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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十二)： 

老 子 思 想的 發 展 與落 實 --莊 子 的 「 心 」 (一 ) 

謝鶯興  

本 文 係 進 行 手 稿 與 單 篇 發 表 的 文 章 (簡 稱「 論 文 」)及 彙 整 為 專 著 (簡 稱

「 專 書 」 )等 三 類 的 內 容 比 對 。  

本 章 的 論 文 發 表 在《 民 主 評 論 》的 第 12 卷 9 期、10 期，以〔 〕符 號

表 示 論 文 與 收 入 專 書 間 的 差 異 。  

本 章 的 手 稿 有 一 篇 ， 篇 名 是 「 莊 子 祈 嚮 精 神 自 由 的 人 性 論 」 (以 下 簡

稱 手 稿 )， 以 【 】 符 號 標 示 手 稿 與 論 文 及 專 書 的 差 異 。   

手 稿 之 字 跡 未 能 辦 識 者 ， 乃 以 「 ■ 」 標 示 。  

各 符 號 所 表 示 手 稿、論 文、專 書 間 的 差 異
1
，於 註 語 說 明 其 間 的 不 同。  

〔 第 十 二 章 老 子 思 想 的 發 展 與 落 實 ‐‐莊 子 的 「 心 」〕
2
 

〔 一 ． 與 莊 子 有 關 的 問 題 〕
3
 

〔《 史 記 • 老 子 韓 非 列 傅 》：  

莊子者，蒙人也(劉向《別錄》「宋之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

漆園吏，與梁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不闚；然其要本歸於老

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率寓言也。作〈漁父〉，〈盜跖〉、

〈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按史公特引此三篇者，以此三篇詆訿

孔子最為明顯)，以明老子之術。畏累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

事實。然善屬書離(麗)辭，指事類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

不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不能器

之......」。 

其 著 作《 漢 志 》著 錄 為 五 十 二 篇。現 行 之 三 十 三 篇，係 郭 象 所 刪 定。

計《 內 篇 》七，《 外 篇 》十 五，《 雜 篇 》十 一。《 經 典 釋 文 》謂「 後 人 增 足，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手稿、論文及專書之間的差異，可參見謝鶯興〈試從〈莊子的祈嚮自由王國的人性

論〉與收入《中國人性論史》第十二章的差異，看徐復觀教授對《莊子》研究的演

進〉，《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4 期，頁 49‐65，2019 年 8 月 15 日。  
2  按，手稿的篇名作「莊子祈嚮精神自由的人性論」，論文的篇名作「莊子的祈嚮自由

王國的人性論‐‐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八」。 
3  按，手稿及論文此節的標題作「莊子思想與當時各家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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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失 其 真 」；又 引 郭 子 玄 (象 )云「 一 曲 之 才，妄 竄 奇 說 ......凡 諸 巧 雜，十 有

二 三 」；據 此，則 郭 氏 所 刪 者，乃 認 為 係 後 人 所 傅 益 的 部 分。史 公 前 引《 莊

子 》三 篇，一 在 今 本《 外 篇 》，二 在 今 本《 雜 篇 》，與 郭 象 刪 訂 後 之 篇 章 相

合；則 郭 氏 所 刪 者，乃 以 篇 為 單 位，並 未 將 原 五 十 二 篇 加 以 離 析。又《 釋

文 》謂「 其《 內 篇 》眾 家 所 同 ， 自 餘 或 有《 外 》 而 無《 雜 》」； 據 此 ，《 內

七 篇 》 蓋 出 於 傳 承 之 舊 。  

其 次，關 於 三 十 三 篇 的 真 偽 問 題，應 分 作 兩 點 來 說：一 為 何 者 係 莊 子

所 自 作，何 者 係 莊 子 學 徒 所 作。二 為 何 者 屬 於 莊 學 系 統，何 者 非 屬 於 莊 學

系 統。要 解 決 前 者 的 問 題，須 要 從 文 體，及 孰 為 被 解 釋 的 部 分，孰 為 解 釋

的 部 分，詳 加 比 較，此 處 不 及 深 入。但 首 先 應 特 別 指 出 的，我 們 應 先 大 體

確 定〈 天 下 篇 〉的 作 者；再 由〈 天 下 篇 〉所 說 的 莊 子 的 情 形，以 作 考 查《 莊

子 》 一 書 的 定 石 。〈 天 下 篇 〉 中 有 「《 易 》 以 導 陰 陽 ，《 春 秋 》 以 導 名 分 」

二 語，可 斷 其 非 出 於 莊 子。因 為《 春 秋 》在 莊 子 時 代，固 已 被 尊 重 流 行；

〈 齊 物 論 〉中 亦 有「《 春 秋 》經 世 」之 語；但 尚 未 組 入 於《 詩 》《 書 》《 禮 》

《 樂 》中 去，以 成 為 一 系 列。莊 子 的 後 學，已 受 到《 易 傳 》的 影 響；但《 荀

子 》將《 春 秋 》已 組 入 於《 詩 》、《 書 》、《 禮 》、《 樂 》之 內，却 未 將《 易 》

組 入 到 裡 面；所 以 六 經 的 成 立，可 能 是 在 秦 博 士 之 手，或 其 並 世 的 儒 者 (註

一 )。若 果 是 如 此，則〈 天 下 篇 〉亦 須 遲 至 荀 子 之 後，始 能 出 現。但 從〈 天

下 篇 〉 的 文 體 看 ， 它 與 《 莊 子 》 內 七 篇 為 接 近 ； 從 內 容 看 ，〈 天 下 篇 〉

所 述 各 家 思 想 及 各 家 生 活 情 形，言 簡 而 能 委 曲 盡 致；尤 其 是 說 到 莊 子 本 人

的，已 多 為 戰 國 末 期 的 道 家 所 不 能 了 解。所 以 通 觀〈 天 下 〉全 篇，不 能 認

為 出 現 太 晚。再 考 察〈 天 下 篇 〉此 段 原 文，在「《 詩 》以 導 志，《 書 》以 導

事，《 禮 》以 導 行，《 樂 》以 導 和，《 易 》以 導 陰 陽，《 春 秋 》以 導 名 分 」六

句 的 上 面 ，是「 其 在 於《 詩 》《 書 》《 禮 》《 樂 》者 ， 鄒 魯 之 士 ，搢 紳 先 生

多 能 明 之 」；在 這 裡 並 沒 有 提 到《 易 》與《 春 秋 》。且 就 這 一 段 文 字 本 身 看，

原 文 亦 不 應 當 有 「《 詩 》 以 導 志 」 等 六 句 。 茲 試 將 此 段 略 加 分 析 如 下 ：    

「其明而在度數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禮》《樂》者，鄒魯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下有『《詩》以導志』六句)  

其數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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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面 一 段 文 字 之 結 構，係 分 三 項 加 以 陳 述；每 一 項 皆 以「 其 」字 開 首，以

「 之 」字 收 尾。若 第 二 項 加 上「《 詩 》以 導 志 」六 句 夾 在 一，三 兩 項 之 中，

於 上 下 文 體 實 為 不 類。刪 去 六 句，此 段 文 字 之 結 構，始 統 一 而 完 整。由 此，

可 斷 言 此 六 句 係 後 人 在 正 文 旁 所 加 之 附 註，後 來 始 錯 為 正 文 的。把 上 面 幾

句 話 的 問 題 解 決 了，則〈 天 下 篇 〉以 出 於 莊 子 本 人 之 手 的 可 能 性 為 大。

因 為 除 了 這 點 以 外，凡 主 張〈 天 下 篇 〉非 出 於 莊 子 自 著 的 論 證，經 我 的 檢

驗 後，皆 不 能 成 立；甚 至 是 可 笑 的。至 於〈 天 下 篇 〉後 面 所 述 惠 施 一 大 段，

今 人 每 謂 這 應 另 為 一 篇。但 只 要 想 到 莊 子 與 惠 施 的 交 誼 之 厚；想 到〈 逍 遙

遊 〉、〈 德 充 符 〉、〈 秋 水 〉諸 篇，皆 以 與 惠 施 之 問 答 終 篇，則〈 天 下 篇 〉若

為《 莊 子 》一 書 的 自 敘，其 以 惠 施 終 篇，並 結 以「 悲 夫 」二 字，以 深 致 惋

惜 之 情，這 正 足 以 證 明〈 天 下 篇 〉乃 出 於 莊 子 之 手。他 人 對 於 惠 施，沒 有

這 幅 深 厚 感 情 的 。  

如 上 面 的 說 法 可 以 成 立，則 我 們 應 注 意 莊 子 之 自 述，與 他 述 旁 人 者，

有 一 種 大 不 同 之 點，在 於 對 他 人，僅 述 其 思 想、生 活，絕 未 及 其 文 字；

而 自 述 則 除 表 現 其 精 神 境 界 (此 恐 亦 非 他 人 所 能 代 庖 )外 ， 對 自 己 之 文 章 ，

特 作 叮 嚀 鄭 重 的 敘 述；此 其 用 意 有 二：一 為 使 讀 者 了 解 其 立 言 之 風 格，藉

得 以 窺 其 真 意 之 所 在。二 為 他 對 於 自 己 的 文 章，流 露 出 不 能 自 已 的 藝 術 性

的 欣 賞 之 情。 由 此 ，我 們 應 當 承 認，《 莊 子 》一 書， 重 要 的 部 分 ，應 當

出 於 莊 子 本 人 之 手。這 是〈 天 下 篇 〉所 明 白 告 訴 我 們 的。先 就《 內 七 篇 》

而 論，《 外 篇 》、《 雜 篇 》，不 斷 出 現 性 字 ，而《 內 七 篇 》則 無 一 性 字。《 外

篇 》《 雜 篇 》，有 的 地 方 以 陰 陽 表 達 天 地 之 造 化；而《 內 篇 》之〈 逍 遙 遊 〉

仍 言「 御 六 氣 之 辯 」，〈 齊 物 論 〉仍 言「 乘 雲 氣 」。《 內 七 篇 》中〈 人 間 世 〉

提 到 陰 陽 者 三，〈 大 宗 師 〉提 到 陰 陽 者 二，其 中 有 四 條 皆 就 人 身 上 而 言 (註

二 )，此 皆 係 早 期 之 陰 陽 觀 念；至《 外 篇 》《 雜 篇 》中 之 涉 及 陰 陽 者，則 皆

就 天 地 造 化 而 言 。《 內 七 篇 》中 ，有 的 提 到《 詩 》《 書 》《 禮 》《 樂 》，而 未

嘗 提 到 六 經；〈 天 道 〉、〈 天 運 〉，則 明 顯 地 提 到 六 經。綜 上 各 端，再 加 以《 內

篇 》文 體 之 深 厚 奧 折，瑰 奇 變 化，則《 內 七 篇 》不 能 不 承 認 其 係 出 於 莊 子

本 人 之 手。至《 外 篇 》《 雜 篇 》，則 有 的 仍 係 出 於 莊 子 之 手，有 的 則 係 其 學

徒 對 莊 子 思 想 之 解 說、發 揮，及 平 生 故 事 的 紀 錄；而 其 學 徒 之 繼 承，相 當

久 遠 ， 故 其 中 編 入 有 秦 統 一 以 後 的 材 料 。  

再進一步談到前面所提出的第二問題，即是現行《莊子》一書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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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屬於莊學系統的；那些不是屬於莊學系統的問題，這對於治思想史的

