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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庄子其人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
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
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
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
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
《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
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
周。
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
公云：‘字子休。
’”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
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
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
还不得而知。
至于庄子正式号“南华真人”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
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
“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
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
《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
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
”《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
”《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
”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
”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
，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
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
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
近人马叙伦《庄子年表》据《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
，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
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
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
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
《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
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
。
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
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
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独与
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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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让。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
植漆树的小官。
《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
漆而固者”。
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庖丁解牛”，《人间世》
“匠石之齐”，《达生》“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
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无鬼》
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
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
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
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
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情
”(《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
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
家的个性。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肱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二、《庄子》其书    ⋯⋯    六、历代的庄子研究    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
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
《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
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
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
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
注和李颐的集解。
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
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
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
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
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
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
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
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
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
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
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
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
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
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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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
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最大特点。
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
宋明时期重要的文入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
、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
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
想理论与思维方法。
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
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
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
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
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昭《庄子音义考证》
、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
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
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
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
》、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溶《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
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
》、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
    方勇    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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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
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
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
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
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
《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
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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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既使我与若辩矣①，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②？
其或是也③，其或非也邪④？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黠暗⑤，吾谁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
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⑥？
何谓和之以天倪⑦？
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⑧；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
化声之相待⑨，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⑩，所以穷年也⑾。
忘年忘义，振于无竟⑿，故寓诸无竟。
    【注释】    ①若：你。
    ②而：你。
    ③或是：有一人对。
    ④或非：有一人不对。
    ⑤人：他人。
黠暗：暗味不明的样子。
    ⑥彼：指下文的“天倪”。
    ⑦和：调和。
天倪：自然的分际。
    ⑧无辩：用不着争辩。
    ⑨化声：与是非纠缠在一起的话。
相待：相对待。
    ⑩曼衍：游衍自得。
    ⑾“化声之相待”五句：此五句当移至“何谓和之以天倪”前。
穷年，谓享尽天年。
    ⑿振：振动鼓舞，这里有“逍遥”之意。
竟：又作“境”，境界。
    【译文】    假使我与你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你果真是对的吗？
我果真是错的吗？
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果真是对的吗？
你果真是错的吗？
是有一个人对，有一个人错呢？
还是双方都对，双方都错呢？
我与你都不知道，那么别人就更会糊涂而昧于所从了，我又能让谁作出正确的评定呢？
如果让观点和你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与你的观点相同，又怎么能评定呢？
如果让观点和我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与我的观点相同，又怎么能评定呢？
如果让观点和你我都不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与你我的观点都不同，又怎么能评定呢？
如果让观点和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评定，既然与你我的观点都相同，又怎么能评定呢？
既然如此，那么你我与他人都不能相互了解，是在等待天倪吗？
什么叫做以天倪来调和一切是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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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便是不是，然便是不然。
“是”假使果真是“是”，那么“是”与“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也用不着争辩；“然”假使果真是
“然”，那么“然”与“不然”就是不同的，这也用不着争辩。
化声是相敌对而成的，若要使它们不相敌对，就应该用天倪来加以调和，任其游衍变化，这样就可以
享尽自己的天年。
忘掉岁月与义理，就能逍遥于无物无是非的境界，因此也就能终身寄寓于无物无是非的境界了。
    罔两问景曰①：“曩子行②，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③？
”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④？
吾待蛇虫付蜩翼邪⑤？
恶识所以然？
恶识所以不然？
”    【注释】    ①罔两：影外之阴，或谓影外之影。
景：通“影”，影子。
    ②曩：从前。
    ③特：独立。
    ④所待：即所待者，指形体。
    ⑤蚶：蛇鳞。
蜩：指蝉。
    【译文】    罔两问影子说：“刚才你在行走，现在又停下来；刚才你坐着，现在又站了起来；你为
什么没有独立的志操呢？
”    影子说：“我因为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吧？
我所依赖的东西又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吧？
我依赖形体而动，犹如蛇依赖腹下鳞皮而行、蝉依赖翅膀而飞吧？
我怎么知道所以这样的原因呢？
又怎么知道所以不这样的原因呢？
”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①，栩栩然胡蝶也②。
自喻适志与③，不知周也。
俄然觉④，则蘧蘧然周也⑤。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物化⑥。
    【注释】    ①昔者：夜间。
昔，通“夕”。
    ②栩栩然：形容蝴蝶飞舞得轻快自如。
    ③自喻：自乐。
适志：快意。
    ④俄然：突然。
    ⑤蘧蘧然：忽然觉醒的样子。
    ⑥物化：指一种泯灭事物差别，彼我浑然同化的和谐境界。
    【译文】    夜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了蝴蝶，它飞舞得轻快自如。
自己觉得快乐极了，竟然完全忘记自己是庄周。
突然醒来，就惊觉自己原来是庄周。
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为了庄周呢？
庄周与蝴蝶，在世人的眼光中看必定是有分别了。
这就叫做物化。
    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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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有文彩的哲学著作！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是中国古代精神自由史上的第一
名著，在中国古典文学、哲学、艺术思想史上均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经典”地位。
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共三十三篇。
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奇诡的创作手法，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是一部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
古代诗意散文集。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
由方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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