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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
其一是因为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庄子
思想作系统、深入研究，是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环节。
其二是《庄子》一书采用的是“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表达方式，后人读《庄子》时很容易产
生误解，因此有必要对庄子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清理。
其三是因为庄子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
因此深入地研究庄子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庄子的生平和《庄子》这部书的若干问题的考辨，二是对《庄子》中的一
些重要的篇章进行诠释和解读，三是对庄子的思想及其与各种学派、社会思潮的关系作深入的考察与
研究。
在对《庄子》若干篇章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了解和把握庄子的基本思想，以及庄子思想是以怎样
的方式渗透到玄学、道教、佛学和理学中去并影响其发展的，即庄子思想是如何融入到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发展的洪流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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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庄子其人
 第一节　庄子故里考辨
 第二节　庄子事迹考述
第二章　《庄子》其书
 第一节　《庄子》版本流变
 第二节　《庄子》作者考辨
第三章　庄学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第四节　宋元明清时期
第四章　《庄子》名篇解读
　第一节　《逍遥游》：人怎样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第二节　《齐物论》：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第三节　《养生主》：人怎样才能活得充实?
　第四节　《人间世》：怎样做才能“安之若命”?
　第五节　《德充符》：什么是理想的人格?
　第六节　《天下》：你知道诸子百家吗?
第五章　庄子的“自然型”哲学
　第一节　庄子哲学范畴剖析
　第二节　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第三节　庄子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
第六章　庄子的人生哲学
　第一节　“无己”、“无待”的人生理想
　第二节　“无用之用”的人生价值
　第三节　“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
　第四节　“虚而待物”的处世原则
　第五节　“心斋”“坐忘”的人生修养
　第六节　对庄子人生哲学的评价
第七章　庄子的美学思想
　第一节　反对人的异化是庄子美学思想的出发点
　第二节　庄子论美
　第三节　庄子论审美感受
第八章　庄子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　庄子并非“文学否定论”者
　第二节　庄子的文学主张
　第三节　“三言”考论
　第四节　《庄子》独特的表达方式
第九章　庄子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不治”之治
　第二节　治理天下的方法——“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
　第三节　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态度——“用心若镜”
　第四节　追求“至德之世”
　第五节　反对兼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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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庄学与魏晋玄学
　第一节　玄学的兴盛
　第二节　玄学与庄学的关系
　第三节　庄子与魏晋士风
第十一章　庄学与道教
　第一节　道教的兴起
　第二节　道教与庄学的联系及区别
　第三节　道教的修炼术与庄子的养生观念
第十二章　庄学与佛学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第二节　庄学对佛学的渗透
　第三节　“坐禅”与“坐忘”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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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理学中所说的“天理（道）”，大体上包括宇宙构成和万物化生两层内容。
对这个问题，宋明理学家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以周敦颐为代表。
他在《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①另一种看法以张载为代表。
他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
⋯⋯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
已。
”②仔细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种看法是有差别的：周敦颐的宇宙起始“太极”是指一种状态（
“无极”）；而张载的宇宙起始“太虚”则是一种实体（“气”）。
在周敦颐那里，万物是由“太极”中生出的两种实体（阴阳二气）交感而成，而在张载那里，万物是
“气”的对立状态（二端）交互作用而成。
两种说法虽然不同，观念来源都滥觞于庄子思想。
《庄子》中写道，“道通为一”，“道未始有封”（《齐物论》），“道无所不在”（《知北游》）
，庄子认为“道”既是万物的共同根源、世界的总体，也同时存在于每个具体事物之中。
理学宇宙图景中的“太极”理论观念也正是这样由庄子“道”的观念衍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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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庄子〉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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