 1 人類原本單

靜自足的心靈!也拱手讓給爭奇鬥耕的意識形態 l 淪為紛擾不安的戰場。

換言之，存在主義之所以重視人之具體存在!並且對當代文明展開嚴厲的批判 1 正是因

為他們敏銳地覺察到現代人的不快樂 1 根本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問題!一個因為科技

理性獨大所造成的世界觀危機。囡此?就存在主義而言!當代哲學的首要課題不是什麼

別的!主要就是回到滋生一切意義理解的根頭 「存有 J CBe l!lg) ，重建天 地、

人、我之間的溝通管道!使西7守主明再次得到活水源頭的滋潤。

遺憾的是!存在主義在當代哲學史上並未縮成正果已在它最興盛的時候，它被誤解

為 切頹廢思想的淵數!在它代表性哲學家相繼辭世之後!它又迅速的遁入遺忘。究竟

是什麼原因使存在主義迅速的沒落。答案可能非常種雜 3 方面固然是因為當代科技文

明乃是西方世界幾百年來所結胎生出的龐然大物?有其自身的結構與強韌的生命力，另

一方面可能是存在主義哲學家各自為政，在後繼乏人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形成強而有力

的傳統 2 但最重要的是，存在主義哲學作為 種文化批判的理論?雖然能夠從一切意著

滋生之源 「存有 J 來揭露科技的本質與侷限性，可是在背負西方傳統哲學的包

袱下!它潛存著有兩項基本的困難

• 存有與價值的二分 存在主義對科按文明所帶來的存在危機，的確能夠從存有

擎的層面于以根源性的解析 j 但是在眛於立化問題也就是價值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發現存在主義始終不能針對現代人價值觀的顛倒與誤覽，徹底地展開對近

代文明以來工具理性獨犬的批判 1 並進而重建價值理性的合法性 c 換言之 τ 存

在主義對「存有 J 情有獨鍾的思考芳式!由於不能正視存在界說是人類在天、

地、人 我之間尋求價值實現的行動之場!從而打通存有之源與價值之源的隔

障!因此儘管他們對存有的思辯是如何的精徵!但仍然不能觸及現代心靈的迷

惘!指出脫困的方向與途徑 a

二、理論與實踐的二分 存在主義對於現代人在科技文明中飽受意義失落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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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道牢? I 當代這牢哲學研究之四顧與展望

誠有其深度的體會與分析 但是對於如何在各種主明 制度意識形態的扭曲

中!保存自我的純真性 卻因為避諱價值問題!不僅無法提出中肯的建議!連

帶著對於社會實踐也無法提供正確的方向。我們查閱存在主義的歷史!海德格

(Heidegger) 一度加入納紳!沙特(Satre)曾徑醉心於馬克思主義，而六0年代

的學生運動與嬉皮風潮也都與存在主義脫不了關係!說可以明白所有將理論

寶路二分!或者只重社會實踐而不重主體人格修養的哲學!恐怕都不是對症下

藥的良劑。

看詐、道家哲學的現代性一從老子哲學談起

果如前述!存在主義的興起，主要是洞見到當代心靈的存在危機乃是 上不在天

、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因此重啟「存有 J 的探索之門，試圖重建天、地、

人、我之間的合理關係!那麼，兩千多年前中國的老莊哲學 l 是否也能立足於當今世界

?是否還有發展重振的價值。對於這些疑問!我們不妨以老子哲學為焦點!從其生發的

時代背景以及義理性格來考量。

老子其人其事!至今仍是學術史上的公案 z 我們姑且不追究老子的身世， {堇就{道

德經}文獻本身來看，仍然可以大體地還原出他所深致關攘的時代面貌。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注四)

「五色令人目盲 l 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皈獵!令人心發狂， ~ (注

五)

「天下無道 v 或馬生於郊。~ (注六)

r朝甚除，回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 

(注七)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0 (注八)

從這些章句中我們可以看出， (道德經}所反映的時代，一方面是物質生活繁盛!

