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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的讽刺艺术

李明珠

讽刺艺术的运用
,

是庄子 文学成就中突 出的一

个方面
�

也是庄子文章最 吸引人的地方
。

庄子通过高

超的讽刺手法
,

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
,

塑造了丰富

多彩的艺术形象
。

这些艺术形象
,

或诙诡橘奇
,

或怪

诞玄妙
,

或诙谐幽默
�

或机智辛辣
,

皆意趣横生
,

含义

精微
。

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庄子这位哲人

的睿智和 思想
,

同时也充分展示 了庄子文章独特的

艺术魅力
。

在庄子之前
,

虽然在文章诗歌中已有讽刺的运

用
,

但都是比较简单的
。

例如《诗经
·

魏风
·

伐檀 》
�

“

不稼不稿
�

胡取禾三百座兮� 不狩不猪
,

胡瞻尔庭有

悬粗兮 �彼君子兮
,

不 素餐兮 �
”

这是运用反语构成讽

刺
,

嘲讽剥削者的不劳而获
。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
,

也

有语含讥讽的地方
。

例如《左传
·

宣公二年》记载
�

宋

国的华元战败被俘
,

被宋赎回后
,

任筑城监工
。

筑城

的人嘲笑他
� “

畔其目
,

蟠其腹
,

弃甲而复
。 ”

这是通过

椰榆的 口吻
,

形成讽刺
。

在先秦诸子中
,

墨子早于庄

子
,

其文章偶用讽刺
。

孟子与庄子同时
,

其文中所用

讽刺
,

比《墨子》稍 多几例
。

然纵观《孟子》一书
,

讽刺

也并不多见
,

讽刺也构不成其文章特色
。

至于《战国

策》
、

《韩非子 》等书
,

已多见讽刺
,

但它们显然是在

《庄子》之后
。

讽刺真正成为一种 自觉运用的艺术手

段
,

并大量运用
,

是从庄子开始的
�

庄子不仅大量运

用讽刺手法
,

而且通过他的艺术实践
,

已使讽刺艺术

达到了成熟
。

尤其是庄子创作的一些寓言故事
,

更是

将讽刺艺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

象著名的坎

井之蛙
、

邯郸学步
、

屠龙之技
、

丑 人效架
、

鲁侯养鸟
、

触蛮相争
、

儒生盗墓
、

甜痔得车等等
,

无一不是讽刺

艺术的典范运用
。

这些寓言故事之所以能够成为典

故千古流传
,

很大的一个原因
,

也在于庄子出色地运

用了讽刺艺术
,

使这些故事具有了不 朽的思想 和艺

术魅力
。

庄子的文章
,

大量地运用讽刺
,

是与庄子对当时

社会的认识以及他的思 想性格密切相关的
。

庄子生

活在战争频仍
�

社会动乱的战国时代
。

庄子 以哲人的

睿智
、

渊博 以及知识分子的敏感
,

对当时的社会有着

深刻 而清醒的认识
。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
“

昏上 乱

相
”

��� 山木 》�
�

天下无道
�

政治黑暗
,

世风颓败
。

《人间

世》说
� “

方今之世
,

仅免刑焉
。

福轻乎羽
,

莫之知载
�

祸重乎地
,

莫之知避
” 。

统治者
“

轻用 民死
,

死者以国

量乎泽若焦
,

民其无如矣
” 。

《在有 》说
� “

今世殊死者

相枕也
,

析杨者相推也
,

刑戮者相望也
” 。

庄子
“

以天

下为沉浊
�

不可与庄语
” 。

��� 天下》� 庄子认为天下太

污浊
,

世道太黑暗
,

不值得跟这样的社 会正而八经地

说话
。

连
“

庄语
”

已不值得了
,

这里包含着庄子对
“

天

下沉浊
”

深深的愤既和失望
,

也提示着庄子文章怪诞

不羁的艺术风格
。

既然
“

天下沉浊
” ,

不值得说庄语
�

写庄言
,

那么讽刺这种嬉笑怒骂
,

滑稽幽默
,

诙谐辛

辣
,

冷嘲热讽的特点
,

正好与
“

不可与庄语
”

