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源流，版本及在 Cambridge 的馆藏

一如                         

1. 目前可见最古版本：郭店楚简  

郭店楚简于一九九三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

墓，虽数经盗扰，仍幸存有八百余枚。其中有一少部分无字简；有字简据整理后的

数字统计，共存七三 O 枚，大部分完整，未拚合的小碎片数量不多。郭店一号楚墓

位于纪山楚墓群中。历年的考古资料证明，这裹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

其南面约九公里便是东周时期楚国的都城----纪南城（郢都），再往南面 5 公里处

是古江陵城（今荆州市），即荆州古城。郭店一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其中

遗存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飞漆耳杯、漆奁等文物的形状及纹样都具有十分

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参见《荆门

郭店一号楚墓》，《文物》一九九七年七期）。郭店楚筒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

年代。

郭店楚简的形制不尽一致。就长度而论，可以分作三类：  一类长度在三二·五厘米

左右；另一类长二六·五-三 O·六厘米；第三类长一五-一七·五厘米。竹简的形状

也有两类。  一类竹简的两头平齐，另一类的两头修削成梯形。竹简上都有用以容

纳编缦的契口。前两类长度的竹简每简有两个契口，上下各一个。最短的一类竹简

则有三个契口，上、中飞下各一个。抄写同一篇古书所用竹简的长度和形状是一致

的，而且上下契口的间距也是相同的。郭店楚简的长度比荆门包山楚简要短许多，

前者是传抄的古书，后者是公文、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它们的不同应是楚

国简册制度的反映。

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

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

这次发现的分上下两栏抄写的格式和校正补抄文字的插入方式都是在以往楚简中所

未见的。

郭店楚简出土时业已散乱、残损，虽然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

进行了分篇飞系联，但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状。各篇原来皆无篇题，现在的篇题



是由整理者拟加的。这批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

为儒家学派的著作。

简本《老子》甲、乙飞丙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

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而且章

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老子》分见于今本《老子》的三一章，其内容

有的相当于今本全章，有的只相当于该章的一部或大部。简本现存二 O四六

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

例外。故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原有的数量。

《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

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

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又将《老子》的学术传承至少可以上

推到一百多年前的战国中期。而且竹简本《老子》所存两千多字，约占今本

的五分之二。

官方版本：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１９９８

郭店楚简的诸多整理本，注释及评论在 Cambridge 的 UL 有大量可以借阅，

在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可以浏览阅读。检索方法是在 UL 

‘library beta search ’里面输入“guo dian chu jian”，或者 ‘guo dian 

lao zi ’等相关词条。

2. 帛书版本  

1973 年 12月至 1974 年初，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市马王堆发掘了 2 号和 3 号两座

汉墓。其中在 3 号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代竹简和帛书，一时震惊了

中外学者。帛书《老子》甲本抄写在通高 24 厘米的帛上，《老子》乙本抄写在通高 48

厘米的帛上。皆朱丝栏墨书。甲本的字体在篆隶之间，不避高帝刘邦讳，抄写时代可

能在高祖时期（206-195BC）。乙本的字体为隶书，避邦字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抄写

时代可能在惠帝或吕后时期(194-180BC) 。甲、乙两本各附抄有四篇古佚书，甲本在

卷后，乙本在卷前。甲本《老子》和卷后四篇古佚书合抄成一个长卷，共 463行，约



有 13,000 多字。乙本《老子》与卷前四篇古佚书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残断，分成 32

片，经缀合，共有 252行，约 16,000佘字，两种《老子》抄本大体相同，但和今本对

照，在文字上和篇章次序上都有较大出入。帛书《老子》的《德经》在前，《道经》

在后，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所引《老子》本文次序一致。帛书《老

子》乙本的上下篇卷尾注有“德三千四十一”、道二千四百六十二“字样，为乙本

《老子》的总字数。习称《老子》“五千言”，大概是省事而称的约略之数，帛书乙

本实为 5，467 字。 

评论： 老学专家嚴靈峰在肯定帛书写本为‘历史上所保留珍贵古物’的同时，曾评论说“如果从

其内容上加以探究，帛书《老子》却具备了讹字、脱文、衍误、错简之诸种缺点，明白

地说，是一种从来最古的本子，但却不是最好的版子。” 然而，帛书《老子》的出土，在

老学的研究上，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许抗生说，“其内容虽说与现在的通行本相差不多，文

字上则更接近于傅奕本，但毕竟又有所不同，有的地方甚至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

我们正确地把握和研究老于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根据。”

官方版本：中华书局高明《帛书老子校注》，１９９７

大量帛书版本注释、研究的书籍借阅方法及地点同上。

3. 流传通行本  

今案老子道德經舊本，流傳最廣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種。河上本近民間系統，文句

簡古，其流派為景龍碑本、遂州碑本與敦煌本，多古字，亦雜俗俚。王本屬文人系統，

文筆曉暢，其流派為蘇轍、陸希聲、吳澄諸本，多善屬文，而參錯己見，與古老子相

遠。（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文》）

河上公：

河上公的姓名生地无人能知。 但他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章句》成书最早，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传说秦汉之间，河上公曾到西安一带隐居，被汉文帝奉为上

仙。 

《神仙传》载：“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

《道德经》。时文帝好老子之道，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诵之，不通老子经

者不得升朝。帝于经中有疑义，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州河上有人诵《老子》。’即遣诏

使赍所疑义问之。” 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贺（驾）幸诣之，公在庵中不出，



帝使人谓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虽

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还笃都”须臾，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

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俯而答曰：“余上不至于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

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还笃贱乎？”帝大惊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能忝承

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垂愍，有以教

之。” 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着此经以

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遂于西山

筑台望之，不复见矣”。 

按葛洪说，汉文帝开辟的文景之治与河上公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王弼：

        字辅嗣，三国时代魏山阳高平人（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公

元 226)，卒于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 249)，享年二十四岁。 

　　王弼天才早慧，享年才二十四岁，就注解了《周易》及《老子》这两部思想名著，后来都

成为魏晋玄学的经典之作。这样重要的思想家，陈寿《三国志》却没有他的传记，只在《钟会

传》里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短短二十几字，

非常粗略。 

河上公和王弼注释版本均有大量藏书在 UL均可借阅浏览，检索方法同上。藏书地点主

要在 PIO PAVILION 的 Ground Floor。

4. 现今名家注释推荐  

陈鼓应 著《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 1984

朱谦之 撰 《老子校释——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198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62

…… （检索方法同上）

5. 网上资料链接

网上资料很多，待我们充分探索，日后可以慢慢积累，推荐。这里只举我在搜索资

料时用到的一两例：



http://www.daode.biz/bbs/viewthread.php?tid=863

http://bbs.laozi.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75472

……

道德经，易经，论语，孟子等的英文翻译、注释等在      Cambridge      的馆藏  

目前在 UL 也有很多可以借到，主要在 West Floor。检索方法：输入 "tao te

ching" , "the book of change", “Confucian””Mencius”等等，及可找到相关位置。

祝大家《道德经》研习开心！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75472
http://bbs.laozi.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
http://www.daode.biz/bbs/viewthread.php?tid=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