誘發人心欲望的事物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則是頻年的戰爭掠奪!再加上暴政的肆虐 l 人

民早已失去了文明的有生之樂!生命存在陷入極度的卑微與困頓之中=因此!囂，我們看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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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于尖銳的批判「禮者 j 忠信之薄而亂之有也， J (注九) ，可以確定 老于思想所

反映的!基本上是個禮崩樂壞周文痕弊的時代固

問題是 所謂周文疲弊確切的意義為何?如果我們相信 I 哲學思想不是憑短發生的

!則「周文疲弊」的意思就不止是表面的禮崩樂壞!而應該有更深刻的涵義!且與老

于哲學的發生有密切的關聯。事實上!從思想史的觀點來看!所謂「周文 J 也就是胡

鬧建國!面對蠢蠢欲動的殷民!在「敬德一的憂患意識下!因革損益，所發展出的 套

以封建宗法為基礎的禮制。這套集宗教、政治、道德為一體的禮制!不但涵蓋了一切人

生之活動!而且它本身就代表著 套世界觀!規範著天地鬼神、事物 人我之闊的和

諧秩序。不幸的是，周室東鐘，天于式微!在列國兼併 工商業興起、社會階層鹹烈變

動的情況干，這套燦然大備的禮制逐漸解體?不僅失去了安立人間較序的功能， nu且在

嚴重僵化過程中?文明淪為野蠻行為的儷飾?在揖讀周旋中，包幸運的只是 r 攘臂而扔之

」的人間對立與衝突。因此!當我們順周文疲弊來理解巷子哲學的基本關僵持!則老子

圍繞著「道」一概念所展闋的五千言!與其視之為 套近似西方傳統的形 t學體系，冒

在說明 切存有物的產生與構成(The production a吋 constltution of belng) ，毋

寧將之理解為 主回應當時世界觀危機、深具存有學理趣的「文化治療學 J (onto10 

glcal tberapeutics of culture) ~ (注-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注一一

「道生-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J (注一二)

「故失道而後德!史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主義而後禮 'J (注一三)

F昔乙得一者，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神得以靈!谷得以盈!養物得以

生 l 侯王得一以為天 F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P 神無以靈

將恐歇!谷無以殼將恐喝!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將恐轍。" (注 四)

無可懷疑的!老子的「道」具有很明顯的形上意涵!它不但先天地而存在，並且是

天地萬物生化的根源。問題是 這個生化萬物的「道究竟是具有第一因性格的創生

實體?還是主觀主智體證到的主理?它是如何生化萬物的? r 一」、「二」、(二 J 指

的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恐怕不是本文篇幅所可詳究 c 但根據前引卅八章「失道而後德」

來看!擔負生畜萬物的「道 J 在老子心目中，顯然具有保任 切價值實現的根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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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道牢? I 當代道家哲學研究之間輯與展草

它作為人問世界的最高善;不但可失而且可廢 因此!在我們沒有史多更明確的文獻確

定「道 J 是實體還是虛理的情況下!如果順占主拉美先生的見解

「根據中國哲學的傳統!存有學也就是價值論 1 一切萬有存在都具有內在價值!在

輕ij;j宇宙之中更沒有物缺乏意義。 J (注 丘)

則所謂「道 !也就可以理解作規範著存在界中→切天 地、鬼、神、人、我之間和諧

關係的價值理序。換言之道一之生化萬物是以這樣自方式進行著 當 切人物順從

這個價值理序的時候!物正其位少人據其德 1 天清、清單神靈谷盈 寓物得以暢其

生 接王得以為天 F正 有若背離了這種秩序!則不免墜λ 「不道，早死的結局已

質言之，老子心目中的「道一!主要是以一具有規範意義的價值原理的身份!來貞定實

現天地神谷萬物的存在。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u土 六)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寰。天地相合，以

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2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1 知止可以不殆。警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J (注 七)

「化而欲作!哥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J (注一八)

「天 F有始，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于!既知其于 1 種守其母!沒身不殆

(注一九)

I 道」既然是保任一切價值實現的真正根源;是最高善!它又為什麼會在人間失灑

呢?根據-fìí]引諸章!我們知道關鍵即在於「散樸為器， c 始制有名 4 。在此!所謂「

名 J 我們必須澄清的是，它不僅浮泛的指一切名言概念!它還意味著某種特定的 相

對的認知方式!以及相應於這種方式的行為規範系統。摸言之 c 始制有名」意謂著歷

史進化過程中!聖人應人間之需 c散樸為器 J 立長官、別倫秩 分百工的結果。它

一方面是形上之一道 l 在人閉社會的落實與運用，具有教化、提供規範的作用=但另

方面!如果人們不能持守「大制不割」、「知止 J ' C 守母存于」的原則，那麼在「循

名而忘樸，逐未而喪本 J (注二C) 的情說下!它也會曳引著人額心靈走離其樸自然的

大道 墜入危殆的命運 n 因此!老于從批判名言到不遺餘力地措擊仁義!其主要的理由

!即是洞見到人類心靈對名器的執著!終不免演為「大道巨龍 1 有t 義。慧智出!有大備

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J (注二一〕的文明諷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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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日益!寫道自損。揖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1 無為而無不為。 J (注二二)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1 吾以觀復 a 央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日靜 p 是

