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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传论庄子智慧书。
庄子这位特异的古代哲人，他的身世和他的著作《庄子》一书，被悠悠岁月所堆垒的层层面纱缠绕得
扑朔迷离。
要发掘庄子的智慧，首先必须对庄子其人及其书进行一番探讨。
本书开篇，根据比较可靠的另外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对庄子的生平及身民作了比较详慎的描述和分
析，关于《庄子》书内、外、杂篇的“真伪”问题，既不囿于学界某派的成说，也不对各篇进行烦琐
的考论，而是从庄子思想逻辑发展的角度予以整体的考察和运用。
其实，《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学派的作品，可称之为“庄学”；犹如《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弟子的
作品，故可称为孔学一样。
因此，笔者在论述庄子思想时，是从庄学的视角来运用《庄子》一书的。
    在书的后半部分，笔者着重论述了庄子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目的是让读者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和更为宽泛的背景上，却了解和把握庄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地位和作用，以便从总体上去观览以儒道互补为建构而兼综他家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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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庄子的美学与他的哲学是浑然一体的。
庄子的哲学是美学化了的哲学，其美学则是哲学化了的美学。
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本原，是最高的哲学范畴。
在庄子的美学中，道也是美的最高境界。
《田子方》篇借孔丘与老聃的对话表达了庄子的这一观点。
《田子方》篇记载，孔子去见老聃，老聃刚洗完头，正披发待干，凝神而立，像座偶像，孔子退出，
须臾进见说：“我是眼花了呢？
还是真的？
刚才先生形体直立不动犹如枯木，好像超然物外而独立自存。
”老聃回答他：　　“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
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
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　　老聃说：“我正游心于万物的本源。
”孔子问：“这是什么意思？
”老聃说：“心因而不能知晓，口闭而不能言说，勉强为你说个大概吧！
阴阳两者互相交融而万物化生，或为万物纲纪，却不见形象，死生盛衰，时隐时现，日迁月移，无时
不在发生作用，却不见其功绩，生有所始，死有所归，始终循环无端而不知其究竟，如果不是这样，
那末谁是它的宗本呢？
”孔子说：“请问游心于此时的情景如何？
”老聃说：“达到这种境界，至美至乐。
体味至美而游于至乐，可称为至人。
”这就是说，达到了道的境界就会获得美的最大享受，获得最高的美感，可见，庄子把体“道”作为
美的最高境界。
　　（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道”孕育和包容了天地万物，因而天地万物的美都是道的体现。
《庄子》书中曾多次讲到天地之美。
如《知北游》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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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天地有大美却不言语，四时有明确的规律却不议论，万物有生成的道理却不说话。
圣人推原天地的大美而通晓万物的道理，所以至人自然无为，大圣不妄自造作，这是因为他们取法于
天地的缘故。
这里庄子十分明确地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之间，为天地所具备。
这种天地之美也是古代圣贤所称道的。
故《庄子·天道》篇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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