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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

美
·

少、生

—
庄子的

“

道
”

路

王 剑 峰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 》中指出
� “

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是人生论
,

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

论
” �

庄子哲学被称为道家哲学
,

虽然从表面上看
,

完全是一种以
“

道
”
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

�

但实际上也内涵

着 人生理想论
。

《庄子 》实质上是一部人生哲学的著作
。

庄子对 自由的论述
,

是通过以下几个层次展开的
。

第一
�

顺乎自然—
实现 自由的基础

。

“

道
”

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
,

研究庄子思想
,

必须从道入手
。

虽然庄子与老子并称道家
,

但庄子极少论

道
。

东郭子曾间庄子道在何方
�

庄子说
� “
无所不在

” 。

并做了
“

每下愈况
”

的比喻
� “

在楼蚁洲在梯稗
”“

在瓦餐
”

“
在屎溺

” �《知北游》�
。

言下之意
,

不要把道看得尊贵无比
,

道就是自然
,

自然就是道
。

由此出发
,

庄子所做钓第

一项工作
,

便是降低人的地位
,

反对人为
,

主张无为
。

庄子认为
,

从道的观点来看
, “

万物齐一
” ,

没有什么高低贵

贱之分
。

人
,

作为天地中一物
,

只不过在宇宙的洪流中偶然遭遇了人形而已
�

《大宗师》里有一则寓言
,

某工匠

在铸造金属器物
,

金属突然从溶炉里跳出来大叫
� “
一定要把我铸成一把良剑 � ”工匠一定会认为这是块不祥的

金属
�

如果人成了人形以后就大喊
“

我是人 � 我是人 � ”造化者一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
�

庄子用寓言告诉人们
,

不要以为人多 么尊严
,

人无非是 自然中一物
,

与猪马牛羊并无区别
。

在此基础上
,

庄子强烈反对以人为破坏自

然
, “

牛马四足
,

是谓天
�
落马首

,

穿牛鼻
,

是谓人
�

故曰
�

无以人灭天
” 。

�《秋水 》�这里的
“

天
”
即自然

, “

人
”
即人

为
。

对人来说
,

自然也就是人的自由天性
,

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
�

所以
,

真正的自由就是任其天性
,

顺乎 自然
,

与自然合一
。

第二
, “

心斋
”“

坐忘
”

—
实现自由的途径

。

庄子否定人为
,

又追求自由
,

貌似矛盾
,

其实不然
,

因为他所追求的自由恰在于无为
。

庄子认为
,

人之所以

不 自由
,

恰因为人太
“

有为
” ,

太执著于功名利禄
,

只有破除
“

有为
” ,

才能不为外物所役
,

方能自由
�

怎样才能达

到这种自由境界呢 � 庄子发挥了老子
“
绝圣弃智

”

的思想
。 “

圣人不死
,

大盗不止⋯⋯绝圣弃智
,

大盗 乃止
” 。

�《肤筐 》�别人都赞美
“

离娄之明
、

师旷之聪
、

公翰子之巧
” 。

而庄子却偏主张
“

塞警旷之耳
”“

胶离朱之目
”“

俪

工捶之指气同上 �
�

因为这些人为的声色巧利
,

都只能起破坏天性的作用
。

只有通过
“

心斋洲坐忘
”

破除这些耳

目心意
,

才能回复到人的自由天性
,

达到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境界
�

【心斋〕
“

敢间心斋
。

仲尼 曰
�

若一志
,

无听之于耳
,

而听之以心 , 无听之以心
,

而听之以气
。

听止于耳
,

心止于

符
。

气也者
,

虚而待物也
。

唯道集虚
�

虚者
,

心斋也
” �

�《人间世 》�

不听之以耳
、

而听之 以心
,

即舍外专内
�
不听之 以心

�

而听之以气
,

即去知而自然
。

所谓
“

虚
” ,

就是一种空

明
、

虚静的精神状态
�

做到
“

心斋
” ,

就能忘掉自我
,

忘掉一切
,

在心灵的极端空虚状态下
,

直观宇宙之道
。

这也正

是
“
坐忘

”