謂復命。復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 (注二三)

老子置身周文解體的時代?如何再造人間的秩序!一方面必須破除人心對世俗相對

價值系統的執著!另一方面則須重返價值之源!以貞定一切價值的實現不致淪為自我否

定的地步。問題是 對文明習染依賴已久的心靈，又如何找到這個保障一切價值的實現

不會自我否定的形上理序呢。從前引的章句來看!老子採取的是寶路的進路 1 即通過致

庸守靜的日損工夫，先讓每個人回到原來素模的生命本世!從「一復一切復 J (注二四

)之中!觀照一切事物相續相生所必須共經共由的常道 c 換言之!老子在控救價值央序

的文明危機時?他心目中的「最高善 J 只有在人類心靈消極的從一切相對的「名言

教化」系統中超拔出來，亦即讓天地萬物各安其位‘自然其然?恢復原本和諧的關係的

情況下!這才會呈現其在人問世界綿綿不絕的造化生機 c

果如前述，老子圍繞著「道 J 所展闊的一套思考!基本上必須視作一種具有存有學

理趣的文化治療學，那麼，即使這套智慧有其發生的特殊機緣，卻無礙於它的現代性。

因為只要人存在世上 i 並且人文的制作不可能離開天、地 人 我所提供的活動場域，

那麼由文化央調所導致的價值失序 世界觀危機，就隨時可能會發生。因此!從道家的

觀點來看，周文疲弊與當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存在危機，問然在歷史外綠的條件上有天壤

之別，但在本質上卻並沒有兩樣!都是因為「始制有名」、←歡樸為器 J 亦即人類開

啟文明以後!由於遺忘了「道」與「名器」之間的存有學區分!故而在「循名忘樸 還

未喪本」的情況下，招致了危殆的惡果 a 換言之，當代文明的存在危機 1 從歷史溯源的

觀點省察!固然指向立藝復興以後科技的迅速成長 1 但是就老于這種富於存有學運趣的

文化哲學來看 l 與其歸咎於科技，毋寧歸咎於文藝復興之後西方心靈對於「科技理性 J

「泛科學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J 之獨尊與依賴。問題是 人心為何會妄執科技的價值

。難道不是因為我們在陶醉於科技文明之時!遺忘了一項最基本的真理 如果沒有天

地、人、我的和諧共在 1 科技其實是無所謂價值的!它根本不可能實現其豐訴人生的目

的 3 然而不幸的是!人類對文化的覺識!似乎只有在飽受存在威脅的時候才會變得深刻

，而西方存在主義的興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 a 我們看到存在主義的巨學海德格

!每每稱讚老于的智慧(注二五) ，並且在批判西方科技文明時 9 指其主要檀基於「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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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遺忘 J (Oblivion of 8eing) 的傳統形上學!這種跨越時空的心心相印!相信會使

我們更沒有理由讀疑道家哲學在解釋我們當代文化經驗的適切性。

肆、四十年來道家哲學研究之回顧與檢討

在說明道家哲學與當代人類文明處境的相干性之後!回顧四十年來國內外對道家思

想的研究!我們無異也擁有了一項具批判性的視野。由於相關的文獻過於龐大 1 無法

一蒐集討論，因此我們只能就平日已經觀察到的研究趨勢與讀題 1 提出若干反省。

大體而言!過去四+年來海峽兩岸在道家學術的研究上，不可謂不豐?但是自覺地

站在道家哲學的本位上評古論今的著作，卻始終沒有看到。 般至參與研究的重量級學者

，如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 1 均另有關懷，因此!雖然不乏論說精關之作，但

是卻談不上什麼學派 e 我們環視近四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約略分辯?可以歸納為以 F幾