相适合
。

讽刺就成了庄子介入生活
,

与黑暗社会抗争的一种

方式
。

庄子文章多用讽刺
,

也与他的独立不羁
,

清高绝

俗的思想个性有关
。

庄子曾声称
� “

宁游戏污读之 中

自快
,

无为有国者所羁
�
终身不仕

,

以快吾志
” 。

��� 史

记
·

老庄申韩列传 》�
。

庄子最重视的是人格的独立
,

个性的舒展
,

精神的自由
。

他蔑视权贵
,

淡泊利禄
,

追

求一种任性适志
、

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
。

庄子的人生

态度如此
,

写文章也不愿受任何章法格式的拘束
,

想

怎么写就怎么写
,

挥洒自如
,

放纵无忌
, “

其言洗洋自

悠 以适 已
” 。

��� 史记
·

老庄 申韩列传 》�讽刺这种艺

术
,

正适合庄子独立不羁的性格和潇洒随意的笔法
。

庄子不愿出仕
,

厌恶世俗
,

超然物外
,

性任自然
。

看起来
,

庄子对社会对人生有点
“

冷
” ,

实际 上
,

庄 子

对社会对人生都是非常关切的
。

他对人生的许多问

题都进行了探讨
,

他对社会进行清醒的审视
,

给予了

深刻的批评
。

正是由于庄子的这种关切
,

这种
“

热
” �

才有了庄子的讽刺
。

如果庄子真的超脱于社会之上
�

真的冷眼看这个世 界
�

那么一切弊端一切丑恶
,

与

他何干 � 正因为庄子对一切丑恶的东西有着强烈的

憎
�

对一切美好的东西有着热烈的爱
,

他才会去讽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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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黑暗
、

污浊
、

丑恶
。

庄子的讽刺是鞭挞黑暗
、

激浊

扬清
,

让人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

去获得更高的人生境

界
。

庄子的讽刺
,

不是为了谑浪玩笑
,

游戏笔墨
,

也不

是供自己读者消遣取乐
。

庄子的讽刺
,

内涵深刻
,

具

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 思想意义
。

庄子的哲学
,

是批判的哲学
。

讽刺
,

是庄子进行

社 会批评的有力武器
。

庄子以讽刺为投枪和 匕首
,

刺

向社会中的种种阴暗面
,

对黑 暗
、

醒凝
、

丑恶
、

虚伪
、

狭隘
、

庸俗等人情世相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

“

演 门有死 亲者
�

以善毁 路为官师
,

其党人

毁而 死之半
。 ”

—
《外物》

宋国演门内有个人死了父母
,

他悲伤得形容憔

悴
,

变了模样
,

被认为是大孝而封为官师
。

于是他的

乡里 人
,

都仿效于他
,

拼命痛 哭悲伤
,

毁伤 自己的形

体
,

乃至许多人因此而丧命
。

庄子以强烈的讽刺
,

深

刻揭露了统治者 所倡导 的孝道
,

已变成人们谋取爵

禄的手段
, “

孝
”

已成为虚伪的道德
。 ”

其党人毁而死

之半
”

的讥讽
,

无情嘲弄和鞭挞了人情世态的虚伪和

追求功利的疯狂
。

祝 宗人 玄 端以 临牢荚
,

说 羡 曰
� “

汝 奚

恶死 �吾将三 月豢法
,

十 日戒
,

三 日斋
,

藉白

茅
�

加沃肩几乎雕坦之上
�

刘法为之乎 � ”

—
《达生 》

祭祀官穿 上礼服
�

带着礼帽
,

一本正经地来到猪圈
,

对猪侃侃而谈
。

这是多 么具有讽刺意 味的滑稽场面
�

祭礼官劝说猪心甘情愿地去死
�

去当祭品
�

因为这样

可以受到斋戒
,

可以 用 白茅垫身
�

还可以装进高贵的

雕花祭器
。

在这里
“

斋戒
” “

白茅
” “

雕姐
”

象征着富贵

荣华
。

庄子通过祭祀官说猪的一番话
,

暴露了天下所

有热衷名利富贵者的丑恶灵魂
�

只要有高官厚禄
,

荣

华富贵
,

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
,

什么人格
、

尊严
、

廉耻
、

自由都可以不要
。

这是对那些不择手段钻营名

利富贵的 人的极大讽刺
�

也是对不惜一切去追求荣

华富贵的愚蠢行 为的有力嘲讽
。

庄子挥舞着讽刺的长矛
�

把社会中形形色色的

罪恶都挑出来
,

让它们在阳光下曝光
,

让人们看清其

实质
。

濡 以诗礼发 篆
。

大濡护传曰
� “

东方作

类 �事之何若 �
”

