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二 国学经典常识

主题一 道家常识

任务二 庄子与《南华经》
一、庄子简介

庄子(约公元的 369～公元前 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人，我国古代著名

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生活在一个社会矛

盾极其尖锐的时代，做过漆园吏[对此社会上有两种解释，一说以漆园为古地名

（即现在安徽省蒙城县漆园办事处），庄子曾在此作官；另一说为庄子曾在蒙邑

中为吏，主督漆事（蒙在今商丘市北）。所以可以看出漆园吏即漆园的主管官员；

也有人认为是漆园的小吏或小工，但确是一个地位不高的职位]。生活贫穷困顿，

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

自由。他不满现实，不与统治阶级合作，据传楚王曾以千金相邀为相，被其拒绝。

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后厌恶仕途，隐居著书，成为先秦道家

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道教祖师、南华真人、道教四大真人之一。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思想最重要的开创者，他的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

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后人并称“老庄”。庄子同样站在“天道自然”的基础上，

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事之道。

二、庄子思想

庄子————道：静态的，世界万物本身的属性。“得道”：进入生命的最高

境界——逍遥，无欲无争不是“全身”的一种手段，而是“葆真”的生命状态本

身。

当时诸侯混战，争霸天下，庄子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便辞官隐居，潜心

研究道学。他大大继承和发展了老聃的思想，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道”也

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

境界。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

合一。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

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

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

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

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

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

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

“伪”，所以要摒弃它。

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利益等任何事物，

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

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

有不滞于不滞，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

生。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各宗教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

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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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三、老子庄子思想的不同点

（一）道和人的关系

《老子·第 25 章》宣称：“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这个观点表明尽管人无法与天、地、道相比，却有

别于万物，具有万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庄子的思想却彰显人与万物的一致性，

将人等同于物。人没有任何特殊性，与天地万物具有相同的起源和地位。

（二）处世哲学方面

老子和庄子虽然都推崇道，在自然观、天道观方面有其共同点。然而两人对

道延伸出的不同的处世之道却相去甚远。具体地说，老子宣称道“常无为而无不

为”，主张顺应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同时老子强调要循着道法自然，推崇不争、

谦和。而庄子提倡齐物论，在庄子的视界中，世间的一切差异都是相对的。于是，

无名、无功成为人生在世要修养的内容。

（三）老子与庄子不同的精神渴望。

道家的“道境”就是自由之境，老子庄子的道之于无的意识是最高的自由意

识，将无视为道的根本特征正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从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等思想出发，可知道倒可以自由地化生万物。因此生命与道合一，这

就是老子庄子所认为的生命最高境界--自由之境。但老子与庄子对这种境界的理

解有些差异。老子的道是指纯真质朴本性的实现；而庄子的所认为的则是高度的、

绝对的自由。因此老子的生命哲学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庄子更高地追求个体精

神的自由和超脱。

通过对老子庄子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具有许多相同之

处，其中“道”是老子庄子哲学的根据和基础。他们都认为生命的产生和发展离

不开道。但同时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性，所以不能将老子庄

子等同起来。道家的哲学独特而深邃、冷静而超脱，对我们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

巨大的感召力。对现代社会的人们都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道家的思想价值和作

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在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最具有哲学底蕴的当首推道家哲学。道家以老庄

并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道的推崇，在学说的许多方面都有一致性，因而

二人的学说可以互释、互明。但庄子的思想并不只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延续这

样简单，他们的思想也存在许多差异。

四、《南华经》

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

理说得引人入胜。他的作品被人称之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据传，又

尝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

华真经》，也就是《南华经》。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伟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

般的艺术效果。

1、简介

在先秦说理散文中，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就是《庄子》。《庄子》分“内篇”、

“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

“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

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

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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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如《盗跖》、《说剑》等。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集中表现庄子哲学

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

《庄子》书分内、外、杂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

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流传版本，今已失传。目前所传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

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杂篇

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

“其要归本于老子”。然而就庄子书中寓言、义理及〈天下篇〉对老子思想所评

述，老子与庄子思想架构有别，关怀亦不相同，所谓“道家”思想体系与〈庄子〉

书，实经过长期交融激荡，经汉代学者整理相关材料，方才编定。

2、主要内容

（1）内篇

所谓内篇，乃是郭象（郭象，字子玄，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晋时期玄学

家。小人儒，好老庄，善清谈，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帝王师)。注庄子三十三篇，

删其余十九篇。）所定，可谓庄学之内，一般认为应是庄子所著，是庄子思想核

心，七篇可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内七篇篇目都为三字，与外、杂篇取各篇篇首

两字为题不同，内篇篇目皆标明题旨，应属后人所加。

逍遥游第一

《逍遥游》为庄子哲学总纲，展现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逍遥”原是联

绵词，但也有学者将“逍遥”解释为“消、摇”，也就是消解、消融的意涵。篇

中点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与儒家、墨家乃至老子的理想生命

型态做出分判，同时展现“庄学”的修养境界与工夫进路，以“无己”、“无功”、

“无名”的工夫，消解形躯与世俗的羁锁，达到超越的逍遥境界。

而所谓“逍遥”的境界，即是“无待”（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是指人的

思想和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庄子透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

