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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韓非子》＜解老＞、＜喻老＞之研究


摘　要


＜解老＞、＜喻老＞二篇是最早對《老子》文句的注疏，本文擬討論此二篇對《老子》思想之援引與創發。第一章探討當前研究現況與既有成果，並界定研究範圍與所依據的研究材料。


第二章哲學問題之思想史考察，以「分家不分人」之觀點，重新檢討韓非之學，同意《韓非子》中既有韓非本人之自著，亦即摻雜韓非子後學作品。


第三章＜解老＞「道論」道實體化的轉向詮釋，主要探討＜解老＞對《老子》道論的義理新詮，＜解老＞以為，道不再是形上智慧的表現，而是萬事萬物的普遍法則，強調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的必要性。


第四章＜解老＞「德論」與《老子》修養工夫之比較，＜解老＞轉換《老子》之修養工夫為君主御臣權術，要君主守靜以待天下動，則天下皆在君主掌握之中。並且＜解老＞在解釋儒家仁義思想是有所取捨，並未完全及於孔孟儒學的全部內涵。


　　第五章是有關＜喻老＞的探討。＜喻老＞將許多的歷史故事比附於《老子》章句之下，使《老子》之體道哲學有了具體可感的呈現。本文分權謀、重勢與法治思想三方面加以討論。


　　第六章結論，＜解老＞、＜喻老＞的思想內容與《老子》不同，但是作為一個理論的詮釋者而言，它無疑是成功的，不但是後來的漢代黃老學說的開拓者，而且還完善了韓非法術勢學說的不足，以道論德論之長，成為韓非哲學思想的理論根基，雖然其中論說不免有牽強附會之處，但瑕不掩瑜，其所閃爍的政治智慧則萬古長青。
	關鍵字(中)	
      	  ★ 先秦哲學
★ 韓非子
★ 喻老
★ 解老
★ 老子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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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	張純、王曉波	臺北  聯經出版社	1994年


韓非思想體系	王靜芝	臺北  輔仁大學文學院	1979年


韓非哲學研究	高柏園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4年


二、學術論文


（一）學位論文（依篇名筆劃順序排列）


《道德經》與《黃老帛書》「道論」的比較研究	謝君直	私立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0年


《韓非子》的治國思想	曾國祕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韓非子》的道家色彩	倪麗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年


司馬遷黃老理論之研究	鄭圓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7年


先秦法家「道法」思想的哲學研究	王照坤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999年


韓非子思想研究－道在韓非子思想中的意義及其開展	蔡汀霖	私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992年


韓非子思想淵源之研究	孫邦盛	私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985年


韓非子解老、喻老研究	唐淑貞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年


韓非子與黃帝四經之比較研究	郭美玲	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年


韓非與道家思想	戴玉珍	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3年


韓非學歸本於黃老析探	陳伯适	國立政治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年


（二）期刊論文（依篇名筆劃順序排列）


《黃老之學新論》讀後的幾點思考	許抗生	中國哲學史	1993年第5期


道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崔大華	文史哲	1995年第1期


法家反人文思想之歷史觀	韋政通	民主潮第7卷第4期	1957年2月


法家與中國文化	鄭良樹	大陸雜誌第92卷第1期	1996年1月


秩序與創新－從文化治療學的角度省思道家哲學的現代義涵	袁保新	鵝湖月刊第27卷第2期總314	2001年8月


從《經法》等佚書四篇與《韓非子》思想之關係論韓非之學本於黃老之說	康韻梅	中國文學研究第6 期	1992年5月


從古代禮刑的運用探討法家的來歷	沈剛伯	大陸雜誌第47卷第2期	1973年8月


黃老思想源流	劉蔚華	文史哲第172期	1986年1月


道家流變史論	莊萬壽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36期	1990年


漢初黃老思想下「禮法」合流之探析	詹哲裕	復興崗學報第52期	1994年9月


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	張秉楠	歷史研究	1990年第5期


論「歸本於黃老」－韓非子論「道」	王曉波	臺大哲學論評	第22期


論司馬遷述慎到申不害及韓非之學	王叔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4卷第1期	1983年3月


論韓非＜解老＞和＜喻老＞	李定生	道家文化研究第10輯	1996年8月


韓非子治道論評析	鄭力為	鵝湖第9卷第3 期	1983年9月


韓非子思想及其批判	趙雅博	大陸雜誌第80卷第6期	1990年6月


韓非子政治思想之背景和淵源九論	盧瑞鍾	社會科學論叢第37期	1989年3月


韓非子政治哲學之開展與極成	高柏園	中國文化月刊第92期	1987年6月


韓非子政治哲學的理論根基	高柏園	中國文化月刊第63期	1985年1月


韓非形名觀念之探析	康韻梅	中國文學研究第5 期	1991年5月


韓非法思想的特色及其歷史意義	楊日然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1期	1972年


韓非思想的哲學基礎	王曉波	食貨第11卷第9期	1981年12月


韓非思想與道家的關係	鄭忠振	中師語文第2期	1992年5月


韓非哲學的主要內容	高柏園	淡江學報33 期	1994年3月


韓非與老子	陳奇猷	道家文化研究第6輯	1995年6月


韓非學術源於老子說	羅宗濤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8號	1964年6月


韓非融儒道法三家成學考	呂凱	東方雜誌第23卷第3期	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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