人，才是 重要的問題。若以《內七篇》的內容為基準，則大概的說，除

了蘇軾在〈莊子祠記〉中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外，

我覺得其餘的都是屬於莊學系統；儘管在同一系統中，也不能不因發展而

有所出入，這只有靠在選用時的慎重衡量處理。本文的取材，大概是採取此

一方針。凡引用的材料，都假定一律是莊子的。其次，便須稍稍談到莊子與

在他之前，或同時的若干人的關係，以澄清目前所流行的若干混亂。〕
4
 

莊 子 與 孟 子 約 略 同 時，而 皆 好 辯 善 辯。孟 子 距 楊 墨 而 不 及 莊 子；莊 子

「 剽 剝 儒 墨 」，而 不 及 孟 子；古 今【 輒 以 此 為 不 可 解 的 異 事 】
5
。然 當 時 互

相 辯 論，只 有 在 兩 種 情 形 之 下 發 生：一 為 生 同 時 而【 又 】
6
有 相 接 的 機 會，

如 孟 子 之 於 宋 牼，淳 于 髠；莊 子 之 於 惠 施 等。另 一 則 為 某 一 方 之 人 物，較

另 一 方【 人 物 】
7
之 時 代 為 稍 前；【 而 】

8
稍 前 者 之 思 想，【 又 】

9
已 經 傳 播 而

正 發 生 極 大 的 影 響，有 如 孟 子 心 目 中 的 楊 墨，莊 子 心 目 中 的 儒 墨【 之 類 】
10
。 若 生 同 時 而 無 相 接 之 機 會 ，【 或 生 稍 前 而 無 思 想 上 廣 泛 的 影 響 ， 】

11
則

在 當 時 交 通 狀 況【 及 典 冊 流 通 的 困 難 情 形 】
12
之 下，便 不【 容 】

13
易 發 生 辯

論。若 不 是「 陳 相 見 孟 子，道 許 行 之 言 」 (《 孟 子•藤 文 公 上 》 )，便 不 會

引 出 對 許 行 的 辯 論。所 以 孟、莊 議 論 的 不 相 及，乃【 說 明 他 兩 人 及 其 門 徒，

未 嘗 有 相 接 的 機 會 ， 不 足 為 異 。 】
14
 

                                                       
4  按，專書此 1845 字，手稿僅作「道家的人性論，以莊子為頂點。而莊子的人性論，

係以祈嚮精神的自由王國而展開的。在說到他的性論以前，先略述與他並時或稍前的

諸子之關係，以澄清若干誤解。」等 66 字。論文僅作「道家的人性論，以莊子為頂

點。在莊子以後，道家思想更為盛行。所以這裏的所謂頂點，不以時間的先後看，而

係就其境界之到達點言。莊子人性論的內容，係以祈嚮精神地自由王國為目的而展開

的。在說到他的人性論以前，先略述與他並時或稍前的諸子之關係，以澄清時下流行

的若干誤解。」等 117 字。 
5  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僅作「以為疑案」4 字。 
6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7  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8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9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1按，論文、專書此 14 字，手稿皆無。 
12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皆無。 
1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4按，論文、專書此 21 字，手稿僅作「極尋常之事」等 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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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以 為 莊 子 即 楊 朱；或 以 為 兩 者 縱 非 一 人，而 其 思 想 則 係 一 致；此

乃 大 的 誤 解 (〔 註 三 〕
15
)。《 莊 子•應 帝 王 》有「 陽 子 居 見 老 聃 曰 」一 段

話 (一 六 七 頁 。【 藝 文 印 書 館 影 印 《 續 古 逸 叢 書 》《 莊 子 》。〔 後 〕
16
同 】

17
)，

楊 子 居 即 楊 朱；這 亦 可 間 接 證 明 楊 朱 乃 在 老 子 之 後【，莊 子 之 前 】
18
。〈 駢

拇 篇 〉「 駢 於 辯 者 累 瓦 結 繩，竄 句 遊 心 於 堅 白 同 異 之 間，而 敝 跬 譽 無 用 之

言 ， 非 乎 ？ 而 楊 墨 是 已 」 (一 八 〇 頁 【 藝 文 印 書 館 印 行 之 《 續 古 逸 叢 書 》

之《 莊 子 》。下 同 】
19
)。〈 胠 篋 篇 〉「 削 曾 史 之 行，鉗 楊 墨 之 口，攘 棄 仁 義，

而 天 下 之 德 ， 始 〔 玄 〕
20
同 矣 」 (二 〇 五 頁 )。「 彼 曾 、 史 、 楊 、 墨 、 師 曠 、

工 倕、離 朱 者，皆 外 立 其 德，而 爚 亂 天 下 者 也 」 (同 上 )。〈天 地 篇 〉「 而 楊

墨 乃 始 離 跂 自 以 為 得，非 吾 所 謂 德 也 」(二 六 〇 頁 )。上 面 批 評 楊 墨 的 這 些

話，和〈 應 帝 王 〉陽 子 居 所 說 的「 有 人 如 此，響 疾 疆 梁，物 徹 疏 明，學 道

不 勌 」的 話；【〔 並 〕
21
與 】

22
〈 天 下 篇 〉所 述 的 墨 子 的 情 形，【 互 】

23
相 對 照，

可 以 了 解 澈 底 地 為 我 ， 與 澈 底 地 兼 愛 ， 都 是 「 響 疾 疆 梁 」 的 性 格 ，【 及 】

24
「 離 跂 自 以 為 得 」的 行 為；這 和 老 莊 的 崇 尚 自 然，【 實 】

25
大 有 出 入。〔《 莊

子 》 一 書 ，只 有〈 讓 王 〉一 篇 的 思 想 ， 與《 列 子 》 的〈 楊 朱 篇 〉，極 為 相

近；【 但 】
26
〈 讓 王 〉、〈 盜 跖 〉、〈 洗 劍 〉、〈 漁 父 〉【 四 】

27
篇，很 早 便 認 為 是

非 常 成 問 題 的。〕
28
因 此，我 不 以 為 莊 子 是 楊 朱 之 徒【 (註 一 )】

29
，而 只 是

老 子 思 想 的 進 一 步 地 發 展 。  

【 莊 子 是 老 子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在 本 文 後 面 將 隨 處 指 出 ； 此 處 可 先 〕

                                                       
15按，專書此「註三」，手稿皆無，論文作「註一」。 
16按，專書此字，論文作「下」字。 
17按，論文、專書此 16 字，手稿皆無。 
18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9按，手稿此 18 字，論文、專書皆無。 
20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作「立」字，查核原文，應作「玄」字，或為手民之誤。 
21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22按，專書此 2 字，論文此字，手稿作「及」。 
2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互」。 
2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與」。 
2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2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數」。 
28按，論文此 47 字，專書皆無。 
29按，手稿此「註一」，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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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31
分 兩 點 來 加 以 說 明：第 一，老 子 的 宇 宙 論，如 前 文 所 述，雖 然 是 為 了

建 立 人 生 行 為 、【 或 者 是 】
32
態 度 的 模 範 【 所 】

33
構 造 、 建 立 起 來 的 ； 但 他

所 說 的「 道 」、「 無 」、「 天 」、「 有 」等 觀 念，主 要 還 是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性 格，

是 一 種 】
34
客 觀 的 存 在；人 只【 有 】

35
通 過 自 己 向 這 種 客 觀 存 在 的 觀 照 觀 察

(〔 註 四 〕
36
)，【 以 】

37
取 得 生 活 【 行 為 】

38
態 度 的 依 據 ； 這 是 由 下 向 上 的 外

在 的 連 結 。 但 到 了 莊 子 【 客 觀 的 】
39
宇 宙 論 的 意 義 ， 漸 向 下 落 ， 向 內 收 ，

而【〔 主 要 成 為 人 生 一 種 內 在 地 精 神 〕
40
】

41
境 界 的 意 味，特 別〔 顯 得 〕

42
濃

厚。由 上 向 下 落，由 外 向 內 收，這 幾 乎 是 中 國 思 想 發 展 的 一 般 性 格；儒 家

是 如 此，後 來 的 佛 教 也 是 如 此。換 言 之，〔 中 國 思 想 的 發 展 〕
43
，是 澈 底 以

人 為 中 心；總 是 要 把 一 切 東 西 消 納 到 人 的 身 上，再 從 人 的 身 上，向 外【 向

上 】
44
展 開。第 二，【 老 子 的 目 的 是 要 】

45
從 變 動 中 找【 出 一 】

46
個 常 道 來，

作【 人 生 】
47
安 全 的 立 足 點；對 於「 變 」，常 常 是 採 取 保 持 距 離，以 策 安 全

的 方 法。「 變 」是 在 某 一 狀 況 發 展 到 高 峰 時 的 必 然 結 果；於 是 老 子 總 是 從

高 峰 向 後 退，以 預 防 隨 高 峰 的 顛 墜 而 顛 墜。「 知 其 雄，守 其 雌 」；「 知 其 白，

守 其 黑 」；「 知 其 榮，守 其 辱 」(二 八 章 )，都 是 這 種 意 思。而 落 實 在 生 活 上，

則 守 住「 大 成 若 缺……大 盈 若 沖……大 直 若 屈，大 巧 若 拙，大 辯 若 訥 」【 (四

五 章 )】
48
的 態 度。此 種 態 度，依 然 是 有 一 定 的 方 軌 可 循 的。但 莊 子 的 時 代，

                                                       
30按，專書此 14 字，論文僅作「可」字。 
31按，論文此 13 字、專書此 27 字，手稿皆無。 
32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3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34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僅作「性的」2 字。 
3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有」。 
36按，專書此「註四」，手稿、論文作「註二」。 
3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3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39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40按，專書此 13 字，論文作「成為人生一種內在地」等 9 字。 
41按，論文此 9 字、專書此 13 字，手稿作「成為人生的一種」。 
42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43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作「中國的思想」等 5 字。 
4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45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作「乃在於老子是」。》 
4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4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48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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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變 更 為 劇 遽。人 們 對 於 自 然 與 人 生 的 觀 察 與 體 會，也 較 老 子 時 代 更 為 深

