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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象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镇。
自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开始，汤一介、许抗生、余敦康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前辈学者，都
在这个课题做过深入的研究。
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仍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未能真正地将郭象的《庄子注》作为一部注释的作品
来加以研究，导致对许多重要材料的误读，从而无法真正地把握郭象思想的整体脉络；其二，与前一
问题相关，对于郭象《庄子注》的注释特点以及此书基本性质缺乏精准的把握；其三，未能对郭象哲
学的重要概念给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造成了颇多含混的见解。
　　本书从《庄子注》的注释技艺着手，着力于对郭象《庄子注》的注释特色的揭示。
从而进一步深入地揭示出《庄子注》与《庄子》本文之间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郭象的重要哲学概念做深细的研究，从而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其思想的内在理致。
通过这样的研究，尽力减少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界对于郭象思想的各种偏颇、粗率的意见。
在关于“自生”、“独化”、“逍遥”、“迹”与“所以迹”等重要的郭象哲学的问题，本书都在文
本细读的基础上，提出更为深入周详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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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象《庄子注》在对具体文段的注释上择取向秀注的地方亦甚夥。
如《应帝王》“萌乎不震不正”一句的注释，《列子·黄帝篇》张湛注引向注云：“萌乎不动，亦不
自止。
与枯木同其不华，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
夫至人之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渊嘿。
渊嘿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然一也。
今季咸见其尸居而坐忘，即谓之将死。
见其神动而天随，便谓之有生。
苟无心而应感，则与变升降，以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耳，岂相者之所觉，哉？
”与郭象《庄子注》相较，除个别字词以外，基本上完全相同。
事实上，《应帝王》中季咸相壶子一节的郭象注几乎完全取自向秀注。
又如《达生》篇“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注，《列子·黄帝篇》张湛注引向注云：“醉故失其所知耳
，非自然无心也。
”与郭象注完全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郭象往往会在对把握《庄子》全书的宗旨影响甚微的地方，整段地照抄向秀的注释。
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其《庄子注》更关注《庄子》的微言大义的基本倾向。
　　在字义的训诂上，郭象注也有许多地方与向秀注一致。
比如，《齐物论》中的“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向秀和郭象都将其中的“调调刁刁”解释为
“动摇貌”。
　　（三）郭象注的“广”　　虽然有很多地方，郭象的《庄子注》都是承袭或者甚至是照抄向秀注
，但即使从现存的向秀思想资料的片断看，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至为明显且关键的。
　　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
服飨滋味，以宣五情。
纳御声色，以达性气。
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
”这里，圣人有情论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关于向秀的《难养生论》，牟宗三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此种顺世外道，反动放纵之论，焉得谓
为稍有学养者？
如果今之郭注真是窃自向秀，则不得以此文定向秀。
此文必有委曲。
此非吾所能考。
如果以此文定向秀，则向秀决不能有如郭注之注庄，或非注庄时之向秀。
若以齐一论之，则只有两可能：或者未注庄，或者未作此文。
但人之思想有发展，人之表示意见亦常有特殊之机缘与心理。
如是亦可有第三可能，即：向秀既可注庄，亦可作此文。
即此中函有思想发展中成熟不成熟之问题。
亦函有在特殊之机缘与心理下而作之之问题。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此‘发康高致’四字甚有意思。
此或是故作俗论以发康之高致。
”牟先生认为《难养生论》为“顺世外道，反动放纵之论”，或者是向秀早年未定之说，或者干脆为
了引出嵇康的高明议论而故作近俗之论。
牟先生此论恐难免主观臆见之嫌。
事实上，如果撇开论辩的理致和技艺，单从思想观点看，嵇康的《养生论》恐怕也没什么高明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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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对《养生论》中的具体观点的质疑，哪里就是什么“反动放纵之论”了？
细考《难养生论》中的论辩，其思理往往与其《庄子注》的逸文相合。
比如“有生则有情，称情则得自然”，与其“适性逍遥”的主张相合。
“天命有限，非物所加”的思想，与其“生之所禀者有涯”的观点一致。
又《难养生论》中屡屡言及“自然之符”、“自然之理”、“天理自然”，以今本郭象注考之，亦应
是其《庄子注》的基本概念。
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本来即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想论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郭象《庄子注》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