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的生命㆗會經過許多的起伏轉折，引發出㆟生的存在感受。當㆟面對生命㆗摯愛的告別，

或是㉂我的生死大限時，我們才能真正貼近生命最深的底層，去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宋

儒張載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既然㆟生的存在常是被放置在貧乏、恐懼、不安的環境之㆗，㆟除非從精神㆖得到滿足，否則

對㆒切將無以從被壓迫㆗解脫。

莊子是繼老子之後，最㈲㈴的道家㈻者。莊子所處的年㈹，根據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

列傳》的記載，是「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與孟子所處的時㈹㆒樣，飽經戰爭、離亂的苦難。

他置身在悲苦的現實世界，面對充滿殺戮、飢餓、流亡的戰禍，㆝㆘沉濁，㆟心苦悶，但他不

僅沒退避，更以超然的態度把生命提升㆖來，因之，欲㈲豁達的㆟生觀、不羈塵俗的睿智，而

獲得㉂由快樂的㆟生，此乃吾㆟之初衷，本論文便針對《莊子》㆗「遊」的㆟生哲㈻加以探討，

安排本論文的架構及章節如㆘：

第㆒章：「緒論」。揭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及方法，處理文獻的態度及近㈹研究莊子㈻述要。

第㆓章：「遊的㆟生哲㈻」之提出與證成。「遊」之概念的提出，著眼於它在展現思想系統

㆖的核心㆞位。「遊」之概念，其重要性不僅表現在數量之多，也表現在義理系統的樞紐㆞位。

本文研究焦點分別從量的統計和質的分析兩端加以論述。

第㆔章：「逍遙遊的境界及其實踐的先決條件」。研究焦點在於針對莊子「逍遙」㆓字的

意義做理解，並進㆒步就莊子的㆕個層次分析逍遙遊的境界，及遊之前的先決要件。

第㆕章：「忘的意義及其境界」。研究焦點在「忘」的意義、對象、層次及境界的整全

性理解。

第㈤章：「致忘之方」。「忘」既是涵養之工夫，便㈲致忘之方。莊子以為，透過理智的思

辨，可使㆟改變觀念。茲依〈齊物論〉所言，而歸納為「齊小大」、「齊是非」、「齊物我」、

「齊死生」㆕端論述之。

第㈥章：「遊方之外與遊方之內」。本章研究焦點在於㆟心的㉂由與現實生命不脫㆟世，須

謹慎處世。莊子主張並提出兩種處世之方，以便安然行於㆟生旅途。

第㈦章：「結論」。總結以㆖各章節之探析，試圖為莊子㈻之研究，找到另㆒個可能的詮釋

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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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書四十年，常向學生提倡讀「新四書」，即《論語》、

《孟子》、《老子》、《莊子》。因為：這四本書纔真正符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的名義。以往讀的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只是儒家的典

籍，不能涵括「中國文化」。既然要「復興中國文化」，則顯然需要並讀儒家

和道家的典籍，因為中國文化的主體是建立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的。 

治學要有方法。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知所先後」。《大學》上說：「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謂「知所先後」，就是「知本先

而後末」。王弼曾指出：老子之學，其主旨在於「崇本以舉末」（見〈老子微

旨例略〉），可見儒道兩家的說法是一致的。 

中國文化之本，在儒家和道家。儒家之學，其本在《論語》、《孟子》；道

家之學，其本在《老子》、《莊子》，所以要研究中國文化，根本之道，在掌握

這四部書，掌握了論、孟，則兩漢四百年的儒學、宋元明六百年的理學，皆

迎刃而解矣。掌握老、莊，則魏晉南北朝四百年的玄學，皆水落石出矣。譬

如從河流的源頭解纜放船，順流而下，則輕鬆自然，暢遂無阻。倘若目眩於

清末民初之處士橫議，百家爭鳴，遂從末流下手，上溯乾嘉，再逆探宋明，

又從而倒推魏晉南北朝，以至於兩漢，則雖矻矻窮年，至於老耄，也尚不見

儒道經典之真面目。這就有如自海口逆流而上，再怎麼用力撐篙拉縴，也難

進尺寸，雖至於筋疲力竭，也終不知水源何處。這就是我要提倡「新四書」

的緣故。 

其次，治學之方在於「一以貫之」。大凡學者著書，必有一宗旨；能掌握

其宗旨，則拔茅連如，綱舉目張矣。《呂氏春秋‧不二》云：「老聃貴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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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陽生貴己……。」這就是掌握