入。 莊 子 便 感 到 一 切 都 在「 變 」，無 時 無 刻 不 在「 變 」；【 並 ■ ■ 知 識 去 找

不 變 的 安 全 點，知 識 的 判 斷 是 並 不 可 靠 的，所 以 他 說「 夫 知 有 所 待 而 後 出，

其 所 待 者 特 未 定 也 。 庸 詎 知 吾 所 謂 天 之 非 人 乎 。 所 謂 人 之 非 天 乎 」 (〈 大

宗 師 〉一 二 九 頁 )】
49
這 即 他 所 說 的「 無 動 而 不 變，無 時 而 不 移 」(〈 秋 水 〉

三 二 九 頁 )。於 是 老 子 與「 變 」保 持 距 離 的 辦 法，莊 子 覺 得 不 澈 底，【 不 妥

當 ， 】
50
或 不 可 能 ， 他 乃 主 張 縱 身 於 萬 變 之 流 ，〔 與 變 相 冥 合 ， 〕

51
以 求 得

身 心 的 大 自 由 ， 大 自 在 ； 他 由 此 而 提 出 了 老 子 所 未 曾 達 到 的 人 生 【 的 】
52

境 界，【 即 】
53
由「 忘 」、「 物 化 」、「 獨 化 」等 概 念 所 表 徵 的 境 界，以 構 成 他

「 宏 大 而 辟，深 閎 而 肆 」(〈 天 下 篇 〉)的 思 想 構 造。所 以〈 天 下 篇 〉敘 述

到 莊 子 的 思 想 時，首 先 便 說「 芴 漠 無 形，變 化 無 常 」兩 句 話。但 他 的 起 點，

他 的 骨 幹，還 是 從 老 子 來 的。不 明 白 莊 子 的 思 想 是 老 子 思 想 的 進 一 步 的 發

展，便 不 能 客 觀 地 清 理 出 莊 子 思 想 的 線 索，以 把 握 其 真 意 之 所 在。【 這 一

點 ， 在 本 文 後 面 還 要 敘 述 到 。 】
54
 

又 有 人 根 據〈 天 下 篇 〉所 說 的 田 駢 慎 到「 齊 萬 物 以 為 首 」，及「 棄 知

去 己 」，而 以 為 現 時《 莊 子 》一 書 中，許 多 是 慎 到 們 的 思 想 或 著 作；【 尤 其

是 〈 齊 物 論 〉 (〔 註 五 〕
55
)。〔 這 是 望 文 生 義 的 論 證 方 法 〕

56
】

57
。 實 際 他 們

思 想 的 內 容，天 壤 懸 隔；〔 這 在 本 文 後 面 及 本 書 第 十 三 章 中，將 有 較 詳 細

地 說 明 〕
58
， 此 處 暫 時 只 先 提 破 一 下 。  

【 與 莊 子 並 時，而 與 莊 子 友 誼 厚，辯 論 多 的，無 如 惠 施。且 當 時

辯 者，大 體 可 以 分 為「 合 同 異 」與「 離 堅 白 」兩 派。離 堅 白 一 派，停 頓 在

                                                       
49按，手稿此 69 字，論文、專書皆無。 
50按，手稿此 4 字，論文、專書皆無。 
51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5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5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如」。 
54按，論文、專書此 13 字，手稿皆無。 
55按，專書此「註五」，論文作「註三」。 
56按，專書此 11 字，論文作「這是因為不曾好好地讀通《莊子》，故有此望文生義的

謬論」等 23 字。 
57按，論文、專書此 19 字，手稿作「如〈齊物論〉。這是因為不曾好好地讀通《莊子》，

故作此望文生義的比附」等 26 字。 
58按，專書此 22 字，手稿作「此在本文中將有所說明提到」。論文作「這在後面將有

所說明」等 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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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 感 覺 主 義 之 上，把 由 感 覺 所 得 的 材 料，都 當 作 獨 立 的 東 西，這 當 然 與 莊

子 的 思 想 大 相 逕 庭。但 惠 施 則 代 表 合 同 異 的 一 派；即 凡 世 人 之 所 謂 同 異，

彼 皆 以「 無 限 」之 觀 念， 合 而 同 之， 其 極 乃 至 於「 天 地 一 體 」，此 似 與 莊

子 思 想 相 同。所 以 馮 友 蘭 便 援 引 莊 子 以 解〈 天 下 篇 〉中 所 述 惠 施 之 十 事 (〔 註

六 〕
59
)。但 惠 施 由 合 同 異 以 至 天 地 一 體，乃 通 過 知 識 的 解 析 所 得 的 結 論。

〔 即 是 以 無 限 之 觀 念，將 事 物 在 有 限 中 的 分 別 相 加 以 破 除，如「 日 方 中 方

晚 」 之 類 ， 這 是 「 量 」 上 的 轉 移 ， 比 較 。 〕
60
而 莊 子 的 「 天 地 與 我 並 生 ，

萬 物 與 我 為 一 」，乃 通 過 超 知 識 解 析 以 與 道 冥 合 所 得 的 人 生 境 界。所 以 惠

施 的 天 地 一 體，是「 量 地 」一 體；他 的「 泛 愛 萬 物 」，只 是 為 了 撐 持 門 面；

與 其「 量 地 」天 地 一 體，並 無 內 在 的 關 連。其 目 的 只 在 與 人 立 異。莊 子 的

萬 物 與 我 為 一，乃「 質 地 」與 我 為 一；他 不 言 泛 愛 萬 物，但 自 然 與 萬 物 同

其 呼 吸，雖 欲 不 愛 而 不 可 得。莊 子 與 惠 施 的 辯 論，皆 欲 使 惠 施 由 外 轉 向 內，

由 量 轉 向 質，由 語 言 概 念 轉 向 生 活 境 界。此 種 本 質 上 的 不 同， 不 易 為 今

人 所 了 解 的 。 】
61
 

二 、【〔《 莊 子 》〕
62
重 要 名 詞 疏 釋 之 一 ‐‐道 ， 天 ， 德 】

63
 

因 為 莊 子 思 想 表 現 的 方 式 ， 過 於 多 彩 多 姿 ， 不 易 把 握 ， 所 以 〔 我 〕
64

先 把 他 所 用 的 幾 個【 重 要 】
65
名 詞，順 著《 莊 子 》原 典 來 作 一 個 起 碼 地〔 疏

釋 〕
66
，【 然 後 】

67
再 把 它 們 相 互 之 間 的 關 連 加 以 條 理，〔 想由 此 而 先 把 莊 子

的 若 干 重 要 觀 念，畫 出 比 較 明 顯 地 線 條。在 這 種 地 方，我 常 引 用《 外 篇 》

《 雜 篇 》 的 材 料 ； 因 為 《 外 篇 》《 雜 篇 》， 原 即 含 有 莊 學 傳 注 的 性 質 。 〕
68
 

                                                       
59按，專書此「註六」，論文作「註四」。 
60按，專書此 40 字，論文皆無。 
61按，論文 410 字、專書此 370 字，手稿皆無。 
62按，專書此節篇名的此 2 字，論文皆無，手稿僅作「道、天、德」。 
63按，論文 410 字、專書此 370 字，手稿皆無。 
64按，專書此字，論文作「我們」字。 
6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基本」。 
66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作「釐清後」，論文作「釐清」。 
6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68按，專書此 57 字，手稿作「或者可由此而把二千年來環繞於莊子的許多片斷地，猜

測【的】似是而非，恍惚迷離的說法，作相當地澄清。不過這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古人用名詞並不【很】嚴格；而《莊子》一書中的材料，雖大體出於莊子本人及

其學派之手；但在時間上不無先後之分。例如《外篇》《雜篇》，不斷出現性字，而《內

七篇》則沒有一個性字。《內七篇》中〈逍遙遊〉談『六氣之辯(變)』，〈齊物論〉中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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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69
  【 道 ， 天 ， 德 ： 】

70
 

《 莊 子 》 中 說 到 道 的 地 方 很 多 ， 下 面 【 一 段 】
71
話 ， 有 根 本 地 規 定

性 質 ：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不可受，可得而不可見。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神鬼神帝(［按］
72
鬼帝因道而神)，

生天生地......」--〈大宗師〉一四【○~一四一】
73
頁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漁父〉五五【三頁】
74
 

                                                       
『乘雲氣』，而不談陰陽。〈人間世〉涉及陰陽者三，〈大宗師〉涉及陰陽者【一】，但

【皆】就人本身上說【(註二)】。至《外篇》《雜篇》，【而開始】就天地而言陰陽。《內

篇》涉及《詩》《書》《禮》《樂》而未涉及六經；〈天道〉，〈天運〉，〈天下〉等篇，始

明顯提到【。但〈天下篇〉】把這些情形綜合起來，當可斷定《內七篇》成立之時期

為早；而其他各篇，則雜有較遲的資料在裏面。我的辦法，是以莊子的思想結構，來

作【衡量】貫通的依據。【而】對於一個名詞有不同用法時，【採用】 大的公約【數】。

思想的承述者，常將他所承述的思想加以發揮，例如《莊子》中有的地方分明是發揮

現行《老子》中的某一部份思想的。假定【收】在現行《莊子》【中的】有許多是出

於他的學徒後學之手，【却】屬於一個思想結構【之內】，而不能發現它有矛盾歧出的

地方，則站在治思想史的【立場】，只好把它【當作】莊子的思想或屬於莊子學派的

【思想】，不必採取臆測性地區別」等 445 字。論文作「或者可由此而把二千年來環

繞於莊子的許多片斷地，猜測地似是而非，恍惚迷離的說法，作相當地澄清。不過這

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古人用名詞並不十分嚴格；而《莊子》一書中的材料，

雖大體出於莊子本人及其學派之手；但在時間上不無先後之分。例如《外篇》《雜篇》，

不斷出現性字，而《內七篇》則沒有一個性字。《內七篇》中〈逍遙遊〉談『六氣之

辯(變)』，〈齊物論〉中談『乘雲氣』，而不談陰陽。〈人間世〉涉及陰陽者三，〈大宗師〉

涉及陰陽者二，但【其中有四條】皆就人本身上說(註五)。至《外篇》《雜篇》，則不

斷地就天地而言陰陽。《內篇》涉及《詩》《書》《禮》《樂》而未涉及六經；〈天道〉，

〈天運〉，〈天下〉等篇，始明顯提到六經。把這些情形綜合起來，當可斷定《內七篇》

成立之時期為早；而其他各篇，則雜有較遲的資料在裏面。我的辦法，是以莊子的思

想結構，來作每一名詞的衡量貫通的依據。對於一個名詞有不同用法時，則採用 大

的公約權。思想的承述者，常將他所承述的思想加以發揮，例如《莊子》中有的地方

分明是發揮現行《老子》中的某一部份思想的。假定在現行《莊子》一書中，有許多

是出於他的學徒後學之手，但從思想上看去，却都屬於一個思想結構之內的，而不能

發現它有矛盾歧出的地方，則站在治思想史的立場而言，只好把它當作是莊子的思想

或屬於莊子學派的思想來加以處理，不必採取臆測性地區別」等 470 字。 
69按，論文、專書這一段落的 3 個符號，手稿皆無。 
70按，手稿這一段落的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7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這些」。 
7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73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7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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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宗 師 〉的 一 段 話，是《 老 子 》十 四 章、二 十 一 章、二 十 五 章 的 綜