所宣传的
。

�坐忘〕
“

何谓坐忘 � 颜回曰
�

坠肢体
,

孙聪明
,

离形去知
,

同于大道
。

此谓坐忘
。 ” �《大宗师》�

“
坐忘

”
即遗忘 自己的躯体

,

抛开自己的聪明
,

丢掉巳有的知识
,

和大道融通为一
� �



不管是
“
心斋

”
还是

“
坐忘

” ,

其秘诀就在一个
“
忘

”
字

�

“

三 日后能外天下⋯⋯五 日后能外物⋯⋯九日而后能外生
�

已外生矣
,

而后能朝彻
,

朝彻而后能见独
�

见

独而后能无古今
�

无古念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

气同上 �

“

外天下
”
即忘世

, “

外物
”
即忘物

, “

外生
”
即忘我

。

做到这些
,

便大彻大悟
,

达到一种如清且初明
,

如黑暗中

骤见光明的新境界
。

在此基础上
,

方可见绝对之道
,

而后才可超乎时间
,

进入不生不死的自由境界
�

所以
, “

心斋
” 、 “

坐忘
”
的关键就是

“

忘
”

—
忘物

、

忘我
�

忘物
,

就是忘记物我的界限
,

忘记一切是非差别
,

万

物齐一
,

不分彼此
�

忘我
,

则要泯灭自我
,

消除自我愈识
,

无欲无求
,

与自然混沌一体
,

与道同在
,

这样也就实现

了自由
�

自由是绝对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

第三
,

逍遥游
— 自由的最高境界

�

逍遥游
,

是庄子追求的自由的象征
,

在庄子的文章中
, “

游
”

宇多次出现
�

“

乘云气
,

骑 日月
、

而游乎四海之外
,

死生不变于 己
,

而况利害之端乎
” 。

�《齐物论 》�

“
上与造物者游

,

而不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
。 ” �《天下》�

“

与造物者为人
,

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忘其肝胆
,

遗其耳 目
�
反极始终不知端倪

,

茫然傍徨乎尘垢之外
,

逍遥乎无为之业
。

�� 《大宗师 》�

从庄子的思 想发展来看
,

所谓
“

游
” ,

有个从
“

有待
”
到

“
无待

”

的过程
�

《逍遥游 》开篇所描写的大鹏扶摇而上

九万
,

列子御风 日行八百
,

表面 自由
,

实际上并非 自由
,

因为他们都得借助于空间
、

风力
,

都是
“

有待
”

的
,

并不是

真正愈义上的逍遥游
,

并未达到绝对的 自由
�

真正的逍遥游
,

是一种
“

无待
”

的自由—
绝对的

、

无需任何条件

的 自由
� “

乘天地之气
,

而御六气之辩
,

以游无穷者
,

彼且恶乎待哉
。 ” �《逍遥游 》�这种

“

无待
”
的自由

,

其特征便

是
“
无己

” 、 “

无名
” 、 “

无功
” 。 “
无己

” �

去知去欲 , “无名
” �
不慕名位

,

独善其身 , “无功
” �

政治上无为
。

做到这些
,

便

是所谓
“
至人

”“

神人
”“

圣人
” ,

便达到了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
�

以上三个层次的展开
,

充分体现了庄子自由观的特点和实质
�

他以浪漫的笔调所描绘的逍遥游
,

实际上

并不是能付诸行动的自由
,

而仅仅是心灵的
“

游
” 。

《逍遥游》从反面揭示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绝对 自由
,

因为现实生活都是
“

有待
”
的

�

在那个
“
无耻者富

、

多信者显
” �《盗拓 ��

“
以天下为沉浊

,

不可与庄语
”
“以天下 》�

的社会中
,

个体生命要获得绝对 自由是不可能的
。 “

无待
”

