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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庄子，是一件赏心乐事。
这是我的体会，所以当北京电视台《养心堂》栏目邀请我介绍庄子的寓言和人生智慧时，我觉得既荣
幸又高兴。
我从中学时代就陆续听到有关庄子的一些故事，初步印象都是偏向消极的。
人们把庄子说成避世、反智、唯我主义，一副失意文人的模样，但是庄子的一些寓言，从梦蝶、鱼乐
，到大鹏、河伯等，又让人觉得轻松有趣。
到底庄子在想些什么？
当我自己认真学习了庄子，对他书中的每一句话都仔细读了多遍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庄子是我所
知古今中外哲学家里面最聪明的人。
司马迁说庄子是“其学无所不窥”，这话是可信的。
《庄子·天下》中，推崇老子是“博大真人”，而庄子自己就是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将道家哲学
的光华全部展现无遗。
为什么说庄子最聪明呢？
我们且由一般的误解说起。
首先，庄子避世吗？
战国时代中期，是个危机四伏的乱世。
凭庄子的本事，做官不是问题，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
避世并不困难，难的是避世之后转而修炼内心世界，使它广阔到超越天地，以至可以作逍遥之游，享
受无比的自得之乐。
我们就算生活在治世，不是也常受俗人俗事干扰而心烦意乱吗？
我们不是偶尔也想避开人群，让自己喘一口气吗？
庄子的示范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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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子哲学深深影响了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庄子》一书阐发的人生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充满生机，可
以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其中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如螳螂捕蝉、庖丁解牛、庄周梦蝶等等，更
是早已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那么庄子是如何通过一篇篇有趣的寓言来发挥他的精彩观点，并让人信服的呢？
     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从庄子那里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
庄子的智慧到底在哪里？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傅佩荣先生应北京电视台《养心堂》栏目邀请，在电视讲坛上展开
了与庄子的心灵对话。
    从来没有人这样讲庄子。
本书采用“三部曲”的新颖形式：解读庄子故事——与西方哲人思想对照——现实人生启示，层层推
进又三位一体，引导我们多维度感受、分享庄子的大智慧。
    一本书展现一个更完整的傅佩荣。
他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家，也是一位西方哲学的通才，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的丰富，更有
他出入中西文化的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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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曾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
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奖项。

    傅教授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多有成就。
1990年以来，傅教授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讲座，还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地
的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
近年来，亦曾多次受邀在祖国大陆演讲。
著作逾百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有《哲学与人生》、《智者的生活哲学》、《自我的觉醒》、《解读
论语》、《解读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傅佩荣〈论语〉心得》、《傅佩荣四书心
得》、《儒家与现代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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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让梦想点亮人生1.庄周梦蝶这是《庄子·齐物论》里的故事：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真
是一只自在飞舞的蝴蝶，十分开心得意！
不知道还有庄周的存在。
忽然醒过来，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僵卧不动的庄周。
不知道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呢？