合 陳 述。「 有 情 有 信 」，當 即 本 於《 老 子 》二 十 一 章 的「 窈 兮 冥 兮，其 中 有

精，其 精 甚 真，其 中 有 信 」。【〈 大 宗 師 〉有 情 有 信 的 】
75
「 情 」字，或 係「 精 」

字 之 誤；因 如 後 所 述，《 莊 子 》書 中，也 有「 精 」的 概 念【 的 】
76
。〈 漁 父 〉

上 面 的 一 句 話， 與《 韓 非 子•解 老 》「 道 者 萬 物 之 所 然 也 」，「 道 者 萬 物 之

所 以 成 也 」 的 意 義 略 同 ， 當 然 係 後 出 的 說 法 。 但 亦 無 悖 於 【 莊 子 】
77
的 原

意，故 常 為 後 人 所 引 用。像 這 種 地 方，都 是 莊 子 繼 承 老 子，以 作 為 其 思 想

起 點 的 地 方 。  

【 ※     ※     ※ 】
78
 

但 從 使 用 名 詞 上 面 說，莊 子 與 老 子 顯 著 不 同 之 點，〔 即 〕
79
是 莊 子 常 使

用「 天 」字 以 代 替 原 有「 道 」字 的 意 義。並 且 老 子 將「 道 」與「 德 」分 述，

而 莊 子 則 常 將 「 道 」 與 「 德 」 連 在 一 起 ， 而 稱 為 「 道 德 」，【 但 】
80
實 際 上

却 偏 重 在 德 的 意 義 方 面；亦 即 常 常 是 扣 緊 人 與 物 的 本 身 而 言「 道 德 」。【 乃

至 於 言 「 道 」， 】
81
於 是 「 道 」 的 層 級 ， 有 時 反 安 排 在 天 的 下 面 。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大宗師〉一二九頁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不一與

人為徒。」--〈大宗師〉【一三七頁】
82
。 

「且夫物不勝天久矣。」--〈大宗師〉一四九【頁】
83
 

「盡其所受於天。」--〈應帝王〉一七三【頁】
84
 

「無為為之之謂天，無言言之之謂德。」--〈天地〉二三五【頁】
85
 

「【忘己之人】
86
，是之謂入於天。」--〈天地〉二四五【頁】

87
 

                                                       
75按，論文、專書此 8 字，手稿皆無。 
76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7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老莊」。 
78按，論文、專書這一段落的 3 個符號，手稿皆無。 
79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則」。 
80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81按，手稿此 5 字，論文、專書皆無。 
82按，手稿此此段之引文，排列的順序與論文、專書不同，但各段上面標上序號後，

則與之相符，手稿此段的引文頁碼作「一二九」，而論文、專書作「一三七頁」。 
8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6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忘乎物……」。 
8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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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恬淡，乃合天德、」--〈刻意〉三○六【頁】
88
 

上 面 所 引 的「 天 」字，乃 至 還 有 許 多 未 引 的 天 字，《 郭 象 注 》皆 以「 自 然 」

釋 之。「 如 天 者 自 然 之 謂 也 」(一 二 九 頁 )；「 天 地 者，   自 然 也 」(一 三 ○ )。

〔 在「 自 然 」一 詞 的 本 身 意 義 上，郭 象 與 老 莊 有 出 入；但 在 以 天 為 自 然 的

這 一 點 上 〕
89
，大 體 上 是 對 的；而 此 處 之 所 謂 自 然，即《 老 子 》之 所 謂「〔 道

法 自 然 〕
90
」 的 自 然 ， 亦 即 是 道 。 所 以 他 在 〈 齊 物 論 〉 中 之 所 謂 「 天 鈞 」

(四 七 頁 )、「 天 倪 」 (六 六 頁 )， 與 他 所 說 的 「 道 樞 」 (四 三 頁 )， 實 際 是 一 個

意 義。因 為 他 常 常 好 以「 天 」字 代 替「 道 」字，荀 子 在〈 解 蔽 篇 〉裏 便 說：

「 莊 子 蔽 於 天 而 不 知 人 」，《 楊 倞 注 》：「 天 謂 無 為 自 然 之 道 」。莊 子 所 以 用

天 字 代 替 道 字，【 可 能 是 因 為 以 天 表 明 自 然 的 觀 念，較 之 以 道 表 明 自 然 的

觀 念 】
91
， 更 易 為 一 般 人 所 把 握 。  

【 ※     ※     ※ 】
92
 

這 裏 還 得 附 帶 說 明 的，《 老 子 》上 的 所 謂「 一 」，嚴 格 地 說，是「 無 」

的、亦 即 是「 道 」的 次 一 級 的 概 念，【 同 於「 萬 物 生 於 有 」的 有，因 此，】

93
所 以 他 【 才 】

94
說 「 道 生 一 」。 但 寬 泛 一 點 說 ， 則 「 一 」 是 形 容 道 的 無 分

別 相，所 以「 一 」便 是 道。《 老 子 》四 二 章，「 道 生 一，一 生 二，二 生 三 」

一 段，《 淮 南 子•精 神 訓 》引 之 為「 故 曰，一 生 二，二 生 三，三 生 萬 物 」，

《 高 誘 注 》「 一 謂 道 也 」；日 人 武 義 內 雄 氏 以 為《 淮 南 子 》所 據《 老 子 》原

沒 有「 道 生 一 」三 字 (〔 註 七 〕
95
)，【 這 完 全 是 不 確 的 】

96
。因 為 古 人 引 書，

並 未 如 今 人 的 謹 嚴；【 不 可 以 此 來 推 斷 文 獻 的 異 同 】
97
。但 即 此 亦 可 以 了 解

〔《 准 南 子 》 和 《 高 誘 注 》〕
98
， 是 把 「 一 」 與 「 道 」 作 同 一 層 次 的 東 西 來

                                                       
8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9按，專書此 31 字，手稿、論文作「這種解釋」4 字。 
90按，手稿、專書此 4 字，論文作「道德自然」。 
91按，論文、專書此 25 字，手稿作「或許是為了道字為名家所用，避免與名家的混淆，

更可能的是因為以表明自然的觀念，較之表明自然的觀念」等 44 字。 
92按，論文、專書這一段落的 3 個符號，手稿皆無。 
93按，手稿此 11 字，論文、專書皆無。 
9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95按，專書此「註七」，手稿作「註十三」，論文作「註六」。 
96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作「這未必是對的」。 
97按，論文、專書此 12 字，手稿作「尤其是兩漢人如此」等 8 字。 
98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僅作「淮南和高誘」等 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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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莊 子 》上 所 用 的「 一 」字，以 寬 泛 的 意 思 為 多。即「 一 」就 是「 道 」。  

還 有 中 國 過 去 似 乎 缺 乏 抽 象 地 時 空 的 觀 念 ， 所 以 常 假 定 一 個 時 間 的

起 點， 以 作 道 的 起 點 ；所 以 凡 是《 莊 子 》上 稱 為「 始 」、「 初 」， 也 多 是 道

的 意 義。道 是 萬 物 之 所 由 生，有 如 樹 的 枝 葉 出 自 樹 的 根 本 一 樣，所 以 凡《 莊

子 》 一 書 中 所 稱 的 「 根 」、「 本 」， 也 是 道 的 意 義 。  

※     ※     ※  

《 莊 子 》書 中 對 德 字 界 定 得 清 楚 的，莫 如「 物 得 以 生 謂 之 德 」(〈 天

地 篇 〉 二 四 三 頁 )的 一 句 話 。 所 謂 物 得 以 生 ， 即 是 物 得 道 以 生 。 道 是 客 觀

的 存 在；照 理 論 上 講，沒 有 物 以 前，乃 至 在 沒 有 物 的 空 隙 處，皆 有 道 的 存

在。道 由 分 化、凝 聚 而 為 物；此 時 超 越 之 道 的 一 部 分，即 內 在 於 物 之 中；

此 內 在 於 物 中 的 道，莊 子 即 稱 之 為 德。此 亦 係 繼 承 老 子「 道 生 之，德 畜 之 」

的 觀 念。由 此 不 難 了 解，《 莊 子•內 七 篇 》雖 然 沒 有 性 字，但 正 與《 老 子 》

相 同，《 內 七 篇 》中 的 德 字，實 際 便 是 性 字。因 為 德 是 道 由 分 化 而【 內 在

於 人 與 物 之 中 ， 所 以 德 】
99
實 際 還 是 道 ； 因 此 ， 便 可 以 說 「 通 於 天 地 者 德

也 」(〈 天 地 〉二 三 四 頁 )。【 道 是 內 在 於 每 一 物 之 中 】
100

，【 因 此，便 】
101

可

以 說 「 行 於 萬 物 者 道 也 」 (同 上 )。 他 又 說 「 故 形 非 道 不 生 ， 生 非 德 不 明 。

存 形 窮 生，立 德 明 道 」 (〈 天 他 〉二 三 七 頁 )。這 裏「 生 非 德 不 明 」的 一 句

話 很 有 意 義。道 家 依 然 要 假 定 道 或 德，是 一 種「 理 性 」的〔 性 質 〕
102

；生

要 通 過 此 一 理 性 而 始 彰 著 明 朗，因 而 才 有 條 理 秩 序。所 以「 天 理 」一 詞，

似 乎 先 見 於《 莊 子 》(〔 註 八 〕
103
)；否 則 只 是 一 團 混 亂。正 因 為 如 此，他

在〈 德 充 符 〉中，便 常 常 表 示 德 與 形 的 距 離，以 彰 顯 德 的 理 性 地 性 質。他

對 於 這 些 觀 念 的 形 式 排 列 ， 可 以 用 〔 他 〕
104

下 面 的 話 作 代 表 ：  

「技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天地〉二三

四【頁】
105
 

                                                       
99按，論文、專書此 11 字，手稿作「內在化，所以」等 5 字。 
100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作「道內在於一切物之中」等 9 字。 
101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所以」等 2 字。 
102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形質」。 
103按，專書此「註八」，手稿作「註十四」，論文作「註七」。 
104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0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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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明而仁義次之……」--〈天道〉二六九【頁】
106
 