小 濡 曰
� “

未解裙找
,

口 中有

珠
。 ” “

《诗 》固有之 曰
� ‘

青青之麦
,

生于陵波
。

� �

生 不布施
,

死何含珠为�
’

接其鬓
,

压其烦
,

擒

以金推控其颐
,

徐别其颊
,

无伤 口 中珠
。 ”

—
《外物 》

濡生们一边依着礼义
,

诵着《诗经 》
,

一边挖掘坟墓
�

盗取死 人
“
口中之珠

” 。 “

发家
”

是违反 儒家礼义的
,

而

儒生们所诵 习的诗礼
,

又正好成了他们盗墓的依据

和凭借
,

这就显得非常滑稽和悖谬
,

形成恢谐而 又辛

辣的讽刺
。

它形象表明
,

所谓
“

诗礼
” ,

不过是用来掩

盖其贪婪
、

无耻的遮羞布
。

庄子无情地挑开了这块遮

羞布
,

把一切罪恶都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
。

它深刻揭

露了礼义的虚伪和倡导礼义的弊端
,

无情鞭挞了
“

仁

义其外
,

禽兽其内
”
的丑恶行径

。

可以看出
,

庄子的社

会批评
,

经常闪烁着讽刺的火花
。

庄子以他的讽刺
,

揭露黑暗
,

鞭挞丑恶
,

唤起人们认清那黑暗与丑恶
,

“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 。

透过庄子的讽刺
,

可以感到庄

子那种干预现实的勇气和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
。

讽刺
,

也是庄子表达 人生哲学的重要手段
。

《庄

子》一书
,

充满了对人与社会
、

人生价值
、

人生理想
、

人生自由等间题的思考和探索
。

庄子的思考和探索
,

是严肃认真清醒深刻的
,

而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怪诞

奇异浪漫患纵的
。

他常以
“

荒唐之言
,

谬悠之说
,

无端

崖之辞
”

�《天下》�来表达他的思想
。

即使是一些非常

严肃的命题
,

他也可以用讽刺的手法去表现
。

通过讽

刺
,

庄子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对人 生的许多见解
。

由

于 庄子喜用讽刺来宣扬自己的思想
,

使他的文章形

成 了寓庄于谐
,

寓真于诞的风格特点
。

只有透过那恢

谐的调子
、

怪诞的外表
,

才可以看到其中深邃的人生

哲理
。

昔者海 乌止于 普郊
,

鲁侯御 而 筋之于

庙
,

奏九韶以 为乐
,

具大牢以 为膳
。

鸟乃 眩视

忧悲
,

不敢食一商
,

不敢饮一杯
,

三 日而 死
。

—
《至 乐》

鲁侯给海鸟听宫廷美妙的音乐
,

吃丰盛精美的食物
,

供奉海鸟可谓仁义虔诚之至
,

可结果却使海鸟
“

三 日

而死
” 。

这是因为鲁侯违背了海鸟的 自然习性和生活

方式
�

也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
。

庄子以鲁侯对海鸟的

毕恭毕敬
、

热心虔诚
,

与海鸟的
“

眩视忧悲
、

三 日而

死
”

相映成趣
,

构成绝妙的讽刺
。

对那些违背 自然规

律
,

单凭主观意志办事的人给予了极大讽刺
,

形象地

表达了庄子顺其 自然
、

任性适志的 人生哲学
。

寿陡余子之学行于那郸
�

未得国能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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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故行 矣
,