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
庄周与蝴蝶一定有所分别。
这种梦境所代表的，就称为物我同化。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生当战国时代中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他选择平静度日，一家人在乡下过着穷困的日子。
在《列御寇》篇中，有人嘲讽他“处穷阊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意思是说，住在穷街陋巷，
困窘地织鞋为生，饿得面黄肌瘦，这很可能是客观的事实描述。
靠编织草鞋养活一家人，实在不容易，所以庄子有时候也要到河边钓鱼、上山砍柴或用弹弓打鸟。
这一天在山间走累了，就找个舒服的树阴，躺下来睡个午觉。
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在花丛树林间自在飞舞，他的表情想必是得意而微笑。
这时根本忘记了庄周的存在。
人为什么会做梦？
原因之一是要避开那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
譬如，穷人梦见自己发财，就是常有的例子。
西方有一则寓言，说一个牧童白天工作劳累不堪，但是一睡着就梦到变成国王，乐不思蜀。
而一个国王白天享受荣华富贵，一睡着就梦到变成牧童，苦不堪言。
这二人处境相反，说明贵贱固然有先天注定的成分，但是做梦也有身不由己的特色。
真实人生有时要靠做梦来调适一番，算是减少一些不公平的比例吧！
庄子并没有梦见自己发财，而是梦到了蝴蝶。
这表示他向往的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心灵可以摆脱世俗的牵绊，自由地与万物往还。
可惜好梦易醒，庄子回到现实世界，发现自己就是那“僵卧不动的庄周”。
下面的问题比较有趣：是刚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现在”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
回首前尘往事，很少人会否定“浮生若梦”这句话。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从“未来”的眼光回顾，不也是一场梦吗？
这种看似消极无奈的念头，很快就被点化了，因为庄子接着说：“庄周与蝴蝶一定有所分别。
”分别在于：当我梦见自己成为蝴蝶时，在梦中我不会质疑自己真是一只蝴蝶，但是当我醒来之后，
却可以质疑自己真是庄周。
这种质疑的能力正是人的特色所在。
质疑表示人可以思考及选择自己要以何种态度面对生活。
譬如，不论生活如何困窘，庄子都可以坦然面对，他在提升心灵方面从不松懈，要努力修炼到与“道
”同游的境界。
这种分别是诅咒，还是祝福？
庄子的答案很清楚，当然是祝福。
所以他最后说：这种梦境所代表的，就称为物我同化。
因此，在庄子看来，我与万物可以化为一个整体，这时我像蝴蝶一样可以到处飞舞，没有任何阻碍或
限制。
而另一方面，我与万物的分别也很明显，那就是：身为一个人，除了有形可见的身体，还有无形的心
智，可以从事思考活动，进而选择正确的修炼途径，让自己的精神真正像蝴蝶一般，无拘无束地活在
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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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世间的富贵或贫贱，得意或失意，荣耀或耻辱，以及种种相对的价值观，全都失去了对我的制约
作用。
庄子的思想是一个万花筒，从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缤纷与瑰丽，同时也不可能用简单的几句
话来作概括说明。
“庄周梦蝶”是一则简短的寓言，却可以引发一些空灵的遐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梦是什么《齐物论》是《庄子》全书的第二篇，内容相当抽象。
事实上，也就在此篇中，庄子已经描写过“做梦”之事。
他说：“一个人，晚上梦见饮酒作乐，早上起来却悲伤哭泣；晚上梦见悲伤哭泣，早上起来却打猎作
乐。
人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在梦中还要问梦的吉凶如何，醒来后才知道是在做梦。
要有大清醒，然后才知道这是一场大梦。
但是愚人白以为清醒，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
”庄子这段话除了强调梦境与现实往往相反之外，也提醒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要有“大清醒”，就是不
要以为人间现实的一切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
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借用西方对于梦的研究来作个对照比较。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他在《梦的解
析》中指出：人会做梦，是因为潜意识的作用。
所谓潜意识，是指我们平常清醒时无法意识到的部分，这一部分潜藏于心中，有如冰山在水面下的六
分之五的体积，其庞大复杂的内容远非我们所能想象。
人在睡眠时，意识不再清醒，有如戒备松懈，这时潜意识就浮现于脑海中，编织各种情节的故事，有
时光怪陆离，难以索解。
如果追问一个人的潜意识是如何形成的，那么答案是：他在幼年时所有受挫的念头与欲望，由于压抑
而埋藏在内心深处，这些东西构成了潜意识的主要内容。
做梦时，受压抑的欲望就会显现出来。
弗洛伊德即根据这套理论来为人治疗心理疾病。
我们在电影上常可看到西方世界的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他们的办公室总会摆着一张长沙发，让病
人躺在上面诉说自己做过的梦。
通过对梦境的分析与解释，使病人察觉自己小时候所压抑的欲望，希望从此不再受其困扰。