【〔 上 面「 技 兼 於 義 」的「 兼 」字， 乃 包 含 之 意 。技 兼 於 義 ，是 說 技 為 義

所 包 含。下 面 三 兼 字 之 意 義 皆 同。〕
107

《 莊 子 》中 許 多 地 方，把 天 】
108

當 作

人 生 的 一 種 境 界〔，〕
109

而 此 處 之 天，則 尚 保 持 著 客 觀 存 在 的 意 義。不 過

這 種 形 式 地 排 列，不 僅 在 莊 子 的 思 想 中，【 並 】
110

無 意 義；並 且 像 這 類 的 排

列，可 能 是 由 莊 子【 的 】
111

後 學，因 為 莊 子 喜 言 天，因 而【 加 以 附 會 的，】
112

特 別 把 天 抬 到 道 上 面 去 的 。〔 但 是 〕
113

， 把 天 抬 到 道 的 上 面 【 去 】
114

， 這

便 與 儒 家 思 想 構 造 的 形 式 (不 指 內 容 )相 似，尤 其 是 與《 易 傳 》的 思 想【 相

似 】
115

，反 而 與《 老 子 》相 遠 了。〔 這 在 無 形 之 中，說 明 了 莊 子 的 後 學，受

了 《 易 傳 》 的 影 響 。 〕
116

歸 結 的 說 ： 莊 子 所 說 的 天 ， 即 是 道 ， 所 說 的 德 ，

即 是 在 萬 物 中 內 在 化 的 道。不 僅 道、天、德 三 者〔 在 〕
117

實 質 是 一 個 東 西；

並 且 如 前 所 述，莊 子 主 要 係 站 在 人 生 立 場 來 談 這 些 問 題，而 將「 道 」、「 天 」，

都 化 成 了 人 生 的 精 神 境 界；所 以 三 者 常 常 是 屬 於 一 個 層 次 的 互 用 名 詞。換

言 之，莊 子 之 所 謂 道、天，常 常 與 德 是 一 個 層 次。所 以 他 說「 夫 恬 惔 (淡 )

寂 寞 ， 虛 無 無 為 ， 此 天 地 之 事 ， 而 道 德 之 質 也 ， 故 聖 人 休 焉 」 (〈 刻 意 〉

三 〇 五 【 頁 】
118
)。 這 在 後 面 還 要 談 到 。  

三 、【〔 莊 子 〕
119

重 要 名 詞 疏 釋 之 二 ‐‐情 ， 性 ， 命 】
120
 

《 莊 子 》一 書 中 所 用 的 情 字，有 三 種 分 別；一 種 是 情 實 之 情，這 種 用

                                                       
10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07按，專書此 36 字，論文皆無。 
108按，論文此 11 字，專書此 47 字，論文作「他之所以把天放在道的上面，因為在許

多地方，把天」等 21 字。 
109按，專書此逗號的符號，論文作刪節號。 
110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毫」。 
11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12按，手稿此 5 字，論文、專書皆無。 
113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不過」。 
11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1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一致」。 
116按，專書此 21 字，手稿、論文皆無。 
11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19按，專書此節標題此 2 字，論文皆無。 
120按，專書此節標題 13 字，論文此 11 字，手稿僅作「情，性，命」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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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本 身 ， 沒 有 獨 立 意 義 。 另 一 種 實 際 與 性 字 是 一 樣 ； 例 如 他 說 ：  

「致命盡情，天地樂而萬事銷亡。萬物復情，此之謂混冥。」--〈天

地〉三五四頁 

這 裏 的 情 字，只 能 作 性 字 解。第 三，是 包 括 一 般 所 說 的 情 欲 之 情，而 範 圍

【 較 廣 】
121

； 他 對 於 這 種 情 ， 則 採 取 警 惕 反 對 的 態 度 。 他 說 ：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

不得於身。」--〈德充符〉一二五~六【頁】
122
 

按 上 文，可 知 莊 子 以 為 是 非 是 從 情 來 的，亦 即 以「 知 」為 情；而 去 知【 以 】
123

泯 是 非 ， 正 是 莊 子 一 貫 的 主 張 。 又 ：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惡得不謂之人。惠子曰，

既謂之人，惡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

言人之不以好惡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不益生也。」--同上，一二

六~七【頁】
124
 

按 上 文，可 知 莊 子 是 以 好 惡 為 情；而 好 惡 是 內 可 以 傷 身，當 然 應 當 無 情；

無 情 即 是 無 好 惡 。 又 ：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亂目，使目不明。二曰五聲亂耳，使耳

不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

趣舍滑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二五九

~二六〇【頁】
125
 

上 面 所 說 的，雖 然 沒 有 正 式 指 出 情 字，但 實 際 即 是 一 般 所 說 的 情 欲 之 情，

【 皆 可 以 使 人 失 其 性，當 然 是 不 好 的 】
126

。這 裏 應 當〔 順 便 〕
127

指 出，以 老

子莊子為中心的道家，根本不曾有任情縱慾的思想。〔其次，儒家主張節欲

是為了伸【張】
128

德性，而道家主張進一步「無情」，則以其不是自然。〕
129
 

                                                       
12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更廣的情，而」。 
12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6按，論文、專書此 14 字，手稿作「皆生之情，當然是不好的」等 9 字。 
127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2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長」字。 
129按，手稿、論文此 32 字，專書皆無。 



手稿整理 

81 

※     ※     ※  

莊 子 的《 外 篇 》、《 雜 篇 》，不 斷 地 提 到 性 字。前 面 說 過，《 內 篇 》的 德

字 ， 實 際 便 是 性 字 。 但 《 外 篇 》《 雜 篇 》， 却 常 常 【 將 】
130

性 字 德 字 對 舉 ，

這 一 方 面 是 說 明 莊 子 或 他 的 後 學，受 了 性 字 流 行 的 影 響；一 方 面 也 是 觀 念

上 進 一 步 的 分 疏。若 勉 強 說 性 與 德 的 分 別，則在人與物的身上內在化的道，

稍 微 靠 近 抽 象 地 道 的 方 面 來 說 時，便 是 德；貼 近 具 體 地 形【 的 】
131

方 面 來

說 時，便 是 性。他 說「 性 者 生 之 質 也 」(〈 庚 桑 楚 〉，四 三 七 )，生 之 質，即

生 命 的 本 質。生 命 的 本 質，不 離 乎 形；但 亦 非 僅 僅 是 形。若 僅 僅 是 形，則

這 個 質 字 沒 有 意 義 。 下 面 的 一 段 話 ， 似 乎 更 可 以 表 現 這 種 意 思 。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留(流)動而生物；物成生理，謂之

形。形體保神，各有儀則，謂之性。性【情】
132
反德，德至同於初。」

--〈天地〉二四三~四【頁】
133
 

按 這 段 話 不 是 平 說 的，而 是 就 創 造 的 歷 程 來 說 的。泰 初 有「 無 」，無 即 是

道。《 郭 注 》：「 一 者 有 之 初，至 妙 者 也 」，這 個「 一 」，即 是《 老 子 》「 天 得

一 以 清 」之 一。一 是 從 無 到 有 (現 象 界 之 有 )的 中 間 狀 態；【 因 】
134

尚 無 分 別

相， 所 以 是 一； 正 因 其 是 一，所 以 說「 有 一 而 未 形 」。德 依 然 是 將 形 而 未

形，但 它 已 從「 一 」分 化 而 為 多，所 以 說 是「 未 形 者 有 分 」；以 見 德 在「 未

形 」的 這 一 點 上，與「 一 」相 同；而 在「 有 分 」的 這 一 點 上，却 已 經 較「 一 」

更 向 下 落 實 一 層。因 為「 有 分 」，所 以 才 能 分 別 凝 結 而 成 就 萬 物。寬 泛 點

地 說，德 是 靠 近 道 而 較 性 為 抽 象 的。關 於「 命 」， 留 在 後 面 再 分 疏。德 雖

然「 未 形 」，但 它 從「 一 」分 化 出 來 的 作 用 即 是「 生 」，生 的〔 成 就 〕
135

即

是 物；「 流 動 」是 形 容【 由 】
136

分 化 而 生 物 過 程 中 的 活 動 情 形。「 物 成 生 理 」，

是 說〔 成 就 物 後 〕
137

而 具 有 生 命、條 理，即 是 形；形 因 為 是 德 的 具 體 表 現，

                                                       
13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3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3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脩」。 
13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3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一方面」等 3 字。 
13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表現」。 
136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37按，專書此 4 字，論文、論文作「物生成」3 字。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9 期 

82 

所 以 它 一 定 是 合 理 性 的，故 謂 之「 生 理 」。但 德 是「 未 形 」，而 形 是「 已 形 」，

未 形 與 已 形 之 間 有 了 距 離、間 隔，【形 也 可 能 】
138

脫 離 德 而 成 為 獨 立 性 的 存

在，有 如 母 親 生 出 了 兒 子 以 後，兒 子 可 能 脫 離 母 親 而 獨 立 活 動，各 不 相 干；

這 是 創 造 過 程 中 的 一 種【 大 】
139

危 機。但「 形 體 保 神 」，即 形 體 之 中，還 保

有 精 神 的 作 用 (精 神 一 詞，後 面 再 疏 釋 )；而 這 種 精 神 作 用，是 有 儀 有 則 的，

這 即 是 性。所 以 性 是 德 在 成 物 以 後，依 然 保 持 在 物 的 形 體 以 內 的 種 子。前

面 引 用 過「 生 非 德 不 明 」的 話，此 處 之 所 謂「 儀 則 」，即 是 生 之「 明 」，亦

即 生 之 合 理 性。因 此，道 家 從 宇 宙 到 人 生，依 然 是 奠 基 於 合 理 性 之 上，這

一 點 似 乎 為 過 去 的 人 所 忽 略 了 的。上 面 引 用 的 這 段 話，是 說 得 非 常 精 密 的

一 段 話。但《 莊 子 》一 書 的 用 詞，以 採 取 寬 泛 的 用 法 時 為 多。因 之，不 僅

在 根 本 上，德 與 性 是 一 個 東 西；並 且 在 文 字 上，也 常 用 在 一 個 層 次，而 成

為 可 以 互 用 的。性 好 像 是 道 派 在 人【 身 】
140

形 體 中 的 代 表。因 之，性 即 是

道。道 是 無，是 無 為，是 無 分 別 相 的 一；所 以 性 也 是 無，也 是 無 為，也 是

無 分 別 相 的 一。更 切 就 人【 身 上 】
141

說，即 是 虛，即 是 靜。換 言 之，即 是

在 形 體 之 中，保 持 道 地 精 神 狀 態。凡 是 後 天 滋 多 蕃 衍【 出 來 】
142

的 東 西 都

不 是 性 ， 或 者 是 性 發 展 的 障 碍 。〈 駢 拇 篇 〉 說 ：  

「駢拇技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

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列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一

七八頁 

這 裏 所 說 的 「 道 德 」， 即 是 德 ， 即 是 性 。  

※     ※     ※  

莊 子 特 別 重 視 命 ， 但 對 命 的 內 容 ， 也 有 特 殊 的 規 定 。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師〉一三七】
143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144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138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也可能形」。 
139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4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4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4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43按，手稿此 18 字，論文、專書皆置於第四段，即「死生存亡......」之後。 
144按，專書此 6 字，手稿作「天下之大戒二」，論文作「天下之大職二」，但查核原