個方向與議題，即

、道家經典的校刊與詮釋

二、道家思想的沉衍與發展

三、道家形上義理的性格歸屬

四‘道家與西方哲學‘思潮的比較研究

首先，關於道家級典的枝干'U與詮釋!由於敦煌本子與漢墓馬王堆出土的{吊書老子

) ，使許多學者都投身到校刊 訓話的工作中 a 這些研究自有其一定的學術價值!但是

對哲學義理的閣幽發徵!並不一定能夠提出什麼突破性的貢獻 3 因此!在數量上這方面

的著作雖然累積的最多!可是對道家哲學的聞揭!卻乏善可陳。

其次!對於道家思想的流衍與發展 1 在性質上屬於思想史的研究。據作者個人的觀

察，這 方面的探索!以大陸地區學者的研究做得最好!蠹灣方面只有近幾年才有人投

注心血口嚴格說束?中國古代哲學的變遷發展!迄今仍存在著許多迷園?其中一個就是

從先讀者、莊到i革初黃老之學?究竟經歷過那些人物、以及什麼特殊機緣，才形成這樣

的蛻變!的確需要推求講明。可惜的是，在沒有更多文獻的印證與支持下，許多的解釋

都帶有臆測的成分，仍待今後學術界進 步的討論。此外，思想史的解釋固然要重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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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證攘!但是解讀資料、證撥的「史觀一與「史識」也應該有所講究，大陸學者皓首

窮經的耐力! 向為畫灣學者所推崇!但是對於千篇一律酌「唯物史觀)以及 整個中

國哲學史就是唯心論與唯物詣的鬥爭」這種史識}卻不能苟同。或許今後兩岸學者共同

重建道家思想史時!可以截長補短，摸索出 個更能反映中國古代心靈活動的解釋基礎

第三個議題!也是與道家哲學最相闊的論題!就是如何判定道家形 t學的性格歸屬

。這個講題在海峽闊岸!有不同的發展 η 大陸地區的學者集中在道家究竟是唯心論 還

是唯物論的爭辯上?參與的學者有關鋒、林聿時 馮友蘭、任繼愈等(注二六) ，黑積

的作品頭鹽，但是真學術佳卻令人質疑;因為唯心論與唯物論的爭議?其實是西方哲學

特定背景下的產物?我們實在懷疑兩千多年前的老、莊是否能懂什麼是一心 J 、什麼是

「物 J (就西方哲學「心」、「物」的意義而言)。另外!在畫、港地區!哲學界的前

雖也因為詮釋方法與觀點的不同，形成對老子形上之「道一的不同解釋;有的學者如唐

君毅方東美 徐復觀等，將「道」理解為宇宙發生論上的「第一因」 或形上學的「

無限實體 J 有的如卑宗三先生?則將「道」理解為主觀心境所證的「虛理」。對於這

個詮釋上的歧異!作者個人曾在十多年前，從詮釋學的立場，提出過評議，茲不贅述(

注二七)。但基本上，對於這個議題的形成，我們必須承認它有-定的學衛價值 1 因為

它至少逼顯出一個方法學的問題 究竟我們在理解中國哲學時，應該通過什麼進路、程

序，這才能適當的保存先哲思想的真相。當我們身為廿世紀的心靈!在思考理解上已經

無法不受西方哲學影響的情況下 3 西芳哲學概主語言的運用 是否也應該有其 定的

限制。尤有進者!這個議題對道家哲學是否能在當代世界中快復其活力 生機 也有決

定性的影響。因為?當<Q們順西方傳統形上學來理解老子的形土之一道 J 時，<<們認為

老于哲學是既不足以與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分庭抗禮}也無法與今日科學的宇宙觀相抗

衡。因此，如何讓道家哲學的智慧仍能夠扣緊當代人的經驗世界發言!有照明、有批判

、有治療 3 我們必須對「道」的義理性格作出判定、技擇 a

最後，值得特別重視的是!一些中、外學者近來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像是從海德格

的觀點詮釋老子(注二八) ，或者將莊于與尼采 (Nietzsche) 德希達( Derrida)比較(

注二九) ，甚至探討道家政治哲學與西方無政府主義(Anachism )、注三口) 自由主

義 (Liberalism) (注三一〕的相似性!這些研究雖然散見中、英文的學術季刊中!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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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輝富啟發性 我們相信 如果未來中國真能發展出 當代新道家 J 則未來道家之學

的講論!一定要能回應當代西方思潮所面對文化課題!因此!如何更具啟發性地安排老

莊與當代西方思潮對話，將是發廣 當代新道家」的關鍵性的 步。

1五 、 持吉言侖

莊子在{逍遙遊)裡;曾經記載著 段故事 e

「惠于謂莊于日 魏玉胎我大報之種!說樹之成而實五石 ， tJ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瓢落無所容。非不愕然大也 3 吾為其無用而措之。莊于日

夫子回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游滯純為事 3 審閱之!請買

其方百金 c 哥貴族而謀日 「我世世為拼濟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嚮技百金!請與