于无穷者，彼且恶待之”加以豁显，而托寓“藐姑射之山之神人”呈现这样的高

远形象。

篇首以大荒无稽的寓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开始，透过鹏鸟与蜩、学鸠

的对比，点出生命境界的不同，大鹏鸟可以“抟扶摇羊角而直上者九万里”，飞

到南冥。而像斥鴳之类的小鸟，所能飞到的不过数仞之间而已。借此点出“小知

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的“小大之辨”。而其中小与大的境界差别，正在于

“有待”与“无待”，亦即能否超脱外在事物的负累，甚至进而超越大与小的差

别。

庄子在篇中还借由尧要让位给许由的寓言，点出圣人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

为己有，不执著于圣人之名的境界。最后透过魏王赠给惠施的大瓠瓜，点出世俗

之人都受困于有用无用的刻板思考，反而无法见到生命的真实样貌，彰显生命最

适切的“大用”。

齐物论第二

《齐物论》有两种意涵，有学者认为是“齐物”之“论”，也有认为指“齐”

诸“物论”。历来皆认为本篇是《庄子》思想最丰富而精微的一篇，因而也最难

掌握。历代对于《齐物论》的注释、说解在庄学之中最为可观，无形中也增加后

代学者解读与诠释的障蔽。

庄子透过《齐物论》意图消解人类对于世俗价值的盲从与执著，解开“儒墨

之是非”等各种是非对立的学说论辨。庄子并不对各种价值高低或学说议论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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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定、厘清，认为如此反而治丝益棼，所谓是非更无终止。庄子认为止辩之关键，

在于“照之以天”，洞澈价值与学说彼此之间相异却又相生的道理，进而消辩、

忘辩。因为所有辩论的争端，都来自于人类对自我的“成心”，各学说都对其终

极价值有所执著与默认，难以去除，根本无从建立论辩各方共同承认的前提，因

而所有的辩论也无从解决任何争端。所以庄子透过忘言忘辩的进路，超越彼此相

非相生的对立，依顺着万物天生的自然，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

人类对于万物的指称，并非确定不变的，所有对于“指称”、“名相”的执著

或否定，总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回旋之中。而所有的指称、名相，都不是所指称的

“物”自身。所以庄子认为应让所有的“彼”、“此”，所有的万物各自依顺本性，

才能保持心灵真实的虚明与自由。

《齐物论》首段透过南郭子綦与子游问答，提出“天籁”、“地籁”、“人籁”

的不同，所谓“天籁”乃是“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

也！”，也就是让万物能全幅展现自身，所谓的“天”就是“天然”，就是天生万

物的自然面目。南郭子綦说“吾丧我”，就是指透过主体工夫的修养，不让心思

外驰，无止尽地追求，而体察内在“真君”。所谓的“我”是指人的“成心”，会

随着言语，不断往外追索。而“吾”是人的“超越主体”，庄子称为“真君”、“真

宰”，人心应回复最自然的虚灵状态。这就是〈齐物论〉的工夫与境界。

养生主第三

这是一篇谈养生之道的文章。“养生主”意思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认为，

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忘却情感，不为外物所滞。

全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可以尽年”，是全篇的总纲，指出养生最

重要的是要做到“缘督以为经”，即秉承事物中虚之道，顺应自然的变化与发展。

第二部分至“得养生焉”，以厨工分解牛体比喻人之养生，说明处世、生活都要

“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而且要取其中虚“有间”，方能“游刃有余”，从而

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缠。余下为第三部分，进一步说明听凭天命，顺应自然，“安

时而处顺”的生活态度。

庄子思想的中心，一是无所依凭自由自在，一是反对人为顺其自然，本文字

里行间虽是在谈论养生，实际上是在体现作者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旨趣。

人间世第四

庄子以为人要有慈悲心和责任感，而又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

所以颜回想拯救卫国人民；而子之爱亲与臣之事君，二“大戒”也无可逃避。但

是，一味直接求取“大用”，必遭横祸；一味退隐自愿“无用”，又白来这一趟，

都不圆满。必须知道要“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尽人事而

“自事其心”、“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因无用而大用。“因无用而大用”就是人

间世合情合理的人生真实与态度。

德充符第五

“道德内全之无形符显”就是庄子所说的“德充符”。《文始经》说：“圣人

终不能出道以示人。”“道德内全”之人，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金刚经》

也说：“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德充符第五〉中，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