書，應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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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命也，不可解［放］
145
心......知其不可奈何，而安之若命，

德之至也。」--〈人間世〉九一~九二頁 

「知其不可奈何，而安之若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一

一四頁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不肖毀譽飢溫寒暑，是事之變，命之行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不能規乎其始者也，故不足以滑和，不可入於

靈府。」--同上，一二三頁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師〉一三七頁 

「吾思［夫］
146
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之】

147
。父母豈欲吾貧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豈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不得也；然

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大宗師〉一六三頁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而坐，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老身，死不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不亦甚乎？莊

子曰，不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慨)。然察其始而本無

生......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行也。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不通乎命，故止

也。」--［〈至樂〉三四四~三四五頁］
148
 

「達生之情者，不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不務知之所無奈

何。」--〈達生〉三五五【頁】
149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吾】
150
生於陵而安於陵，

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不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

上，［三六五~三六六頁］
151
 

〔 按 〕
152

對 命 的 基 本 規 定，還 是 前 面「 物 得 以 生 謂 之 德，未 形 者 有 分。且

然 無 間 謂 之 命 」。「 且 然 無 間 」，是緊承上句未形者有分而來的。未形之「一」，

                                                       
14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於」。 
14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天」。 
14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也」。 
148按，專書此 9 字，手稿、論文皆無。 
14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50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51按，專書此 7 字，手稿無「頁」，論文僅作「三六五~六頁」。 
152按，論文此字，手稿、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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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散 於 各 物 (德 )，每 一 物【 分 得 如 此，就 是 如 此 (且 然 )】
153

，毫 無〔 出 入 〕

154
(無 間 )，這 即 是 命。然 則 莊 子 之 所 謂 命，乃 指 人 秉 生 之 初，從「 一 」那 裏

所 分 得 的【 內 容 】
155

限 度，即〈 德 充 符 〉所 指 出 的「 死 生 存 亡 窮 達 貧 富 賢

與 不 肖 ......」 等 而 言 。 這 大 概 與 傳 統 的 一 般 地 觀 念 相 同 。 其 中 不 同 之 點 ，

儒 家 以 死 生 富 貴 為 命，但 不 以 賢 不 肖 為 命，因 之，儒 家 把 死 生 富 貴 等 委 之

於 命，而 把 賢 不 肖 則 責 之 於 各 人 自 己 的 努 力；其 根 據，則 以 為 賢 不 肖 是 屬

於 性 的 範 圍，而 不 是 屬 於【 運 命 之 】
156

命 的 範 圍；所 以 儒 家 所 說 的「 性 命 」

的 命，是 道 德 性 的 天 命，而 不 是 盲 目 性 的 運 命。【 莊 子 所 說 的 命，並 無 運

命 與 天 命 的 分 別，他 】
157

把 賢 不 肖 也 屬 之 於 命，把 儒 家 劃 歸 到 人 力 範 圍 的，

也 劃 分 到 命 的 範 圍 裏 面 去 了，於 是 莊 子 之 所 謂 命，乃 與 他 所 說 的 德，所 說

的 性，屬 於 同 一 範 圍 的 東 西，即是把德在具體化中所現露出來的「事之變」，

即 是 【 把 】
158

各 種 人 生 中 人 事 中 的 不 同 現 象 ， 如 壽 夭 貧 富 等 ， 稱 之 為 命 ；

命 即 是 德 在 實 現 歷 程 中 對 於 某 人 某 物【 所 分 得 的 限 度 】
159

；這 種 限 度 稱 之

為 命，在 莊 子 乃 說 明 這 是 命 令 而 應 當 服 從，不 可 改 易 的 意 思。所 以 他 比 喻

的 說「 父 母 於 子，東 西 南 北，惟 命【 是 】
160

從。陰 陽 於 人，不 翅 父 母 」(〈 大

宗 師 〉一 四 九~一 五 ○【 頁 】
161
)。何 以 知 道 這 些「 事 之 變 」是 由 命 所 規 定 ？

乃 是 因 為 這 些 東 西 是 「 知 不 能 規 乎 其 始 」，【 因 】
162

而 「 不 知 所 以 然 而 然 」

的；即 是 這 些 事，不 是 人 的 知 謀 可 以 預 為 規 劃，而 不 知 其 所 始 的。因 此 可

以 了 解 莊 子 重 視 命，乃 是 把 人 生 中 的 這 些 事 之 變，也 安 排 到 德 與 性【 的「 自

然 」】
163

方 面 去；安 於 這 些 事 之 變，即 是 安 於 德，安 於 性【 的 自 然 】
164

。所

以 他 一 再 說 「 知 其 不 可 奈 可 ， 而 安 之 若 命 ， 德 之 至 也 」。 他 對 命 的 觀 念 ，

                                                       
153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作「分得如此(且然)，就是如此」。 
154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走漏」。 
155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156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57按，論文、專書此 17 字，手稿僅作「莊子」等 2 字。 
15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59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作「的某人限度」。 
16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之」。 
16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6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63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164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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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補 德、性 在 人 生 中 的 漏 洞，並 加 強 德、性 在 人 生 中 的 決 定 性。即 是 他 之

所 以 強 調 命，乃 是 要 人「 無 以 人 滅 天，無 以 故 滅 命 」(〈 秋 水 〉三 三 ○【 頁 】

165
)。「 故 」，【 即 】

166
是 後 起 的 生 活 習 慣。由 此 可 知 命 在 本 質 上 與 德、性 並 無

分 別。他 說，「 已，而 不 知 然，謂 之 道 」(〈 齊 物 論 〉四 六 頁 〉；這 種 對 道 的

規 定 ， 也 同 於 對 命 的 「 不 知 所 以 然 而 然 」 的 規 定 。 又 說 ，「 聖 人 達 綢 繆 ，

周 盡 一 體 矣，而 不 知 其 然，性 也。」(〈 則 陽 〉四 六 六 )。又 說，「 性 不 可 易，

命 不 可 變 」(〈 天 運 〉三 ○ ○ 頁 )。可 見 他 對 性 與 命 的 規 定，也 完 全 是 一 樣

的。所 以 他 才 不 斷 地 用「 性 命 」的 名 詞。儒 家 把 性 與 命 連 在 一 起，是【 以

命 】
167

說 明 性 的 根 源 ； 而 莊 子 則 是 以 命 表 明 性 的 決 定 性 。  

四 、【〔《 莊 子 》〕
168

重 要 名 詞 疏 釋 之 三 ‐‐形 ， 心 ， 精 神 】
169
 

《 莊 子 》 一 書 ， 用 「 身 」 字 ， 用 「 生 」 字 時 ， 是 兼 德 (性 )與 形 而 言 ，

並 且 多 偏 在 德 (性 )方 面。所 以 他 之 所 謂「 全 身 」或「 全 生 」，有 時 同 於 全 德。

但 他 用「 形 」字，則 常 僅 指 的【 是 一 】
170

外 在 的 官 能 或〔 由 〕
171

形 骸 (五 官

百 體 )所 表 現 的 動 作。此 時 之 形，莊 子【 常 】
172

把 它 與 德 (性 )或 心，看 成 是

兩 樣 的 東 西 ， 而 加 以 對 舉 。 例 如 「 形 莫 若 就 ， 心 莫 若 和 」 (〈 人 間 世 〉 九

六 頁 )，這 是 把 形 與 心 相 對 舉，與 一 般 說 法 無 所 異。〈 德 充 符 〉一 篇，假 設

許 多 形 體 不 全 之 人，以 見 德 較 形 為 貴，殘 形 並 非 等 於 傷 德。他 對 形 與 德 的

區 分，也 即 是 他 與 楊 朱 顯 明 的 分 別。因 此，所 以 我 說 他 雖 然 認 為 形 由 德

而 生，但 他 實 際 認 為 形 生 以 後，與 生 它 的 德，依 然 有 一 隔 限；於 是 他 所 主

張 的〔 回 到 生 所 自 來 之 道 〕
173

，依 然 是 要 通 過 自 覺，通 過 由 自 覺 而 來 的 工

夫，【 才 可 突 破 形 的 限 制 以 達 到 其 目 的 】
174

。所 以 僅 從【 他 】
175

表 面 的 放 任

因 循 的 詞 句 上，並 不 能 真 正 了 解 莊 子。莊 子〔 對 〕
176

形 的 觀 念，是 由 老 子

                                                       
16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66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6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68按，專書此節標題的此 2 字，論文皆無。 
169按，專書此節標題的此 14 字，手稿僅作「形、心、精神」。 
17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71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172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73按，專書此 8 字，手稿、論文僅作「回到自然」等 4 字。 
174按，論文、專書此 14 字，手稿僅作「才可以達到」等 5 字。 
17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7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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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說 的「 吾 之 大 患，在 吾 有 身 」的「 身 」的 觀 念 而 來。而 莊 子 的「 身 」與

「 生 」的 觀 念，則 由 老 子 的「 長 生 」的「 生 」的 觀 念 發 展 而 來。即 是，在

老 子，已 有 了 身 雖 由 德 而 生，但 既 生 之 後，身 (形 )與 德 便 有 一 間 隔 的 思 想；

至 莊 子 而 將 這 一 點 發 展 得 更 為 成 熟、清 楚。茲 將 莊 子 把 德 形 相 對，養 形 並

非 等 於 養 德 的 材 料 ， 簡 錄 在 下 面 。  

「夫支離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又況支離其德者乎。」--〈人間

世〉一○五頁 

「物視其所一(德)，而不見其所喪(形)。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德充符〉一一○~一一一【頁】
177
 

「吾與夫子遊十九年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

內(德)，而子索我於形骸之外，不亦過乎。」--同上，一一五~六

【頁】
178
 

「旡趾曰，吾惟不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來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同上，一一六【頁】
179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德)......刖者之履，

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同上，一二○【頁】
180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不忘其所忘(形)，而忘其所不忘

(德)，此謂誠忘。」--同上，一二四【頁】
181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不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離形，形不

離而生亡者有之矣。……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

不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達生〉三五五~六【頁】
182
 

然 則 莊 子 對 形 的 態 度 怎 樣 呢 ？ 既 不 是 後 來 神 仙 家 所 說 的 【 長 生 】
183

，

也【 絕 】
184

非 如 一 般 宗 教 家，採 取 敵 視 的 態 度，而 是 主 張「 忘 形 」(形 有 所

忘 )；再 落 實 一 點，則 是「 不 位 乎 其 形 」(〈 秋 水 〉〔 三 六 頁 〕
185
)，即 是 不 為

                                                       
17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7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7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8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8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8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83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18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85按，論文、專書此「三六頁」，恐有誤，手稿作「三二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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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所 拘 限【 (位 )】
186

