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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九章，主要内容是：对《庄子》内七篇和《天下》篇本旨的探讨和辨析，以及检讨历代注家
误读的内容。
读者由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庄子本人的哲学思考和价值追求（笔者认为《天下》为庄子所作，可参
阅本书有关《天下》篇的考证）。
这本小书不是对《庄子》文章逐段的文字解读，而是对《庄》文中疑难部分和关键性概念，就古人和
时贤的解释，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之处，进行辨析和探讨。
可以说，内七篇和《天下》篇的关键性问题及价值，由此而得到了比较清晰的说明。
至于具体的读《庄》方法及庄子的思想价值，在《序二》中已有论述。
在第九章中谈了对先师宋祚胤先生治学精神的体会，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庄学”的研究。
　　近几年随着生活的变动，笔者人生体验又略异于1998年之前写作《庄子哲学本旨论稿》初稿时，
加上读《庄》时对“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境界追求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于是对“论稿”一书有
了补写和重版的想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段期间，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似乎经济国力的兴起也要带动中国文
化的复兴。
这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每年地方政府在孔庙与黄帝陵前的祭祀，似乎就是一种象征。
之所以说仅是一种“象征”，是因为笔者以为，文化问题说到底是思想史问题，“复兴”是一种价值
观念的认同和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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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章》中的许多观点与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具有学术价值与启发意义。
 庄子文，汪洋肆恣，变化无方；庄子思想，曲折隐晦，寓意深遂。
这就给后人阅读、理解《庄子》带来了莫大的难度。
更令人无奈的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甚至说作为中国人，《庄子》却又像一座蕴藏富饶但无法绕开的
高山、一条景色瑰丽却处处有险礁暗流的大河。
爬山涉水，如何跨越这重重障碍，当然得从消解庄文所给我们带来的困难着手，也就是对文本的解读
与思想的梳理。
作者正是综合这方面的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清晰的理路，给出合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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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坤生教授，安徽合肥市人。
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先秦诸子”专业，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87年
至2003年，在汕头大学文学院任教，作为硕士生导师，已带了三届研究生；2003年至今，任教广东技
术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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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逍遥游》本旨及其价值第一节　“小大之辨”的真实含义一、道物对立是全篇的
主旨二、从道的无限性到心灵的自由解放三、古人与时贤对“小大之辨”的误解第二节　“三无”和
“逍遥游”“游”的问题一、“圣人无名”和虚静的心灵二、“神人无功”与“无为”的真实含义三
、“至人无己”和心灵的自由四、“逍遥游”与人生的艺术境界第三节　“逍遥游”的现代价值，一
、另一种理性思维：追求无限的开放性的思维模式二、心灵自由和沾溉民族艺术的“游”的境界第二
章　《齐物论》的真理观：精神的自由和平等第一节　题目与文章结构一、《齐物论》题义歧见的解
决二、《齐物论》结构和段落内容的分析第二节　从概念到理论及其价值一、天籁和自然二、“因”
与“明”：“齐”“物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第三节　“寓诸庸”：庄子哲学追求的最后归宿一、
