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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古今學界一致認爲老子歸隱後西去。這種說法出自神仙家言，不可

信。根據先秦典籍記載和道家學派在老子家鄉一帶興起的事實，我們認爲老子辭

官後回到了故鄉，幷在那裏授徒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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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說老子「至關，……莫知所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後人解釋說這

個「關 」是指函谷關或散關，於是老子辭官之後出函谷關西去，莫知所終，就

成了兩千多年來的學界定論。事實上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我們認為老子辭官之

後並沒有西去，而是回到了故鄉陳國從事授徒講學活動，從而在以陳為中心的地

區建立了具有重大影響的道家學派。 
 

一、老子出函谷關或散關西去的說法不可信 

 
    司馬遷只說老子辭官後「至關」，應關令尹喜之邀，著書上下篇。並沒有說

明這個「關」 是什麽關。一直到了南朝，裴駰才在《史記集解》中說：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

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

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所終。」 

 
    這就是說，老子西去的最早記載見於神仙家言。這段記載也見於今本《列仙

傳》，書中還說老子生於商代，「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後周德

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後來，唐代的司馬貞在為《史記》作索隱時，也

說：「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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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是也。」唐代張守節作「正義」說：「《抱樸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

喜於散關，為尹喜著《道德經》一卷。』」 
 
    《列仙傳》的作者，有人說是劉向，有人說不是。即便是劉向所寫，《列仙

傳》也只能看作天方夜談類的神話，不可據為信史。《水經注》十九《渭水》說：

「昔李耳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而《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已是北朝人，他