，不 使 形【 取 得 】
187

了 生 活 上 的 主 導 權。再 進 而 以 自 己

的 德，養 自 己【 的 】
188

形，使 形 與 德【 合 而 為 一 】
189

，以 使 其 能「 盡 其 所 受

於 天 」(〈 應 帝 王 〉一 七 三【 頁 】
190
)；所 以 他 說「 旡 視 旡 聽，抱 神 以 靜，形

將 自 正……女 神 將 守 形，形 乃 長 生 」(〈 在 宥 〉二 二 一 頁 )。此 處 之 神，即 是

道，即 是 德，即 是 性。而 其 所 謂 長 生，「 乃 終 其 天 年 」，「 盡 其 所 受 於 天 」。

【 不 可 與 後 來 神 仙 家 之 所 謂 長 生 相 混 淆 。 】
191

在 這 一 點 ， 除 了 德 (性 )的 內

容，與 儒 家 不 同 以 外，僅 就 德 與 形 的 關 係 而 論，却 與 儒 家 是 一 致 的。這 是

從 老 子 「 無 以 生 為 」 的 觀 念 ， 發 展 下 來 的 。  

※     ※     ※  

心 ， 在 《 莊 子 》 一 書 中 是 一 個 麻 煩 的 問 題 。 他 說 ：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齊物論〉四○頁 

「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人間世〉八五頁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神將來舍，而況人乎？」--同上，

八九頁 

「是之謂不以心捐道，不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大宗師〉

一三三頁 

「汝慎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殺……僨驕而不可係者，

其惟人心乎。」--〈在宥〉二一四~五【頁】
192
 

「及唐虞為天下……然後去性而從於心……然後民始惑亂。」--

〈繕性〉三一一~二【頁】
193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庚桑楚〉四三六【頁】
194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列禦寇〉五六一

【頁】
195
 

                                                       
18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8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佔」。 
18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之」。 
189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化」。 
19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1按，論文、專書此 16 字，手稿皆無。 
19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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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注 意 於 心 的 活 動 〕
196

，由 來 已 久。到 了 孔 子，對 於 心，似 乎 還 沒 有 把

握 住，這 從 孟 子 引 他「 出 入 無 時，莫 知 其 鄉，其 心 之 謂 與 」的 話 可 以 看 出

來 。 在 心 上 奠 定 人 生 道 德 的 根 基 ， 儒 家 一 直 【 要 】
197

到 孟 子 才 有 此 發 現 。

莊 子 對 於 心 的 警 惕，特 為 突 出，主 要 原 因，是 因 為「 知 」的 作 用，是 從 心

出 來 的。而 知 的 作 用，一 則 擾 亂 自 己，不 合 養 生 之 道；一 則 擾 亂 社 會，為

大 亂 之 源 。 所 以 他 要 「 外 於 心 知 」。 他 說 ：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

殆而已矣。」--〈養生主〉七一頁 

「故天下每每大亂，罪在於好知。…….惴耎之虫，肖翹之物，莫

不失其性。」--〈胠篋〉二○八【頁】
198
 

有 心 便 有 知，有 知 便 失 其 性；而 人 又 是 活 的，【 如 何 能 避 開 心 知 的 作 用 呢 ？ 】
199

於 是 莊 子 似 似 乎 避 開 心 而 在 氣 方 面 找 出 路 。 所 以 他 說 ：  

「若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靜】
200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

201
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八七頁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列……壹其性，養其氣，

全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達生〉三五六~八【頁】
202
。 

按 所 謂 無 聽 之 以 耳，是 不 讓 外 物 停 在 耳 (目 )那 裏【 去 】
203

辨 別 聲 (色 )的

美 惡。聽 之 以 氣，即 下 文 之 所 謂「 徇【 (順 )】
204

耳 目 內 通，而 外 於 心 知 」，

即 是 讓 外 物 純 客 觀 地 進 來，純 客 觀 的 出 去，而 不 加 一 點 主 觀 上【 地 】
205

心

知 的 判 斷。「 聽 止 於 耳 」，俞 樾 以 為 當 作「 耳 止 於 聽 」者 近 是，即 是〔 耳 〕
206

僅 止 於 聽，而 不 加 美 惡 分 別 之 意。心 止 於 符 (〔 應，與 外 物 相 應 〕
207
)，也

                                                       
196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作「人對於心的活動、注意」等 9 字。 
19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9按，論文、專書此 11 字，手稿皆無。 
20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氣」。 
20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氣」。 
20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03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20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0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0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207按，專書此 6 字，手稿僅作「的」，論文作「合與外物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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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同 樣 的 意 思。從 上 面 所 引 的 材 料 看 來，莊 子 似 乎 是 反 心〔 反 〕
208

知 而 守

氣，使 人 成 為 一 純 生 理 地 存 在。但 這 與〈 天 下 篇 〉他 批 評 慎 到 的「 至 於 若

無 知 之 物 而 已，旡 用 聖 賢。夫 塊 不 失 道。豪 傑 相 與 笑 之 曰，慎 到 之 道，非

生 人 之 行，而 至 死 人 之 理 」(五 七 七 頁 )〔 的 情 形 〕
209

，有 什 麼 分 別 ？ 真 的，

有 人 因 此 便 以 為 〈 齊 物 論 〉 是 出 於 慎 到 【 (註 十 五 )】
210

。 但 如 前 所 說 ， 莊

子 既 將 形 與 德 對 立，以 顯 德 之 不 同 於 形，則 他 所 追 求 的〔 必 〕
211

是 一 種 精

神 生 活，而 不 是 塊 然 地 生 理 生 活。若 此 一 看 法 為 不 錯，則 他 所 追 求 的 精 神

生 活，不 能 在 人 的 氣 上 落 脚，而 依 然 要 落 在 人 的 心 上。〔 因 為 氣 即 是 生 理

作 用，在 氣 上 開 不 出 精 神 的 境 界；只 有 在 人 的 心 上 才 有 此 可 能。〕
212

【 既

須 落 在 人 〔 的 〕
213

】
214

心 上 ， 則 他 不 能 一 往 反 知 ， 而 必 須 承 認 某 種 性 質 的

知。【 就 我 的 了 解 說，】
215

他 的 確 是 如 此。並 且 他 在 上 面 所 說 的 氣，實 際 只

是 心 的 某 種 狀 態 的 比 擬 之 詞，與 老 子 所 說 的 純 生 理 之 氣 不 同。這 便 是 他 和

慎 到 表 面 相 同，而 根 本 不 同 之 所 在。所 以 在 前 面 所 引 的〈 人 間 世 〉「 氣 也

者，虛 而 待 物 者 也 」一 句 的 下 面，便 接 著 說，「 惟 道 集 虛；虛 者，心 齋 也 」。

虛 還 是 落 在 心 上，而 不 能 落【 在 】
216

氣 上。〈 人 間 世 〉「 自 事 其 心 者，哀 樂

不 易 施 乎 前 」(九 二 頁 )，這 裏 未 嘗 要 去 心。〈 德 充 符 〉說：「 日 夜 相 待 乎 前，

而 知 不 能 規 乎 其 始 者 也，故 不 足 以 滑 和，不 可 入 於 靈 府 」(一 二 二 頁 )。郭

注，「 靈 府 者 精 神 之 宅 」。成 疏，「 靈 府 者 精 神 之 宅，所 謂 心 也 」。是 莊 子 將

心 尊 之 為 靈 府。〈 達 生 〉，〈 庚 桑 楚 〉又 尊 之 為「 靈 臺 」。然 則 莊 子 是 不 是 把

心 分 為 二，一 為 須 要 防 止 之 心，一 為 值 得 尊 重 之 心 呢 ？ 我 的 看 法 不 是 如 此

的。莊 子【 是 】
217

要 求 人 的 生 活 能「 與 天 為 徒 」，或「 入 於 天 」，天 是「 寂

寞 無 為 」的；心 知 的 活 動，足 以 破 壞 此 寂 寞 無 為，所 以 特 須 警 戒。但 若 沒

有 心 知，則 賦 與 於 人 的 寂 寞 無 為 的 本 性，將 從 何 處 通 竅，而 使 人 能 有 此 自

                                                       
208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209按，專書此 3 字，論文僅作「的」。 
210按，手稿此註，論文、專書皆無。 
21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212按，專書此 32 字，手稿、論文皆無。 
213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214按，專書此 6 字，論文此 5 字，手稿作「既落在」3 字。 
215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皆無。 
21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17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9 期 

90 

覺 ？ 且 德 既 內 在 於 人 身 之 內，【〔 則 〕
218

人 必 須 通 過 心 的 作 用，然 後 在 德 與

形 的 相 對 中，能 有 對 德 的 自 覺，於 是 德 的 本 性，也 不 能 不 是 心 的 本 性。否

則 心〔 便 〕
219

不 能 從 形 中 超 脫 出 來，以 把 握 形 所 自 來 的 德。】
220

莊 子〔 所 追

求 的 精 神 生 活，〕
221

若 真 是 不 在 心 上 立 脚，而 只 是 落 在 氣 上，則 人 不 過 是

塊 然 一 物 ， 與 慎 到 沒 有 分 別 ，〔 即 無 所 謂 德 與 形 的 對 立 。 再 進 一 步 說 ， 〕
222

莊 子 若 承 認 了 心，則 知 為 心 的 特 性，莊 子 也 不 能 一 往 的 反 知。我 覺 得 莊

子 的 意 思，是 認 為〔 心 的 本 性 是 虛 是 靜，與 道、德 合 體。但 由 外 物 所 引 〕
223

而 離 開 了 心 原 來 的 位 置，逐 外 物 去 奔 馳，惹 是 招 非，反 而 掩 沒 了 它 的 本

性，此 時 的 人 心，〔 才 〕
224

是 可 怕 的。但 若 心〔 存 於 〕
225

自 己 原 來 的 位 置，

不 隨 物 轉，則 此 時 之 心，乃 是 人 身 神 明【 發 竅 】
226

的 所 在，而 成 為 人 的 靈

府，靈 臺；由 靈 府 靈 臺 所 直 接 發 出 的 知，即 是 道 德 的 光 輝，人 生 精 神 生 活

的 顯 現，是 非 常【 可 】
227

寶 貴 的。這 種 知，不 是 普 通〔 分 解 性 的 〕
228

知 識 之

知，而 有 同 於 後 來 禪 宗 所 說 的「 寂 照 同 時 」之 照。他 常 以「 鏡 」來 形 容「 照

的 情 態 」(〔 註 九 〕
229
)。所 以 莊 子 主 要 的 工 夫，便 在 使 人 的 心，如 何【 能 】

230
照 物 而 不 致 隨 物 遷 流，以 保 持 心 的 原 來 的 位 置，原 來 的 本 性。他 說「 其

心 之 出，有 物 採 之 」(天 地 二 三 七【 頁 】
231
)；〔「 出 」是 離 開 原 有 位 置，向 外

奔 馳 ， 心 之 所 以 出 ， 是 因 為 有 物 加 以 勾 引 (採 )。 但 〕
232

莊 子 並 不 主 張 與 物

隔 絕，而 只 是 要〔 心 不 隨 物 轉，以 致 生 出 〕
233

是 非 好 惡，這 種 工 夫，〔 是 適

                                                       
218按，專書此字，論文作「則在人身之內的心，當然也是德的顯現，並且」等 18 字。 
219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220按，專書此 64 字，論文此 80 字，手稿作「則在人身之內的心，當然也是德的顯

