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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金如

5月29日，持续两天19个小时的“中国·亳州老庄与老庄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安徽亳州落下帷幕。

先到蒙城，再游涡阳，在亳州市行政会务中心交流一天，满满的行程安排。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给亳州留下如此建

议：“中国·亳州老庄与老庄思想学术研讨会”仅仅是研究老庄文化的一个形式，亳州的老庄文化研究有提升的空间，可在老

庄文化、曹魏文化和药文化融合上大做文章。

该不该争老庄“户口”？
为什么要在安徽亳州召开如此盛会？中国先秦史学会

原常务副会长、现任顾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世凯

阐明观点——“为了先祖大家祭”，即为老庄文化研究树一个

典范，不作无谓的籍贯之争，共同做好文化的传承。

盛世修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各地纷纷开始修地

方史志，往往得出“结论”——某某名人是本地“户口”。孟世

凯回忆，1993年，他在河南鬼谷子研讨会上就了解到，一个鬼

谷子，全国就有18个地方来争，各地都欲分“鬼谷子文化”的

一杯羹，借此拉动地方旅游经济。

可这种争夺有意义么？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走马灯”式

地换，挖掘地方文化底蕴，今天这样搞，明天那样搞，搞来搞

去谁都搞不好。“亳州应以此为鉴，研讨会只是开始的形式，

重要的是后期，亳州的老庄文化旅游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孟世凯说。

一个鬼谷子18个地方来争，以史为鉴

面对老庄，亳州该怎么“做文章”？

“没有亳州的自然条件，就不可能产生老庄”
“没有亳州这边优越的自然文化条件，就不可能产生老

庄。”5月28日一天的参观行程，让孟世凯这位76岁的长者

如此评价。

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李霞认为，道教的形成与淮河

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道家文化主要代表人物的出

生地或生活地都是淮河流域。如，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淮河

支流涡河流域，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淮河北岸的楚国蒙地。

而淮河流域水源丰富，决定了淮河文化主要是一种水文

化。水文化是一种具有灵动性、富有智慧的文化，是一种生

命文化，特别关注生命问题。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使得道家

文化对生命的感受特别强烈，决定了道家智慧主要是一种生

命智慧。

14年前曾到访过蒙城，第一次来亳州、游涡阳，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导，75岁的儒雅学者——王树人教授

说，他此次之行是寻老庄“魂魄”的。

原因很简单，“老庄的‘魂魄’，求悟，超越，在中国乃至世

界，这种境界都很少存在。老庄的‘魂魄’可以给现代科学以

启发。”

“老庄思想还可以治西方的忧郁症”，这是台北中国文化

大学哲学系专职教授曾春海为应用老庄所作的注解，首次将

庄子哲学传入台湾的安徽桐城人方东美（1899～1977，曾任台

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是其导师。曾春海认为，庄子超尘脱俗的

生命智慧和情调，能以艺术家的才情将人的心灵从尘俗中“超

脱解放到自由之境”，是治疗忧郁症的“良药”。

“老庄思想还可以治西方的忧郁症”

上海专家给老庄“报户口”

老子：涡阳人
庄子：蒙城的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老子生在鹿邑还

是涡阳？庄子生在商丘还是蒙城？昨日，在

“中国·亳州老庄与老庄思想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上海社科院、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王振川给老庄报了“户口”：老子就是

涡阳人，庄子就是蒙城人。

王振川称，根据其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

查阅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地理文献，

进行实地考察，以及当代的考古发现，得出这

样结论：南方楚文化中的老庄道家文化，产生

于中国的涡淮地区，这是中国道家文化的源

头，也可以称之为“涡淮文化”、“亳州文化”。

老子的故里在今安徽省涡阳县，庄子的故里在

今安徽省蒙城县。这两地紧邻，1864年涡阳建

县前本是一县，都在亳州市南部。

王振川说：“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早中期

是宋国的地盘，而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因此他

们所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可以说更为雄厚而

深远。代表南方文化的楚国，公元前6世纪与

5世纪间不断向北方扩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他们也将南方楚文化带到北方。南北文化在

这个地区的交流、碰撞、融汇，产生了涡淮文

化，由于地属楚国，因此也是楚文化的一部

分。也就是说，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

的文化地域，就是今天的涡阳与蒙城。涡阳与

蒙城是中国道家文化圈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