哀骀它等人，都是残障或貌丑之人，可是他们都是“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

实而归”、“不言而教，无形而心成”之才德内全的圣人。虽然五体残障或面貌丑

陋，只要道德内全，自有无形的符显，使他们成为比身体健壮、面貌美好的人更

尊贵的圣人。“道不在五形或肉身”，这是〈德充符第五〉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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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师第六

大宗师就是道德与能力都达到顶点的真人或师者。他们已经“知天之所为，

知人之所为”，而且“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于万物，不为爱人。”〈大

宗师第六〉中，真人境界的描述很多，例如：“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

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

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

知其极。”

但是真人不必“驾鹤飞升”，就能自由出入于仙境与人间，他们的言行心境

是如何？〈大宗师第六〉说：“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

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又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所以，入于“游戏三昧”，“同于大

通”，才是真正庄子所说的大宗师。

应帝王第七

《应帝王》谈的是君主治理国家应该采用的方法。道家治国的理念是“民主

自由，无为而治”，〈应帝王第七〉的见解当然也是一样。所以，“正而后行，确

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

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道家视宇宙万物为一体，所以有“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说法。因此，

庄子对万事万物的态度，也一样采取不干预的方法。对民心民情、万事万物，若

“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就能胜物而不伤。否则，（寓言）对浑沌“日

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就大大不美矣！

（2）外篇、杂篇

外、杂篇来源驳杂，秦汉以来，多数仍认为与内篇同属庄子作品。宋代苏轼

指出其中有四篇，应非庄子所作。清代王夫之论析外、杂篇思想与内篇不同，不

是庄子之书。至今，一般认为外杂篇，应是庄子后学及道家相关学者所作，经长

期积累，由汉朝人所编汇，附于内篇之后。外杂篇之编纂，反映汉朝人对庄子思

想与道家体系的理解。《史记》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道家，与今日学者

所论，差异很大，即可见其中梗概。《庄子》外、杂篇，篇目虽杂，大体包括述

庄、黄老、无君等主要内容。

五、《庄子》选段

1. 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

（翻译：灵巧的人多劳累而聪慧的人多忧患，没有能耐的人也就没有什么追求。

此句出自《庄子》中的杂篇《列御寇》一篇。）

2.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

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庄子·大宗师》：泉水乾涸了, 两条鱼为了生存, 彼此用嘴里的湿气来喂对方,

苟延残喘。但与其在死亡边缘才这样互相扶持, 还不如大家安安定定的回到大海,

互不相识的来得好。看来庄子并不喜欢相濡以沫，相濡以沫不过是特殊场景下的

特殊事件。）

3.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

然周也。不知周之梦蝴蝶，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

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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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然,十分轻松惬意.这时全然

忘记了自己是庄周.一会儿醒来,对自己还是庄周十分惊奇疑惑.认真想一想,不

知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在

醒时的所见所感是真实的,梦境是幻觉,是不真实的.庄子却以为不然.虽然,醒是

一种境界,梦是另一种境界,二者是不相同的；庄周是庄周,蝴蝶是蝴蝶,二者也是

不相同的.但庄周看来,他们都只是一种现象,是道运动中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

而已.）

4. 北海有大鹏怒而飞，其翼垂天之云，水击三千丈，扶博遥之上九万里！

5.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齐物论》才智超群的人广博豁达，只有点小聪明的人则乐于细察、斤斤计较；

合于大道的言论就像猛火烈焰一样气焰凌人，拘于智巧的言论则琐细无方、没完

没了。——从这点来看，简单的就是真实的、美的，是符合自然的。）

6.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意思是：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骏马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瞬间而过罢了。

《庄子·外篇·知北游》）

7.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

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外篇《知北游》：天地是硕大无朋的大熔炉，而造化则是技艺高超的大匠人，

它们陶熔浇铸了宇宙万物，万物的生息繁衍、生死荣枯都是这熔炉和大匠的驱遣，

生死存亡浑浑然一体归入大化的熔炉之中。——不必强自己所不能，一切得失都

是顺应，于是生之欢乐、死之悲哀都会在这大顺应、大过程之中消融。如此，则

真正摆脱了人生倒悬之苦矣。）

8.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出自战国•庄周《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

天象还要困难。）

9.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外篇《秋水》：井底之蛙你不可以和它讲海，因为它被狭小的生活环境所局限；

夏日之虫你不可以和它讲冰，因为四时不同；乡曲之土，不可能跟他们谈论大道，

是因为教养的束缚。——由于环境的差异，人各有不同；道不同者，难以与之相

谋。井蛙“拘于虚”说明人们往往被狭小的生活环境所局限，环境对人的影响是

巨大的，人的见识、品格因环境不同而不同。）

1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外篇《让王》：太阳升起时就下地干活儿，太阳下山了就返家安息，无拘无束

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心中的快意只有我自身能够领受。——反映了小农经济下人

们的理想和追求 ；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安定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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