的自由
,

只能在思想中得以实现
�

只有在思想中
,

才

能通过
“
心斋

” 、 “
坐忘

” ,

做到
“

无名
、

无 己
、

无功
” ,

达到
“
是非不得于身

”“
死生不变于 己

” , “

不知利害
” �

在庄子看

来
,

超脱了生死
、

利害
、

是非
,

就是绝对的自由理想的人生境界
。

应该象
“

相忘于江湖
”
的鱼那样

,

怡然自得地在

江湖中自由地遨游
�

毫无疑间
,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
,

是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特点的
�

如果说 自由是一种超越的

话
,

庄子的自由观所追求的不是外在的超越
,

不是对 自然
、

社会的超越
,

而是一种内在的超越
,

一种心理上的超

脱
。

换句话说
,

行动的 自由完全被消融于精神的自由中
,

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实际问题
,

而是通过
“
心

斋
” 、 “

坐忘
” ,

在内心改变间题的性质
,

达到心理上
、

精神上的平衡
。

就这一点来说
,

几乎和宗教殊途同归
�

事实

上
,

庄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
,

起了替代宗教的作用
。

因为它以非宗教的方式
,

指明了克服精神苦闷的方式—
面对现实中的挫败

,

无法实现的理想
,

无法做到的逍遥自由
,

都可以在精神世界中得到弥补
�

但是庄子的人生

理论
,

同道教学说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

庄子人生理想的象征
“

神人
” 、“
圣人

” 、 “

至人
” ,

仅仅是一种精神人格之

神
,

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
�

而道教所追求的是肉身成仙
,

长生不死
�

前者是人生哲学
,

后者是宗教
�

庄子追

求的人生境界
,

虽不一定能在现实物质世界中实现
,

却有可能在心理的精神世界中实现
。

而道教的神仙系统
,

却是一种迷信
�

所以
,

我们不能因道教之神的荒谬性
,

而否定庄子人生哲学中神人存在的理性基础
�

实际上
,

庄子所宜扬的
,

也可说是一种顺应 自然
、

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
�

“

死生
、

存亡
、

穷达
、

贫富
、

贤与不 肖
、

毁誉
、

饥渴寒粉
,

是事之变
,

命之行也
” �《德充符》�

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
,

就不会有哀乐的干扰
,

这就是 自由
�

至此
,

精神自由已内化成宿命论
�

庄子哲学自

然带上了消极避世的色彩
,

道家也被挂上了
“
出世

”
的人生态度的标签

�

不过
,

这种消极
、

出世
,

只表现为现实

中的安命无为
�

外在行动的被动随俗
,

内在精神却是傲然独立的
�

在《天地》篇中
,

庄子强调人应该有异于凡俗

的
“

独志
” , “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

这种内与外的矛盾
,

就是庄子所说的
“

外化而内不化
” 。 “

外化
”
即随顺万物的

� �



变化
,

安于环境
、

听天由命
� “
内不化

”
即与道同体

, “
不与物迁

” ,

在万物纷坛中保持内心独立
� “

外化
”

体现了安

时处顺
,

随波逐流的消极态度
,

而
“
内不化

”
则体现了人格的卓然独立

、

孤傲不羁的精神
。 “

逍遥齐物追庄周
” ,

�苏轼 �
“
不事王侯

,

高尚其事
”

的古训
,

庄子及其追随者
,

� 正得到了淋浦尽致的实现
�

历史上许多具有反抗性

格的思想家
、

作家
,

对当时制度的怀疑批评
,

对独立精神的追求
,

在不同程度上
,

都受过庄子自由观的影响
�

自由
·

美
·

人生是密不可分的
�

我们说自由与美的境界
,

是庄子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
,

而事实上
,

作为人

生理想的境界
,

自由就是美
,

美也就是 自由
,

将 自由纳入审美范喃
,

是庄子奖学思想的一大特点
。

第一
,

自由的境界
,

即审美的境界
�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
,

庄子以洒脱的文笔
,

描绘了磅礴的自然之奖
�

然而
,

沙及到美的本体间

题
,

庄子却避而不谈
�

“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

�� 《知北游 ��

那么
,

我们关于天地 自然的美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

“

游心于物之初
,

⋯⋯夫得是
,

至美
、

至乐也
,

得至美而游乎至乐
,

谓之圣人
� ” �《田子方 ��

原来
, “
至美

” 、 “
至乐�� 审美境界�的实现

,

是
“

游心于物之初
” ,

即
“

原天地之大关
”

的缘故
�

既然
’

天地有大

美
” , “
原天地 �� 与天合一 �当然也就是

“
原夭地之大美

�

洲与天合者
,

谓之天乐
� ” �《天道》�其中道理显而易见

。

我们知道
, “
游

”

是 自由的象征
,

这里
, “
游

”
又成了

“
至美

” 、“

至乐
”