宗旨的實例。孟子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離婁下》）

能把長篇大論的文章或一本書的宗旨，用最簡約的一句話，甚或一個字說出

來，這才表示對它有了通透的了解，表示能「一以貫之」了。上引《呂氏春

秋‧不二》，文章共舉了十個思想家，而各以一字指出其宗旨，卻獨缺了莊子。

難道是因莊子之文，汪洋恣肆，讓《呂氏春秋》的作者也感到困惑而下筆為

難嗎？ 

莊子，無疑是先秦大思想家。他在道家的地位，僅次於老子。猶之乎孟

子在儒家的地位，僅次於孔子。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莊子的學說是「散道

德放論」，意思是打散老子《道德經》中道跟德的內容，加以擴大申論。很明

顯是說，莊子的學說，是繼承老子的。用現在的觀念來說，老莊思想的本質

是一致的，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老子所採的是「分解的說」，說「道」是甚麼？

「德」是甚麼？而莊子所採的是「非分解的說」，就是把老子所說的觀念，用

小說式的故事或寓言把它搬演出來。例如《老子》第七十一章說：「知，不知，

上；不知，知，病。」意謂：有所知而看起來像無知，這是上等智慧；無所

知而裝作有所知，那就有害了。這樣的觀念，到了莊子就演成了〈應帝王〉

中神巫季咸給壺子、列子師生看相的那段故事。 

正因採非分解的說，而編排了無數的寓言故事，故常使讀者在他的「謬

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篇語）中迷眩失心，把握不住他

的宗旨。余治《莊子》多年，乃採用最笨的方法，就是把內七篇背下來。背

熟之後，各篇主旨便自然浮現；七篇的義理連貫性，也就像從空中俯瞰群山，

而知其來龍去脈。因此，頗思刺取其中一語而貫串莊子整體思想，寫成文章；

但終未做到。 

民國九十三年，台灣師大國研所研究生張慧英，從余治《莊子》，欲以莊

子思想為鵠的撰寫碩士論文，余即告以此意。慧英因讀王叔岷教授《莊子管

窺》一書而獲啟發，認為「遊」之一字在《莊子》書中誠如王教授所言有其

特殊意義，遂以「論莊子『遊』的人生哲學」為題，撰成碩士論文。大意是

說：莊子把百年人生比喻為一次旅遊。只要沒有牽掛，旅遊是自由的、快樂

的。人生百年，倘若每天都「遊」得自由自在，快快樂樂，那就是「逍遙遊」

了。可是人生旅途中，學業、事業、愛情、婚姻、家庭、名譽、健康和年壽

等等，哪一樣不叫人牽掛、操心，乃至患得患失呢？因此，莊子教我們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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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忘」的工夫，即陶淵明所說的「忘懷得失」〈五柳先生傳〉；至於所謂的

「忘」，不是生理退化的健忘，而是「舒適的與它共存，卻不覺得它的存在」。

這樣，人生旅途中無論遭遇甚麼事情，都能像明鏡般「應而不藏」（〈應帝王〉

篇語），而成就其「逍遙遊」了。這樣的觀點，這樣的一以貫之，頗能掌握莊

子學說的樞要，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 

末了，有一頗具趣味的問題，附記於此。東晉的王羲之曾與莊子唱反調，

他以現實生命的深切感受，鄭重地說「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蘭

亭集序〉），莊子該如何自圓其說呢？這真是難答的問題。不過，深入思之，

譬如牙痛，便會服普拿疼來止痛。莊子正因看到人生的種種苦痛，所以在心

靈上給予止痛的良方。這樣說來，莊子「遊」的人生哲學，正是人生旅途中

必備的普拿疼了。 

 

 

民國一○三年歲次甲午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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