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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
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着代代相承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
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
，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
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给的新机会。
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
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
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
譬如各地开展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
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
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
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
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
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
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
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
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
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
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
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
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 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
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 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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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子》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以具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哲理、汪洋恣肆的文风，历来受到人们的
喜爱和重视。
本书选取了《庄子》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对其做了注释，便于阅读。
对所选文章，有题解、文化史拓展，文学史链接、集评等内容，对把握《庄子》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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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
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
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
近人马叙伦在《庄子年表》中认为，《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
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
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士”这一阶层大量出现。
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
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
《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
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
。
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
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
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到庄子超然世外、“独
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
的退让。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
漆树的小官。
《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
漆而固者”。
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篇“庖丁解牛”，《人间世
》篇“匠石之齐”，《达生》篇“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
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
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徐无鬼
》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
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
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
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
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
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
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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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
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着代代相承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
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
，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
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给的新机会。
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
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
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
譬如各地开展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
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
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
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
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
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
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
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
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
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
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
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
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 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
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 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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