弗洛伊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他的错误在于把“性的压抑”当成最主要的心理症结，这就未免犯了
过于简化的毛病。
他的一个学生提出，“自卑”应该是更为普遍的人类幼年经验。
这一系列的主张，都是把做梦归因于潜意识的作用。
不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似乎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奥地利一美国科学家奥托·洛伊（Otto Loewi，1873-1961），在研究中碰到一个难题，久久不能索解
。
一天夜里，他忽然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抓过一张纸匆匆地写了些东西，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梦境都忘了，半夜记下的东西乱糟糟的，怎么看也看不懂，这使他非常懊丧。
幸运的是，又一天夜里，同样的梦境又出现了。
这一次他详细地作了记录。
他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后来，这项研究使他获得了193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这个故事可以这么解释：当洛伊睡觉时，潜意识突破了封锁线，把白天所想不通的环节连起来，然后
在梦中展示出来。
这样的梦与一个人小时候的遭遇并无瓜葛。
综合上述各种说法，可以知道做梦是怎么一回事了。
它是潜意识的作用，但未必都来自受压抑的欲望，也可能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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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花一点时间分析了解自己经常做的梦，应该可以比较深入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
庄子对梦蝶所作的简单描述，包含了一些深刻的哲理。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线索，可以带领我们进入道家的世界。
3.幻想、梦想与理想人的生命不可能摆脱时空的限制，譬如庄子生在战国乱世，又困处于弱小的宋国
，但是他的心智可以选择一种思想作为归依之所。
他学习老子，推广道家，在学术上成就斐然。
种种评价，不论好坏，都是后代的事。
对于庄子本人而言，每天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内容。
他深知人间的险恶，对自然界情有独钟。
人对自然界可以采取四种态度：竞争、利用、保护与欣赏。
这四者不可偏取或偏废。
譬如，我上山游览遇到毒蛇或黄蜂，这时只能考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采取一切手段来
保护自己。
其次，像庄子一样，钓鱼或打鸟，是利用自然界的资源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
农夫耕田而有收成，也属于此类。
人类的生命从来就是利用或依赖大自然的。
再进而推到保护层次。
这一点对古人而言比较陌生，因为古人的科技水平有限，对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破坏大都是可以复原的
。
至于欣赏，则是重点所在。
自然界依其自身的规律运作，显示了无心而有秩序的美感。
这种美感唤醒了众人，让他们在厌倦于人际往还的复杂关系时，可以稍事休息，以轻松的心情去欣赏
大自然的一切。
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辛弃疾推而广之，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何止是青山绿水，一花一叶也都有动人的姿彩。
至于鸟兽虫鱼，除了孕生美感，还可亲切互动，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李义山说：“庄生晓梦迷蝴蝶。
”在这里，“迷”字与其说是执着与依恋，不如说是欣赏与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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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傅佩荣：学庄子最大的收获是不得已将在百家讲坛开讲《孟子》　在北京电视台《养心堂》所讲《向
庄子借智慧》近日成书出版———　　当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已经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时，在
台湾有着“国学大师”之称的傅佩荣出现了。
下月底，他即将在百家讲坛露面开讲《孟子》，而此前他在北京电视台《养心堂》所讲的与庄子的心
灵对话也整理成《向庄子借智慧》一书，近日由中华书局推出。
    似乎总是阴差阳错，傅佩荣一直没能与大陆的国学热同步。
其实，早在2006年，他就曾应邀去百家讲坛试讲了两集《易经》。
然而，由于“《易经》有迷信倾向”，这个选题最终“夭折”了。
于丹录完了七集《论语》后，百家讲坛找上他，让他再接着讲30集孔子。
“没想到于丹的节目之后反映非常热烈，他们说你不必来了，有于丹了。
”直到去年，百家讲坛再次跟他联系，问他想讲什么，傅佩荣说想讲孔子。
“他们说孔子已经太多人讲过了，你千万不要碰了。
孟子没人讲，孟子最冷门，我说好，我讲10集。
” 傅佩荣笑道，对于“登坛”的这些周折，他能够以平常之心对待，这也是他向庄子“借”来的智慧
之一。
　　■说孔子讲人性本善，这不符合孔孟的本意　　记者：此前，于丹也曾在“百家讲坛”中讲过论
语和庄子，假如你也登坛讲孔子或老庄，会不会在观点上与于丹PK？
　　傅：我在台湾曾看过于丹的一两集节目。
于丹的口才真是非常流畅犀利，很多人喜欢听是有道理的。
有人说于丹把我挤下百家讲坛，其实只是当时时机不成熟而已，我是客随主便。