之。』害得之!以說吳玉。越有難 i 吳主使之將!各與超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對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1井濟就!則所用之異也司今于有五石

之喜耳!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飄落無所容。 ~tl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三二)

如果說當代人類的困境主要是來自於科技文明，那麼廿世紀的科技文明可能就是莊

于所描繪酌這麼 個令人又愛又憎、「都落無所容 J 的大物罷!我們從前文曲折的論述

中可以體認~j ，道家哲學雖然興白兩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國?但是它對文明深刻的反省與

批判，即使時至今日，滄海幾度最田，仍然有其穿透力!發人猛省。因此 l 雖然過去幾

十年來!這家之學的研究沒有極聚成 個有力的思潮，但是這決不是說道家哲學失去了

現代性。莊于說 「能不龜于!一也 1 或以封 1 或不免於拼瓣統!則所周之異也一也許

!所有關心中國哲學 中國文化前途的人!都應該從這段話中有所領悟罷 1

5主 年旱

注 當代新儒家可以涵蓋的人物甚夥!嚴格界麗的話!自然以照十力、梁激漠、置君毅 徐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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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張君勸 牟兵三為代表】但是廣聶使用!像李澤厚認為嗎友蘭也可以歸λ新儒家的陣

容 B 可參見李渾厚 (馮友蘭是否用現代薪墉家?) , (鵝湖月刊》第 八九期( 九九

年三月) ，頁廿八。

注二 道揖話係王弘五教揖翻譯 (J M Bochbski) (哲學講話}譯者序的引立，未群出處!可

參見王弘五譯 (哲學講話) (畫北 鵡湖月刊雜詰社}一九七七年五月) ，頁 E 

在三唐君教 (中華人立與當今世昇﹒下 l (畫北學生書局 九七五年五月〉 1 頁五四C

五六五 c

注目 《道德經》第三章。

注五 {道德經}第十二鞏固

f主六 {道德經》第四寸六章 q

注七 {道體經》第宜十三章，

注八 {道德經》第七十四章。

注九 《追憶經》第卅八章 a

法-c r 文化治療學」是作者個人晶T鹽定老子哲學的現代哇，所自鑄的 個名詞。它主要在

表明兩點!一是老子的形之思想與西方傳統彭上學不同，它所關懷的 '1世界~是以λ

作為行動中心所輻射出去的「生活世界. ，價值世界而非願 F 對象之一般」

(object in general)所措設涉的存有物世界 另一是老子哲學應「周土農弊 J 道一機緯

而當!其揖儒家最大X同的地方是 1 它的智鹽、精采全在扭批判 治療!而非「制禮作

樂，化成天下」的積極瞳構

注 《道體總》第重 2

1王一二 《道穗經}第白十二章 G

注三 (單權經》第三十八章。

注 四 (道德經}第三卡九章。

注一五 Thonγe H Fang (The Chinese Vicw Of Life) , The Union Press , 1957 

, Hong Kong , P 21 ' 

注六 {道體經}第二斗九章。

注 七 {道體經}第三十二章 e

注八 《道德紐》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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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九 《道德經》第五十二章 c

注二。 辭轍 《老子解)， (無求備開老子集成扣帽) (名北 藝立印書館 1965年〕頁二

注二一 〈道德經〉第十八章。

注二二 {道體經〉第四十八主義固

注二三 《道德經)第十六章。

注二日 比語惜自牟宗三先生 「 虛葫?一切盡明」之魏 可參見牟宗三 《才性與主理》

(香港人生出版社， : 9 日 3年)買一回一

注二五 M Heidegger (On the W叮 to Language) , Tr William Lovitt , Harper 

and Row , ~ew York , 1971 , P 92 

注二六 這次論戰參與的人相當多 l 作者蒐集的賀科車去完整!但是己見拒慨。可參見關揖《莊

于內篇譯解和批判) (北京 中學書局， 1961 年)

注二七 袁保新 (老于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台北 立捧出版社， : 99' 年)

注二/\: Chang Chung-Yuan (Tao A ::'-i cw Way of Thinking) (台北 敦煌書局影印!

1977年〉

注二九 可參見成中英教揖主編的 (Jounal of Chinesc Philosophy) Vol 11 ?-J Q 2 日益wau

1984 。

注三。 可參見成中英主騙的 (Jou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l0 ;-';0.\ , Hawaii , 

J983 

注三 石兀矗 〈自聾的秩序與無晶而抽) (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請立集>> (台北 台灣大學

哲學系 φ1986年)頁四四九 四六四。

注三二 (莊于自逍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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