很可能是從《列仙傳》等傳說中抄來的，不足信。僅就以上有關老子和尹喜的記

載，就有許多常識性的錯誤： 
 
    第一，如果關令尹喜是周大夫，那麽他所看守的關口就不可能是函谷關或散

關，因為散關處於今陜西省的西部，在春秋末年，這裏屬於秦國土地。函谷關在

洛陽的西邊，但也屬於秦國所有。秦國怎能讓一個「周大夫」去為自己看守邊關

呢？ 
 
    第二，既然老子是生於商代，那麽在他西去的時候，就不可能只有八十餘歲，

或二百餘歲 。而是五百歲左右。這顯然是神話。 
 
    第三，《列仙傳》說老子到了大秦國，大秦是指羅馬帝國。《史記‧大宛列傳》

提到羅馬帝國，但不叫「大秦」，而叫做「黎軒」，《史記索隱》說：「《漢書》作

『黎靳』，《續漢書》一名『大秦』。」可見「大秦」這一名詞出現較晚。東漢和

帝永元九年，西域都護班超派他的屬官甘英出使大秦，中途遇海而還。以朝廷之

力，去大秦尚且困難，更何況老子已是垂暮老人，坐的是老牛破車，如何到得大

秦，即使到了，信息又是如何傳回來的？ 
 
    現在的學界一般認為，是東晉的道士王浮在此基礎上，又作《老子化胡經》，

說老子到了西域，教化了佛祖釋迦牟尼。其實，老子化胡的說法，至少在東漢後

期就已經出現，《後漢書‧襄楷傳》記載，襄楷在給桓帝的奏章中說：「或言老子

入夷狄為浮屠。」而襄楷也是一個知識不多而又敢信口開河的人，同篇接著記載

說，他斷言「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這說明

他不僅沒有弄清先秦的歷史，甚至連漢代的歷史也不清楚。可以說，老子西遊化

胡的說法更是以訛傳訛。 
 

二、老子晚年回故鄉授徒講學 

 
    在春秋戰國時期，無論大國小國，都設有自己的關口，東周國也不例外。因

此，尹喜所看守 的關口雖然無法確定究竟是哪一個關口，但基本可以肯定它是

東周的一個關口。春秋末年，東周的地盤已經不大，因此這個關口也就在洛陽周



 3

圍，而絕不會是什麽散關。老子走出東周的邊關以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授徒講

學。關於這一點，我們有以下證據： 
 
    第一，細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可以從中找到老子回到故鄉的蛛絲馬

跡。司馬遷在文中說，後人傳說戰國時楚人老萊子和周太史儋就是春秋末年的老

子，這雖然只是附會，但這一傳說至少可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即當時的人和司

馬遷都不認為老子出函谷關到了異族地區，不然，這個附會就不會產生了。時人

和司馬遷都認為：老子的確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但究竟是很快就去世了，還是

一直活到了一百六十餘歲，甚至二百餘歲，那就無法確考了。 
 
    第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老子的兒子宗當了魏國的將軍，封在段干。

接著，「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為膠西王印太

傅，因家於齊焉。」這個記載在細節上可能有誤，但它大致上給我們提供了這樣

一個事實：即老子後代的活動範圍 基本是在魏、齊一帶，而魏、齊都是在老子

故鄉的周圍。這一事實從側面說明了老子辭官後是回到了故鄉。如果說老子辭官

後，獨自一人遠遊西域，而把自己的家屬送回故鄉，似不合情理。 
 
    第三，《列子》、《莊子》等有關典籍明確記載老子辭官後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列子‧仲尼第四》記載：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

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

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

聃之弟子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這段記載的下文還很長，主要講魯君聽到這件事以後很驚奇，就把亢倉子請

來，並把亢倉子講的道理轉述給孔子聽，「仲尼笑而不答」。這說明了老子的確是

在陳國教過學生，而且他的學生與孔子同一時期。過去，不少學者說《列子》是

一部偽書，現在，這一根據不足的說法基本得到了否定。我們認為，《列子》的

這一記載基本是可信的。 
 
    另外，《列子‧周穆王第三》還記載說，「秦人逢氏有子，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其父很著急，在別人的

建議下，他就去魯國尋找能夠治療此病的多藝君子，結果在路過陳國的時候，遇

到了老子，老子對他進行了一番教導。把以上兩則記載結合起來，更能說明老子

在出名後的晚年，曾生活在自己的故鄉。 
 
    《莊子‧天道》對此講的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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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

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孔子想把自己整理的圖書藏於天子的圖書館中，於是就去找曾在該館工作

過、現已辭官在家的老子幫忙，結果道不同不相為謀，碰了一個釘子。這段記載

中的老子「免而歸居」，明確說明了老子離開東周之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關於

老子居住的具體地點，《莊子‧天運》中也有記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這一記載說明老子辭官後曾在沛地居住過，沛在今江蘇徐州，與老子的出生

地很近。 
 
    有人說《莊子》一書多為寓言，不可信。其實我們不要忘了，莊子除了使用

寓言之外，還使用了重言和卮言1。而重言就是引用歷史上的真實故事來佐證自

己的言論。比如《莊子》書中記載了許多孔子的言論，似與真實的孔子有不少出

入，但它記載的有關孔子的籍貫、年代 和生平，基本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莊子》

說孔子到陳國去向老子請教，這完全是可能的， 因為《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孔子多次到過陳國，而且在那裏停留的時間很長。 
 
    我們認為，《莊子》中有關老子的記載是合乎情理的。特別是關於老子的去

世，《莊子‧養生主》中有一段記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

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2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這則記載說明老子的確是死了，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去世的具體地點，但基本

可以斷定他是死在中原地區，而且還有學生。老子生前即受到當地居民的愛戴，

不然，在他死後，不會有這麽多的人前去吊唁。我們再看後人對這一段的解釋： 
 

                                                 
1 編按：莊子爲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 zhī yán ㄓㄧ ㄧㄢˊ」，莊子自己

也曾說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莊子•寓言》）。何爲「寓言」？

凡是出自虛構、別有寄托的語言，無論是禽言獸語，無論是離奇故事，無論是素不相及的歷史人

物海闊天空的對話，都屬于「寓言」之列；何謂「重言」？凡是重複——也就是援引或摘錄——

前賢或古人的談話或言論，都屬于「重言」之列，至于這些前賢古人是否講過這些話，無從考證，

通常都是莊子爲了增加自己言語的說服力和權威性而假借這些古人來表達自己的見解。何謂「卮

言」？「卮言」就是那些寫起來行雲流水，讀起來酣暢淋漓，給人以浪漫主義美感的語言。 
2 編按：qí ㄑㄧˊ古同「祈」，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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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君即老子也。……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