直 旬旬而 归耳
。

—
《秋水 》

“

寿陵余子
”
羡慕邯郸人走路的姿态

,

便去摹仿学习
。

结果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姿态
,

反 而连自己

原来走路的姿势也忘掉了
。

最后手足无措
,

只得爬着

回家了
。

一个人居然忘掉了自己走路的步法
,

这是多

么绝妙的讽刺
。

它是对以人为毁灭自然的讽刺与批

判
�

生动地表现了庄子
“

不以 人灭天
”
�《秋水 》�

,

崇尚

自然的哲学思想
。

故 西 施 病心 而攀其里
,

其里之 丑人 见

之 而美之
,

归亦捧 心而举其里
。

其里之 富人

见之
,

坚 闭门 而 不 出
�
贫人 见之

�

琴妻子 而

去走
。

—
《天运 》

西施之美
,

自然天成
。

西施由于心痛而皱眉也是 自然

而然
,

所以西施病心浅架也不失其美
。

可丑人却扭泥

作态去作
“

效攀
”
之举

,

结果是丑上加丑
,

吓跑众人
。

庄子通过对丑人效攀的强烈讽刺
,

说明美出于 自然
,

自然就是美
。

人 为
、

做作
,

失去本真自然
,

不能带来

美
,

只能是丑
。

不要以人为破坏了自然和谐
,

做人做

事应 以 自然无为为本
。

如果不顾自身的自然条件
,

盲

目效仿
,

生搬硬套
,

只能是弄巧成拙
。

庄子通过讽刺来表达人生哲学的例子还很多
。

仅从上述几例
,

就可以看到庄了善于通过讽刺来表

达哲学思想的特点
�

由于庄子善于通过讽刺来宣扬

自己的哲学思想
,

使得本来比较抽象枯操的理论间

题变得生动幽默
,

妙趣横生
。

庄子的讽刺
,

不仅具有针贬时弊的作用
,

传道的

功能
�
同时也不乏文学潜移默化的陶冶人的精神情

操的美学力量
,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

庄子的讽刺
,

不在用词造句上 多下功夫
,

不故作谐谑调笑
、

插科打

浑之语
。

庄子主要是以奇幻的构思
,

丰实的想象
,

多

种多样的艺术手法
,

构成强烈的讽刺
。

庄子常常通过

别出心裁的构 思
、

神奇的想象
, “

创为不必有之人
,

设

为不必有之物
,

造为天下所必 无之事
” ,

从而产生出

强烈的讽刺效果
。

南海之帝为修
,

北海之帝为忽
,

中央之

帝为浑沌
。

倏 与忽时 相与遇 于浑沌之地
�

浑

沌待之芒善
。

修 与忽谋报浑沌之 德
�

曰
� “

人

皆有 七 窍以 视听 食息
�

此 独 无有
,

尝试 凿

之
。 ”
日 凿一窍

�

七 日而 浑沌 死
。

—
《应 帝王 》

庄子以异想天开的构思
,

神奇的想象
,

构成其强烈的

讽刺性
�

浑沌自然天成
,

无孔无窍
。

倏与忽为报浑沌

善待之德
,

为他凿了七窍
,

供他
“

视听食息
” �

结果七

窍成而浑沌死
。

良好的愿望却造成了恶劣的结果
。

这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结局
,

无情讽刺了那些 不顾事

物的 自然本性
,

强作人 为干预的错误做法
�
生动说

明
,

违背了自然规律
�

好心也能办坏事
。

庄子的讽刺
,

不仅构 思奇特
,

想象丰富
,

而 且运

用了多种艺术手法
。

以强烈的夸张形成讽刺
�

这是庄

子常用的艺术手法
。

例如
�

有 国于蜗之 左角者
,

曰 触 氏
�
有国于蜗

之 右角者
,

曰 蛮氏
。

时相 与争地而战
�

伏 尸

数 万
,

逐北 旬有五 日 而 后 反 �返 �
。 。

—
《贝

,

�阳 》

艺术地扩大和缩小都是一种夸张
。

在这里
,

那屯于蜗

牛角上的触蛮两国
,

被夸张到 了小的不能再小
,

小的

让人发笑的地步
。

蜗牛两角相争
,

乃至
“

伏尸数万
”