現」等 16 字。 
221按，手稿、論文此 8 字，專書皆無。 
222按，專書此 15 字，手稿、論文皆無。 
223按，專書此 19 字，手稿、論文僅作「心由物所引」等 5 字。 
224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22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守在」，論文作「守住」。 
22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發窾」。 
22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28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皆無。 
229按，專書此「註九」，手稿作「註十六」，論文作「頁八」，應作「註八」才是 
23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3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32按，專書此 28 字，手稿、論文皆無。 
233按，專書此 9 字，手稿、論文作「要不隨物轉以生」等 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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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於 心 的 本 性 的 虛、靜、止。虛 是 沒 有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成 見；靜 是 不 為 物

欲 感 情 所 擾 動；止 是 心 不 受 引 誘 而 向 外 奔 馳。能 虛 能 靜，即 能 止。所 以 虛

靜 是 道 家 工 夫 的 總 持，也 是 道 家 思 想 的 命 脈。不 論 儒 家 道 家，他 們 都 是 以

統 治 階 級 及 知 識 分 子 自 身 為 說 話 對 象 的。統 治 階 級 不 待說；每一知識分子，

都 是 以 成 見 之 知，與 對 物 的 欲 望，裹 脅 在 一 起，以 塑 造 成 自 私、自 困、互

相 窺 伺、互 相 奪 取 的 人 生、社 會。虛 靜 乃 是 從 成 見 欲 望 中 的 一 種 解 放、解

脫 的 工 夫；也 是 解 脫 以 後，心 所 呈 現 的 一 種 狀 態，亦 即 是 人 生 所 到 達 的 精

神 境 界。凡 是《 莊 子 》上，「 與 天 地 精 神 往 來 」，以 及「 人 而 天 」這 類 的 描

述，實 際 皆 是 對 於 由 虛 靜 的 工 夫 所 呈 現 出 的 虛 靜 地 精 神 境 界 的 描 述。虛 靜

之 心，本 是 超 越 一 切 差 別 對 立，而 會 涵 融 萬 有 之 心。莊 子 緊 承 老 子「 致 虛

極 ， 守 靜 篤 」 之 致 (十 六 章 )， 全 書 中 到 處 發 揮 此 義 。 〕
234

他 說 ：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八七頁 

「瞻彼［闋］
235
者，虛室生白。吉祥止止。」--同上［八八頁］

236
 

「盡其所受乎天，而先見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若鏡，不將不

迎，應而不藏，故能勝物而不傷。」--〈應帝王〉一七四頁 

「人莫鑒於流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德充符〉

一一二【頁】
237
 

「萬物無足以鏡(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精神？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天道〉二六一~

二【頁】
238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累，達道之塞。貴富顯嚴名利六者

勃志也......此四六者不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

虛則無為而無不為也。」--〈庚桑楚〉四三六~七【頁】
239
 

                                                       
234按，專書此 301 字，手稿作「他稱之為虛，靜，止。虛是心不藏物，靜是心不為物所

擾動，止是心不因物引而向外奔馳」等 34 字，論文僅作「他稱之為虛，靜，止。虛

是心不藏物，靜是心不為物所擾動，止是心不因引誘而向外奔馳」等 34 字。 
235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作「關」字。 
23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八九頁」。 
23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3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3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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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虛 不 靜 不 止 之 心 ， 失 掉 了 心 的 本 性 ， 莊 子 謂 之 「 心 死 」 (〔 註 十 〕
240
)。

虛 、 靜 、 止 ， 保 持 住 心 的 本 性 ， 謂 之 「 心 不 死 」。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六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德充符〉一一二【頁】
241
 

這 裏 所 說 的 「 一 知 」， 是 對 於 分 別 之 知 而 言 ， 尅 就 心 的 本 性 ， 如 鏡 照 物 ，

既 無 主 觀 (成 心 )加 在 物 上 ； 物 亦 一 照 即 過 ， 毫 不 牽 動 主 觀 (不 藏 物 )， 此 之

謂「 一 知 」；這 是 沒 有 價 值 判 斷 的，無 記 的。純 客 觀 而 且 不 加 分 解 剖 析 構

造 之 知。【 這 種「 一 知 」】
242

，或 可 以「 直 觀 」一 詞 稱 之。莊 子 形 容 這 種 知

的 情 形 是「 冥 冥 之 中 (無 分 之 意 )，獨 見 曉 焉。旡 聲 之 中，獨 聞 和 焉。故 深

之 又 深，而 能 物 焉；神 之 又 神，而 能 精 焉。」(〈 天 地 〉二 三 七【 頁 】
243
)。

按「 而 能 物 焉 」，即 是「 通 乎 物 之 所 造 」 (〈 達 生 〉三 五 八【 頁 】
244
)，即 是

莊 子 認 為 在 統 一 地 直 觀 (一 知 )之 下，能 看 出 物 的 本 來 面 目【 (能 物 )】
245

。而

「【 所 謂 】
246

遊 心 於 淡 ， 合 氣 於 漠 」 (〈 應 帝 王 〉 一 六 七 【 頁 】
247
)及 「 以 恬

養 知 ......以 知 養 恬 ，知 恬 交 相 聲 」 (〈 繕 性 〉三 ○ 九~三 一 ○【 頁 】
248

)， 也

正 是 他 用 工 夫 更 落 實 的 說 明 。〔 按 《 說 文 》 十 一 上 水 部 ， 淡 ，「 薄 味 也 」；

未 加 作 料 到 裡 面 去 的 飲 料，其 味 淡。莊 子 以 此 形 容 無 成 見、無 欲 望、無 好

惡 時 的 心 理 狀 態。此 時 的 心 理 狀 態，對 一 切 與 心 相 接 之 物，皆 無 所 繫 戀，

無 所 聚 注，只 是 冷 冷 地，泛 泛 地「 應 而 不 藏 」，故 莊 子 即 以「 淡 」形 容 之。

「 遊 心 」的「 遊 」，是 形 容 心 的 自 由 自 在 地 活 動。 不 是 把 心 禁 錮 起 來，而

是 讓 心 不 挾 帶 欲 望、知 解 等 的 自 由 自 在 地 活 動，此 則 所 謂 遊 心 於 淡。氣 是

指 綜 合 性 地 生 理 作 用。「 合 氣 」，是 會 合 氣 力；人 當 運 動 或 工 作 時，生 理 作

用 自 然 會 合 到 一 起。《 說 文 》十 一 上「 漠 … … 一 曰，清 也 」；水 中 無 雜 物 曰

清；「 合 氣 於 漠 」，是 形 容 無 欲 望 目 的 的 生 理 活 動。「 以 恬 養 知 」，是 以 心 的

恬 靜， 涵 養 心 的 知， 使 知 不 外 馳 。有 知 而 不 外 用 ，謂 之「 以 知 養 恬 」。 無

                                                       
240按，專書此「註十」，手稿作「註十七」，論文作「註九」。 
24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42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24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4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4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4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4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4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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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之 恬，便 如 慎 到 們 的 土 塊 (見〈 天 下 篇 〉)。「 恬 」有 如 後 來 禪 宗 之 所 謂 寂；

而 此 處 之 知，有 如 後 來 禪 宗 之 所 謂「 照 」。「 知 恬 交 養 」，有 如 禪 宗 之 所 謂

「 寂 照 同 時 」。此 意 甚 為 深 遠 精 密。由 以 上 的 疏 導，可 知 莊 子 實 際 還 是 在

心 上 立 足；亦 非 完 全 反 知 〕
249

。而【 世 人 好 籠 統 用 反 知 二 字 以 說 明 莊 子 的

態 度，】
250

有 失 莊 子 的 本 意。如 後 所 述，莊 子 特 別 重「 忘 」，重「 化 」；但

在 心 的 本 性 這 一 點 上，則 必 將 其 保 任 不 失，以 為 忘 與 化 的 根 基。「 古 之 人，

外 化 而 內 不 化 ； 今 之 人 ， 內 化 而 外 不 化 。 與 物 化 者 ， 一 不 化 者 也 」 (〈 知

北 遊 〉四 一 九【 頁 】
251

)。「 日 與 物 化 者，一 不 化 者 也 」(〈 則 陽 〉四 六 八【 頁 】
252

)。這 裏 的 所 謂「 內 」，所 謂「 一 」，〔 乃 至 〕
253

〈 養 生 主 〉的「 忘 其 所 受 」

(七 七 【 頁 】
254

)的 「 所 受 」，〈 大 宗 師 〉「 不 忘 其 所 始 」 (一 三 三 【 頁 】
255

)的

「 始 」，當 然 是 指 德 而 言；但〔 德 的 〕
256

不 忘 不 化，只 有 在 心 上，亦 即【 在 】
257

所 謂 靈 府 、 靈 臺 的 光 照 【 之 】
258

下 ，〔 德 才 可 以 經 常 呈 現 ， 而 〕
259

言 不 忘

不 化。所 以 莊 子 是 向 上 透 出 的 純 白 靈 明 地 人 生，而 不 是 渾 沌 灰 暗 地 人 生。

老 子 對 於 心，只 有 警 戒 的 一 面，而 沒 有 信 任 的 一 面。這 即 是 說 明 在 孔 老 的

時 代，人 的 自 覺，是 先 在〔 每 一 個 行 為，〕
260

【 每 】
261

一 個 行 為 上 開 始；

後，則 以【 生 命 的 統 體 】
262

全 般 轉 化 之 形 而 呈 現。到 了 孟 子、莊 子，始 反

省 到 心 上，由【 心 】
263

這 裏 開 竅、立 基，以 擴 及 於 生 命 的 全 體。在 這 種 地

方 ， 正 可 以 清 楚 看 出 由 孔 到 孟 ， 由 老 到 莊 的 精 神 、 思 想 發 展 之 跡 。  

 

                                                       
249按，專書此 338 字，手稿、論文僅作「由以上的疏導，可知莊子實際還是在心上立

足」等 19 字。 
250按，論文、專書此 18 字，手稿僅作「籠統用反知二字」等 7 字。 
25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3按，手稿、專書此 2 字，論文作「至柔」。 
25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6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25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9按，專書此 9 字，手稿、論文僅作「才可」2 字。 
260按，論文此 5 字，手稿作「一個行為」，專書皆無。 
26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62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人生的統一體」6 字。 
263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