　　于丹讲过庄子，但读者只要翻开我的书20分钟，就会发现我们两个人讲述的不同。
如果我讲孔子，讲10个题目就行，相信每一集都会引起争论。
　　比如，都说孔子讲人性本善，但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只是宋朝人的见解，不符合孔孟的
本意。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戒“色、斗、得”，他还说过，“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
那他怎么会认为人性本善呢？
还有，“六十耳顺”是文献学中的添字现象，指的是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并非耳朵顺的意
思。
至少有两位大家熟悉的哲学家都是这种看法，一位是大家熟悉的冯友兰教授，另一位是唐君毅先生。
他们这些大学者，都是凭哲学的洞见，一下子就指出这个地方一定有小问题。
我是仔细研究了半天，才发现《孟子》、《荀子》、《易传》、《中庸》、《大学》，所有先秦的儒
家经典，没有任何地方谈耳朵顺不顺的问题。
　　最有争议的可能是“克己复礼为仁”，大多数人都讲成是克制自己、约束自己，要去实现礼仪的
规范的意思，怎么可以这样讲！
因为颜渊是孔子弟子中最没有欲望的，孔子讲的“克”是能够的意思，能够自己做主去实现你的规范
。
一句话，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真诚的力量由内而发，由被动行善变为主动行善，生命就有主体性了。
孔子整个儒家讲的是这个思想。
现在把克己复礼变成两半，那这个儒家怎么谈得下去呢？
　　■觉得道家很消极，不切实际，这是对庄子的误解　　记者：通常人们觉得庄子的思想消极避世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傅：其实，对于庄子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发生过了。
魏晋有“三玄”之说，指的就是老、庄、易。
当时的人们读老庄都是清谈，清谈到最后觉得老庄很玄妙，到底宇宙的本体是有还是无，讨论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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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忽略了一点，庄子讲到人生的关系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是指外表跟人同化，不会引起
别人的注意，内化指拥有道后内心安定自足，没有缺乏。
庄子避世吗？
战国时代中期,是个危机四伏的乱世。
凭庄子的本事,做官不是问题,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避世并不困难,难的是避世之后转而修炼内心世界,使
它广阔到超越天地,以至可以作逍遥之游,享受无比的自得之乐。
我们就算生活在治世,不是也常受俗人俗事干扰而心烦意乱吗？
我们不是偶尔也想避开人群,让自己喘一口气吗？
庄子的示范其实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
                                                                                  ——北京青年报（2009年4月13日）""傅佩荣：人再穷也可以逍
遥    在于丹、易中天等能说会道的大陆 “学术明星”施展本领之后，来自台湾的国学大家傅佩荣也将
于5月底登上《百家讲坛》，解读诸子中比较冷门的一位——孟子。
而其新书《向庄子借智慧》也于本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语言很活泼、语速如“连珠炮”，艰深的哲学思想也被他解读得很生活、很有“烟火气”。
采访中记者着实感觉到这位台大哲学系教授、演讲家的口才。
无论是“克己复礼”还是“身、心、灵”甚或是那个玄之又玄的“道”，他会清晰地为你梳理出它们
与你生活的关系，难怪在《百家讲坛》试讲《易经》的现场，就有老太太抱住他激动地说，终于听懂 
《易经》了！
谈新作中西对照 讲出有活力的庄子    记者（以下简称记）：目前解读国学经典的书数量不少，你这次
推出的新书《向庄子借智慧》有特别之处吗？
    傅佩荣（以下简称傅）：这本书是北京电视台 《养心堂》节目的讲座，但在讲座后根据书的需要全
部进行了重写。
我从中选了18个特别有寓言性的故事，把庄子本身的其他思想在解释寓言时也带进来，因此每一篇都
是庄子思想的一个侧面。
此外设法跟西方哲学对照，今天研究中国古典思想，不能关起门来念，必须问问它对现代人有什么启
发。
譬如庄周梦蝶，我们就要了解，西方怎么看待梦这件事，我提到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等，把这些思想连
起来，就会觉得它不是孤立在战国中期小小的地方，而是进入全世界，跟全人类对话。
让读者不仅读到庄子，还读到庄子和现代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庄子和西方人到底怎么对照，设法打通
古今中外。
这是一个有活力的庄子。
                                                              ——北京晨报（200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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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庄子借智慧》 是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先生的最新力作。
他以轻松的口吻、娓娓道来的语调揭示出庄子的一个个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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