的

强烈夸张
,

造成一种滑稽
,

带有一种戏谑
�

对世俗中

那些热衷名利
,

为蜗角之利而争斗不 己的人给予了

辛辣的讽刺
。

再如
�

朱 汗漫学屠 龙于支 离益
,

单 �禅 �千金

之家
,

三 年技成而 无所 用其巧
。

—
《列御 寇》

庄子竭力夸张朱评漫为学屠龙之技而付出的代价
�

弹尽家产
,

耗时三年
,

然而却一无所用
,

从而形成强

烈的讽刺
。

对那些不顾客观实际
,

盲目迫求一心想

扬名出众的人给予了无情的嘲讽
。

通过对 比
,

形成讽刺
,

也是庄子常用的艺术手

法
�

如《秋水》
�

坎井之址谓东海之鳖曰
� “

吾 乐与 � 出

跳乎井干之上
,

入休乎缺梵之崖
�
赴水 则接

腋持颐
,

服 泥 刘 没 足 灭 附
�
还视妊 蟹 与科

斗
,

莫我能 若也
。

且夫植一壑之水� 而 跨特

坎 井之 乐
�

此 亦至也
。

夫子奚 不 叶来 入 观

乎 � ”东海之鳖左足 未入
,

而 右膝 已势矣
。

于

是连巡 而却
,

告之海 曰
� “

夫千里之远
,

不 足

以极 其大
�
千切之高

,

不足 以 极其深
。

禹之

时十 年 九潦
�

而水 弗加 益
� 汤之 叶 八年 七

旱
,

而 崖不 为加损
。

夫 不 为顷 久 推移
�

不 以

多少进退 者
,

此亦 东海之 大乐也
。 ”

于 是坎

井之 址闻之
,

适适 然惊规规然 自失也
。

井蛙
“

擅一壑之水
” ,

便洋洋 自得
�

认为
“

吾乐与
” , “

莫

我能若
” ,

而实际上那 口破井连东海之 鳖的一足一膝

也容不下
。

这是井蛙之乐
。 “

东海之大乐
”

是
“

不为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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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推移
,

不 以多少进退
” �

其境界的辽 阔广大
,

自由高

远
,

与井蛙的渺小
�

平庸
、

狭隘
、

浅薄形成强烈对比
。

在对 比中让井蛙
“

适适然惊
�

规规然自失
” ,

无情嘲讽

了
“

坎井之蛙
”

这一类人的偏执一偶
,

孤陋寡闻
,

目光

短浅
,

心胸狭隘
。

庄子的讽刺
,

还有一种手法是在叙事中显 出其

中事理的荒谬
,

通过显而易见的荒谬形成讽刺
。

筋 之徒 问于 拓 曰
� “

盗亦 有 盗乎 �
”
筋

曰
� “

何适而 无有道邓 � 夫妄意室中之藏
,

圣

也
� 入 先

,

勇也
� 出 后

,

义 也
�
知可 否

,

智也
�

分均
,

仁也
。

五 者不备 而 能成大盗者
,

天下

未之 有也
。 ”

�

—
《月去落》

我国相声艺人 曾总结过一条经验
�

叫做
“

理 儿不

歪
,

笑话不 来
” ,

这条经验要寻出它的源头
,

要归结到

庄子这儿
。

庄子在这里突出的就是
“

理 歪
” 。

像环这样

的偷盗之 人
,

也满 口的仁义礼智
,

把偷盗之事说成是

如何如何地符合于
“

道
” ,

这是多么荒唐可笑
。

荒谬的

程度越大
,

讽刺性就愈强
。

在 凸现其中荒谬的同时
�

深刻揭露了仁义道德已成为坏人利用来干坏事的工

具
,

对
“

为之仁义 而矫之
,

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

�《庄子
·

肤筐 ��� 的社会弊端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

庄子的讽刺
�

有时还通过 自嘲来嘲他
。

这种手

法
,

更见庄子讽刺艺术的功力
。

庄 周家贫
,

故 往货 莱于监河侯
。

监河侯

曰
� “

诺
。

我 将 得 邑金
�

将 货 子 三 百 金
,

可

乎 �
”

庄周 忿然 作色 曰
� “

周昨来
,

有 中道 而

呼者
,

周顾视车辙 中有鲜 鱼 焉
。

周 问之 曰
�

‘

纷鱼 来
,

子何 为者 邓 �
’

对 曰
� ‘

我东海之 波

臣也
,

君 岂有斗升之 水 而 活我我 �
’

周 曰
�

‘

诺
。

我且南游吴越之土
,

激 西江之水 而迎

子
,

可乎 �
’

纷 鱼愤然作色曰
� ‘

吾失我常与
,

我无 所处
�

我得斗升之 水然 活耳
� 君 乃言

此
�

曾不如早 索我于枯 鱼之肆 � ”
,

—
��外物 》

“

激西江之水
”