的前提
�

可见
,

自由的境界也就是审芡的

境界
,

实现自由境界的过程
,

也就是进入审奖境界的过程
�

而
“

天人合一
” ,

既是自由实现的心理羞础
,

也是笑

感产生的心理源泉
� “

天人合一
” , “

原天地之大美
” ,

无疑也就是囊括宇宙
,

弥沦六合
、

充盈天地之间的自然美
,

即
“

朴素
” , “

朴家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 。

�� 天道 》�庄子主张返朴归真
、

回归自然
,

在精神自由中步入审典境界
�

这种美学观点
,

对中国艺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

冯友兰先生曾评价说
� “

道家虽然没有论艺术的专著
�

但是他

们对精神 自由运动的赞美
,

对于自然的理想化
,

使中国 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
� ” �《中国哲学简史》�从

此
,

以自然为主题的文艺
,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

尤其表现在诗歌和绘画中山水诗
、

山水画的崛起上
�

而

无论是山水诗还是山水画
,

所追求的目标
,

都是与自然融为一体
,

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
,

获得精神自由和审奖

享受
。

如果说以上论述
,

还停留在对 自然之美的静态的审美观照的话
,

那么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更为精彩的对人

的行为的审美体验
。

对此
,

庄子在他的离言故事中
,

曾作过多次生动的描述
�

如《养生主》中的疮丁在解牛时
�

“

手之所触
、

肩之所倚
,

足之所履
、

膝之所踌
,

看然响然
,

赛刀柔特然
,

其不中音
,

合于桑林之舞
,

乃中经首之

会
。 ”

为什么会有这种美呢 � 原因就在于疤丁解牛时
,

达到了一种自由的
、

创造的境界
� “

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

地矣
� ”

这种令人踌躇满志的美
,

只能解释成因自由而生
�

庄子还有许多窝官
,

如
� “

轮扁研轮�
、 “

彻俊者承拥
” �

“

津人操舟若神
” , “

梓庆肖嵘
”

等
,

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

就是以自由的劳动上升为美的享受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

涉及的已经是行动的自由
,

而非单纯的精神自由
�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
,

在劳动过程中
,

人的本质力� 充分对

象化
,

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

肯定自身的本质力 �
,

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人
,

就能给人以极端的

快感和美感
。

疤丁及其欣赏者们
,

正是从这种自由的劳动中得到了审美愉悦
,

这里已接触到了奖的实质
�

第二
, “
心斋

” 、 “

坐忘
” ,

既是 自由实现的途径
,

也是英感产生的前提
�

美的境界如何达到 � 美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 如前所述
,

英
,

就是 自由创造的境界
�

那么自由创造的

前提—
“
心斋

” 、 “

坐忘
” ,

无疑也就是美感实现的前提
�

我们已经知道
, “

心斋
” 、 “
坐忘

”
最大的要求

,

就是虚
、

忘
—

忘物
、

忘我
、

去知
、

去己
�

在虚静空灵的状态中

超越 自我
,

明觉天道
,

与天道合一 下面
,

我们看看庄子是如何通过
“

心裔
” 、“
坐忘

” ,

而达到审美体脸的
�

解牛的抱丁在总结他的经验时说
� “

臣所好者道也
,

进乎技矣
� ”
正是由技升入道

,

才达到
“
以神遇而不以 目

视
”

的地步
。

�《养生主》�而这种由技入道
,

则是长期
“
用志不分

,

乃凝于神
” �� 达生 �� 的结果

�

如在
“

彻楼者承

绸
”

的故事中
,

拘楼老人处身
“

若撅株拘
” ,

执臂
“

若搞木之枝
” , “

虽天地之大
、

万物之多
,

而唯拥典之知
�

晋不及

不侧
,

不以万物易绸之冀
,

何为而不得
� ”
此时

,

老人 已幻化成了一裸老树
,

站立的身躯象老树桩一样坚定
,

伸出

� �



的手臂如枯树枝一样安稳
,

心无二意
,

忘却了万物和 自我
。

当老人凝神于蝉翼之时
,

唯有蝉充滋着心灵空间
,

蝉就是整个的世界 �自然 �
,

蝉已与我合一
,

怎么会不顺利呢 � 他承绸若掇是不足为奇的
。

再如
, “

梓庆削木为

�乐器�� 中
,

其艺术创作达到了
“
惊犹鬼神

”

的地步
。

间其经验
,

日 �

“
臣将为飞文

,

未尝敢以耗气也
,

必齐以心静
�

齐三 日
,

而不敢怀庆赏爵禄 ,齐五日
,

不敢怀非誉巧拙 ,齐七 日
,

辄忘吾有四肢形体也
。

⋯⋯然后入山林
,

观天性 �形躯至矣
,

然后成见旅
,

然后加手焉
,

不然则已
�

则以天合天
,

器之所以凝神者
,

其是与尸
“
齐

”