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解放的要求二、“寓诸庸”之“寓”和“用”三、“寓诸庸”式的“真人”形象及
其现代价值第四节　“庄周梦蝶”：寓意的澄清和价值的显发一、从郭注、成疏到今人的误解二、显
发全文意旨的自由的精神境界第五节　《齐物论》的现代价值一、《齐物论》与存在主义二、“一往
平等”的精神三、无限的相对系统第三章　从精神的自由到艺术化的生命形态——读《养生主》篇第
一节　《养生主》的主旨和结构一、文章总纲的旨意二、道家“反智”的问题三、“缘督以为经”就
是抱道而无为第二节　“庖丁解牛”的价值：艺术化的生命形态 。
一、正文疏解：“刀刃无厚”的问题二、庖丁解牛：精神自由的生命实践三、寓言的价值：从精神的
自由到生命的艺术化第三节　老聃之死和“薪尽火传”的意蕴一、由对文意的误解而关涉到庄子对老
子的评价问题二、“薪尽火传”：破除“生死关”的理性精神第四章 对君主制的控诉与绝望——《人
间世》主旨的重新阐释第一节 人世的痛苦和对现实的批判均是源于君主制一、庄子思想所包含的痛苦
与无奈的实质二、《人间世》的结构和内容第二节 从《人间世》到《应帝王》：对君主制度的否定一
、从根本上界定人伦与君臣关系二、君主制是对人之精神自由的最大戕害三、“接舆之歌”：建立于
纵贯历史观之上的对君主制的批判第五章 人生本质乃是精神庄严之美——《德充符》对人生德性的追
求与张扬第一节 题目与文章结构一、“德充符”三字的含义二、《德充符》每段意旨与结构的内在层
次第二节 《德充符》的主旨一、“断足”而“游”与“无为而无不为”二、“与物为春”的心灵境界
三、因顺“自然”的生命态度第三节 《德充符》所引发的“审丑”问题一、庄、孟审美观之歧异二、
道德与美的统一的追求第六章 对人类心灵领域的理论开拓：“心斋”的内容和价值第一节 “心斋”
概念的前提一、“阴阳之患”的不可避免二、由“先存乎己”到“斋”己之心第二节 “心斋”的内容
和价值一、“心斋”概念的内容二、“心斋”的价值第七章 开创中国学术批评史的空前之作——《天
下》篇内容和价值的分析第一节 时代与作者的考证一、关于作者与时代的不同看法二、《天下》篇出
自庄子本人的本证第二节 《天下》篇的价值一、从资料的保存到学术史的建立二、文化史上的转折与
突破三、立论高远的学术标准第三节 《天下》篇所论庄子的文风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表现特征
二、《天下》篇对庄子创作方法的总结第八章 《天下》篇全文疏释第一节 立论的标准——贯通天地
人生的大道第二节 墨家的“反天下之心”和“其行难为”第三节 宋钎、尹文难达于道的救世理论第
四节 彭蒙等人不知大道的“齐物”理论第五节 关尹、老聃“至极”的大道理论第六节 庄周“弘大而
辟，深闳而肆”应化解物而不竭的理论第七节 惠施等名家“逐物而不返”的理论悲剧第九章　于实事
求是中创新——试论宋派祚胤先生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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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逍遥游》本旨及其价值　　第一节 “小大之辨”的真实含义　　分析庄子的文章，应
有两点作为前提：一是不能像今天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认为庄子的文章是气功态下的作品，或者是“
热昏的胡话”，言外之意是庄子的文章没有逻辑可循。
这正像《红楼梦》里林黛玉批评贾宝玉所说的，“不悔自家没见识，反将言语丑他人”。
须知，庄子文章的结构与思想是潜伏在他的华丽多姿的形象下面，而把他的潜在的逻辑和理论内容显
映出来，这正是今天我们思想史工作者的任务。
二是对待前人注解的舍从，我们只能揆之于庄子材料的本身。
如郭象注本身已是晦涩不明姑且不言，许多情况下是郭氏借重庄子在发挥自己的意见。
就《逍遥游》而言，之所以歧见纷纭，事实上就是或者信奉郭注，或者跟随支道林的说法，庄子自己
究竟追求的是什么，反而被这两家注遮蔽了。
那么，《逍遥游》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章要解决的问题。
　　一、道物对立是全篇的主旨　　从全文的结构上看，文章开始的鲲鹏变化和大鹏南飞，到“三无
”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全文的主要内容，是谓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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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庄子》内七篇和《天下》篇为理解庄子思想及其价值的基本文献。
本书凡书章，不仅对《庄子》内七篇和《天下》篇的本旨进行了探讨和辨析，而且检讨历代注家误读
之处，并对《庄子》文中疑难部分和关键性概论进行澄清。
读者由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庄子本人的哲学思考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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