救
“

涸辙之鱼
” �

本是自嘲
,

通过 自嘲来

比照监河侯
”

将贷子三百金
”

的 虚伪和奸诈
�

达到 了

嘲他的讽刺效果
。

自嘲化为嘲他
�

形成了冷嘲的犀

利
、

冷峻的幽默
。

透露出一种 人格的 力量
�

揭露了达

官贵人 为富 不仁的丑恶 嘴脸
�

针眨了虚情假意的世

俗之 风
。

庄子的讽刺
,

常常是不动声 色
�

而 又具有入木三

分的力度
。

宋有曹高者
,

为宋王使 秦
。

其往矣
�

得

车数乘
,

王说之
,

益车 百乘
。

返于宋
�

见庄子

曰
� “

夫处 穷间 厄巷
,

困窘 织唇
,

枯 项 黄做

者
,

商之所 短也 � 一悟 万 乘之 主 而从车百

乘
,

商之 所长也
。 ”

庄子 曰
� “

秦王有病召 医
,

破痴责座者
,

得车一乘
,

纸待者得 车五乘
,

所 治愈下
,

得车愈多
。

子 岂治其舟邪 � 何 以

得车之多也 � 子行 矣 �
”

—
《列御寇 》

曹商使秦
,

得车百乘
,

便恃富而骄
,

向庄子炫耀
。

面对

曹高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嘴脸
,

庄子不动声色
,

说了一

个秦王 召医治病的故事
�

把那些靠巴结诌媚权贵而

升官发财的行径
,

比做
“

舔痔得车
” ,

这种讽刺挖苦可

谓是厉害到了刻毒的地步
。

它淋漓痛快地鞭挞了趋

贵附势
,

逢迎拍 马的势利小人
,

针硬 了恶劣世风
,

表

现了庄子粪土诸侯
,

草介利禄的傲骨和 气概
。

通过 上述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
,

庄子的讽刺
,

构

思玄妙
�

想象神奇
,

手法多样
,

不拘一格
,

形式活 泼
,

笔触锋利
,

感情充沛
,

形象怪异
,

诙谐幽默
�

辛辣有

力
,

具有独特的漫画色彩和 浪漫风格
。

庄子在一 无依

傍借鉴 的情况下
,

取得 了这 么高的艺术成就
,

这充分

显示了庄子这位讽刺大师的艺术天才
。

人称《庄子 、

是一部奇书
,

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
,

是造就这部奇书

的一个重要原因
。

如果抽掉了庄子的讽刺艺术
�

庄子

文章思想的深度和力度
,

庄子文章的穿透力和震撼

力就会减弱
,

庄子文章的艺术魅力也要打点折扣
。

庄子的讽刺
,

形成了庄子所独有的艺术风格
。

庄

子的讽刺
,

滑稽中带着机智的辛辣
�
诙谐中具有逼人

的份量
�
尖刻中又有一种轻松

�
幽默中露出讥弹的锋

芒
�
谐趣中富有深刻的哲理

。

庄子的讽刺
,

是冷与热

的结合
,

常常外表是冷峻的
,

而 内里蕴藏着火与热
�

庄子的讽刺
,

是轻松和力量的结合
,

看起来从容随

便
�

不曾费力
�

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力度和深度
�
庄子

的讽刺
,

是语精和意深的结合
,

往往是三言两语
�

几

笔勾画
,

但字字矶珠
,

涉笔成趣
,

含蕴深刻
。

庄子的讽

刺
,

从不直白地议论说教
,

而是维妙维 肖地描绘物态

世相
,

以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引发事理
,

启人心智
�

令

人忍俊不禁
�

又令人回味深思
。

这种发笑
,

这种回味
,

这种深思
,

是受到了庄子讽刺艺术的强烈感染
�
是对

庄子讽刺手法高明的认同
�
是得到 了庄子思想深深

的启迪
。

庄子讽刺的艺术魅力是不朽的
。

庄子讽刺艺术

的影响是深远的
。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称庄子为
“

千

万世诙谐小说之祖
” 。

后世的诗文
、

小说戏剧
�

都可以

从庄子那儿汲取营养
,

得到借鉴
。

�责任编辑 何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