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颍滨先生道德经解
此本《颍滨先生道德经解》正文用墨印《道德经》正文及苏辙注释，另用朱色将凌以

栋的批点印于书眉及正文行间，书首有李载贽署名的序言一则、河上公老子序、司马迁

《老子列传》。批点者凌稚隆，则是凌氏套印书籍的开创者凌蒙初的叔父，此本亦是

凌氏出版众多套印书籍中较早刊印的一部。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

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即李耳，

河南鹿邑人）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

《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

经》，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思想内容微言大义，一语万

端。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

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汉族，眉州眉山（今属

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

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

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

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

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凌稚隆（生卒年不详），字以栋，号磊泉，明代学者、雕版印刷家。浙江乌程晟舍

（今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晟舍村）人，祖先世代为官，凌濛初（1580年—1644年）的叔

父。他撰纂并刻印了大量书籍。如《万姓类苑》（传记）46卷、《史记评林》130卷、

《汉书评林》120卷、《史记纂》24卷及《五车韵端》、《文林绮绣》等，雕制精良，

为后世藏书家珍视。

李载贽即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禅师、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

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

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

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

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

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著有《焚书》、《续焚

书》、《藏书》等。

另外，如果你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经解感兴趣，你还可以下载，《两苏经解》（七种

六十四卷，大小543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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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焦竑辑万历25年毕氏刻本：（东坡先生易传九卷，东坡先生书传二十卷）苏轼撰；

（颍滨先生诗集传十九卷(缺)，颍滨先生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

颍滨先生道德经解二卷）苏辙撰

苏轼（1037～1101），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字子瞻，一字和

仲，号东坡居士。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号，

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

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

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

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

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

《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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