—斋戒
、

净心
。

不考虑庆赏爵禄
,

不考虑非誉巧拙
,

最后完全忘我
,

然后再深入山林
,

观察自然
, “
以

天合天
” ,

成珠在胸之后
,

才投入艺术创作
�

拘楼老人与梓庆的成功之道
,

都是忘我
。

在忘我中与自然之道合一
,

将小我融入宇宙自然的大美之中
,

将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自然之中
�

超时空
、

超利害
、

超生死
、

超美丑
,

在人与自然 �天道 �的彻底同一中
,

实现

自由的同时
,

也是审美的境界
。

从以上分析中
,

不难看出
“
心斋

” 、 “

坐忘
”
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

无论是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还是在对

人事的审美观照中
,

庄子强调的都是
“

忘我
” , “

天人合一
” 。

但这无疑给庄子的美学观披上 了主观
、

神秘的面纱
。

其实
,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
,

所谓
“
心斋

” 、 “
坐忘

” ,

无非是要求审美主体
,

排除功名利禄等各种干扰
,

彻底投身于

审美创造和审美活动中
� “

忘我
”
不仅不是消融自我

,

封闭自我
,

反而是敞开自我心灵之门
,

包容天道
。

这颇类

似于现代美学中的移情忘我的学说
� “
忘

” ,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中并不少见
。

如评论家在谈起优秀艺

术作品时
,

经常提到
“

气韵生动
” ,

而
“

气韵得之于无我之境
” �

当代的一位舞蹈家在描述好的艺术实践时
,

也用

过
“

无我
、

无住
、

无信念
”

的宇眼
�

也许
,

最能揭去这层神秘面纱的
,

是现代美学中潜意识学说的引进
�

潜意识对

创造行为的影响已属共识
。

如果说潜意识
、

无意识这些现代词汇
,

是对
“

忘 胭无我
”

的最好让释的话
,

那么庄子

的说法
,

当属潜意识与艺术创造理论在中国典籍中最早的论述
。

沿着庄子的
“

道
”
路

,

在
“

天人合一
” ,

顺应天道的原则之下
,

我们看到 自由与美几乎是合二为一的
�

自由的

审美的人生境界
,

构成了庄子的人生理想
。

谈起 自由
,

有史以来
,

自由的确是整个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主题
。

西方的英雄宣示
� “
生命诚可贵

、

爱情价更

高
,

若为自由故
,

两者皆可抛
” �

若换了庄子
,

是断然不会如此实践的
。

因为在他看来
,

恰如人生有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两大层面一样
,

自由也应该有外在的行动的自由和内在梢神自由之分
。

既然外在的行动的自由难以

实现
,

不如转而逍遥于精神的绝对 自由
,

并在精神的逍遥游中达到审美愉悦
�

不过
,

庄子的逍遥游并不是在冥

想中消融生命
,

他的一系列的窝言都涉及到活动
,

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窥见了行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联系
�

如

疙丁的
“
游刃有余

” ,

是
“

因其固然
,

顺其天理
” ,

在长期的实践中
,

了解了牛的生理结构的缘故
�

所以
,

庄子并不

是不要生存
,

不要活动
,

而是以活动为媒介
,

在与自然夭道合一的自由中
,

实现美的创造
,

获得美的享受
�

最终
,

庄子巧妙地将人生转化成了艺术
。

你可以是一个厄子
,

一个梓人
,

一个承惆者
,

你可以从事任何一

门营生
,

但同时你又可以身兼生活艺术家
�

因为你可以通过这些活动
,

与天道融通
,

并体验到创造的自由与美

的愉悦
。

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智慧》中说
� “

在中国
,

人生就是广义的艺术
,

生命史就是 自己艺术的作品
” �

的确
,

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不是趋于功利
,

而是趋于审美
�

人们以审美的态度
,

去观照自然和人生
,

使自

然和人生都充满着盎然的生机和欣悦的诗意
,

这就是有庄子的影响
。

所以
,

我们宁愿把庄子看成一个人生美

学家
,

他致力于把我们整个人生
,

提高到美学的高度
,

艺术的高度
�

虽然人的全面 自由和谐的发展
,

必须建立

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

庄子的人生哲学
,

似乎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悖
,

但在物欲横流
,

许多人对物质

欲望趋之若鹜的今天
,

庄子的人生哲学也许能给人们以某种精神上的启迪和安慰
,

可以使人们在追求物质财

富的同时
,

认识到精神生活的重要
,

从而保持心灵上的宁静和心理上的平衡
,

并最终使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相互协调
,

为现代人提供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
,

这也许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现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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