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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
续思考和深入探索。
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
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
分。
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
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
“元典”。
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
”，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
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
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
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
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
，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
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
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
，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
必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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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其泽被后世既深且广。
本书择取《庄子》中《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秋水》等意旨通贯，情思周洽的篇
章，谨依本文，洋加诠解，梳理文脉，抉发理趣，展示了《庄子》归本天道、循性逍遥、等观万物、
政治无为诸精神面相。
全书阐释细致，立意高远，既接续前贤之说，又自成一格局，于《庄子》之研读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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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导论：庄子其人及其书　　经典的重要和意义，在今天不必多言了；其实，传统的学问之
道便是以典籍为基础、为核心的。
经典的一个表征就是语言乃至观念的延展性和生命力。
据说《圣经》和莎士比亚是西方人引用最多的。
说到《庄子》，在精神层面上，这部书归属其名下的古代哲人庄子是古往今来无数人所熟悉而倾心向
慕的，“道家”在很大程度上以其为代表形象--老子的思想固然影响很大，但作为情智兼具的形象似
乎还是无法与庄子相比并。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之一，道与儒、释两家鼎立。
如果以上面所谓的引述来考察，至少可以举出一点，《庄子》的成语非常之多。
略略列举，就有诸如鹏程万里、扶摇直上、越俎代庖、大相径庭、不近人情（以上《逍遥游》）、沉
鱼落雁、朝三暮四（以上《齐物论》）、庖丁解牛、踌躇满志、游刃有余、薪尽火传（以上《养生主
》）、螳臂挡车（《人间世》）、相濡以沫、莫逆之交（以上《大宗师》）、虚与委蛇（《应帝王》
）、断鹤续凫（《骈拇》）、识其一不识其二、大惑不解（以上《天地》）、得心应手（《天道》）
、不主故常、东施效颦（以上《天运》）、吐故纳新（《刻意》）、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井底之蛙
、管窥锥指、邯郸学步（以上《秋水》）、呆若木鸡、鬼斧神工（以上《达生》）、君子之交、似是
而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以上《山木》）、亦步亦趋（《田子方》）、白驹过隙、每况愈下（以上
《知北游》）、空谷足音、运斤成风（以上《徐无鬼》）、鲁莽灭裂（《则阳》）、得意忘言、得鱼
忘筌（以上《外物》）、捉襟见肘（《让王》）、摇唇鼓舌（《盗跖》）、分庭抗礼（《渔父》）、
能者多劳、探骊得珠（以上《列御寇》）、学富五车、栉风沐雨（以上《天下》），等等①。
单就此题便不妨可以做一篇“《庄子》成语考”。
仅此而言，《庄子》就堪称古典重要的经典。
　　读经典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握关键，以二当十。
古书汗牛充栋，好像一辈子都读不完，其实最关键的书还是有限的，读了一些最重要的典籍，其余的
也就势如破竹，略无疑难了。
当初陈寅恪遇到前辈夏曾佑，夏说：你好啊，懂外文，可以读许多书，我把中国书都读完了，没事干
啦!初听一定感到很奇怪，仔细想想很简单：中国重要的典籍就那些，读了它们，纲举目张，便得其要
领了。
以往讲究读书都是如此的，比如读史书一定先读“前四史”，不是说读了“前四史”就可以了解唐、
宋、金、元、明的历史，而是说基本的条理、原则都在那儿了，再读起来不费劲了。
读书得读关键经典这个道理，够境界的学者都知道。
钱锺书“文革”后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一家大学图书馆，别人介绍他看了许多珍本、善本书，特别说
及有些是举世独有的，他哈哈大笑；人家问他为什么笑，他答：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我不必读的书呵
。
确实，不少世上独一无二的书未必是值得读的。
由此来看《庄子》，它作为子书，有些特别之处，虽然不似杂家以兼综为主，但也包容甚广，涉及道
、儒、名②、法等家，读之对诸家皆能从正面或反面增强了解，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这里仅以儒家为例，历来就有学者认为《庄子》的主旨是表彰儒家而非反儒的。
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非仅文人而已，他是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虽然他在《原道》等文章中力斥老子
之学，其《送王秀才序》于庄子则以为出自儒学一脉：“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
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为益分
。
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
”宋代肯定庄子与儒家的联系者渐多，苏轼《庄子祠堂记》质疑《庄子》中《让王》诸篇的主要理由
就是“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林希逸《庄子口义》也说《庄子》的“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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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杨慎以为庄子“未尝非尧舜”，“未尝罪汤武”，“未尝毁孔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二十七引）；袁宏道《广庄》称：“庄子去圣未远，七篇之中，半引孔语，语语破生死之的，倘谓蒙
庄不实，则《中庸》亦伪书矣。
”清代着《庄子雪》的陆树芝从另一角度论及庄子与儒家不相违背：“恐先圣之道寝以微灭，又重悲
夫惑于异说者之迷而不知所返也，于是乎抗怀高寄而作《南华》。
《南华》者，以异说扫异说，而功在六经者也。
”（《读庄子杂说》）姚鼐提出“子夏之徒述夫子语，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己
而志气塞乎天地”，“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
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庄子章义序》）①。
章学诚也曾断言“荀、庄皆出子夏门人”（《文史通义·经解上》）。
近代章太炎不同意庄子出子夏一脉的说法，以为“庄生传颜氏之儒”（《蓟汉昌言》卷一），于其承
儒家之学而来则并无异词；其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庄子的批判》一文中承章说而发挥之；此
外钟泰《庄子发微》亦力辩“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庄
子发微序》）。
这些意见或许未必能成定论，但《庄子》与儒家之关系确乎不是贬斥、排诋那么简单②，由《庄子》
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儒学是无疑的。
　　除了诸子各家，《庄子》对于了解道家的多层内涵也有帮助。
先秦时代其实并无“家”的概念，当时皆以“子”称论，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
十二子》及《解蔽》等都是如此。
各家的说法是到汉时才逐渐流行，经整齐诸子之言，乃出现所谓儒、道、墨、名、法、阴阳等等各家
③。
“道家”一名，最初其实是指黄老之学，这在《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看得最清楚，其中记
载：“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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