竟無其跡， 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

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莊子集釋》卷二註

引成玄英疏)莊子說老子雖然是一個深受大家愛戴、非常了不起的學者，但他最

終還是同我們一般人一樣去世了，而後人卻說老子是一個遠度流沙、不生不死的

神人，兩相比較，誰的記載更為準確，更為可信，就不言自明了 。 
 
    因此我們斷定：老子辭官之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一帶收徒講學，其中可能

到外地旅遊過 ，但最終還是死在中原地區。 
 

三、道家學派在鄭宋陳齊的興起說明老子晚年在家鄉授徒講學 

 
    從老子創道家學說開始，一直到西漢初年，道家學派一直活躍在以陳地為中

心的鄭、宋、齊一帶，而不是西域，這一現象也有力地說明了老子晚年回到了家

鄉，不然，這一地區道家學派如此興盛的原因就無法得到解釋。 
 
    在老子家鄉西邊不遠的鄭國，出現了一位道家著名學者列子。過去有人曾懷

疑列子的存在，但這一觀點現在已被學術界否定，因為《戰國策‧韓策》、《莊子》

諸篇、《呂氏春秋‧不二》等對列子的生平思想都有明確記載。關於列子的籍貫，

劉向為《列子》作序說：「 列子者，鄭人也。」《列子》第一篇《天瑞》一開始

就講：「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這說明列子主要生活在鄭國，《列子》

所記載的有關列子的活動也主要發生在鄭國。列子是鄭國人，這一點無可懷疑，

但其故里的詳細地址已不可考。所好鄭國不大，我們可以假定他是鄭國國都新鄭

(在今河南新鄭一帶)附近的人。而新鄭距老子家鄉很近。 
 
    在老子家鄉北邊不遠的宋國，出現了另一位更有名氣的道家學者莊子。莊子

的故里在哪裏，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意見認為在今河南商丘附近，

另一種意見認為在今安徽蒙城。其實這種分歧完全是由於各地爭名人而造成的，

不該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因為只要弄清楚莊子屬於戰國時代哪個國家的人，這個

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最早記載莊子國屬的是《韓非子‧難三》，該文明確講莊子

是「宋人」。其他如《淮南子‧修務訓》的高誘註、劉向的《別錄》、班固的《漢

書‧藝文誌》、張衡的《髑髏賦》等等，都認為莊子是宋人。可以說，在唐代以

前，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如果我們承認莊子是宋人，也就等於承認莊子的故里

在現在的河南商丘。因為在戰國時代，安徽蒙城不屬於宋國。而且安徽蒙城當時

也不叫「蒙」。當時宋國叫「蒙」的地方只有一個，即在今天的商丘附近。商丘

在老子故里北邊約二百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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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子家鄉東邊的齊國，道家影響更大。在那裏，雖然沒有出現像莊、列那

樣的大家，但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聲勢的道家學派，其中有不少人在道家學派中

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齊宣王時，就有一個名叫顏斶3的道家人物，他處處以道家的思想來指導自

己的生活，《戰國策‧齊策》記載，他在齊宣王面前說明士為貴、王為輕的道理

時，就曾引用過老子的話，他說： 
 
    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

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4。」是其賤之本歟？ 

 
    這段話中的第一處引語雖然不是出自《老子》，但與老子思想是相通的。至

於第二處引語，則是《老子》中的原話。而且《戰國策》的作者在評論顏斶時說：

「知足矣，歸真反樸，則終身不辱也。」也是把顏斶看作道家人物。 

 
    一直到漢初，道家學派主要活動地區仍然在齊。我們看有關記載： 
 
    1、曹參任齊相時，受當地道家人物蓋公影響，施行無為政策。後來，這一

政策影響到了全國 。(《漢書‧曹參傳》) 
 
    2、張良於陳齊間下邳遇道家人物黃石公，受《太公兵法》。(《漢書‧張良

傳》) 
 
    3、「田叔，……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漢書‧

田叔傳》) 
 
    4、「(齊相)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

(《漢書‧高五王傳5》) 
 
    5、「陳平，陽武(古屬陳國)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

之術。」(《 漢書‧陳平傳》) 
 
    這麽多的道家人物出現在以陳為中心的地區，充分說明老子在故鄉有過一段

相當長時間的 授徒生涯，結合老子的生平經歷，這段授徒經歷又只能發生在他

                                                 
3 編按：斶 chù  ㄔㄨˋ古人名用字。 
4 編按：不穀，不善 
5 編按：「高五王」，指高祖八男中之五男：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

靈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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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隱後的晚年。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老子歸隱後回到了故鄉，而不是到了西域。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