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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庄学史（上下）》《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众所共知，但庄学的地位却尚
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通过《中国庄学史》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庄学的重新认识，如庄学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
庄学对道教重玄学的意义，庄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等等，这些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探讨
，从而较为清楚地显示出了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中国庄学史》与《中国老学史》一样，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具有&ldquo;填补空白&rdquo;的意
义。
该著不仅为庄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对中国哲学史尤其是道家道教哲学的研究，亦有较大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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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是通过道家、佛家的思想来看儒家的不足之处。
侯氏所引并不完整，其后还有一段：“释氏说断灭处，敢说过不断灭，若儒家似专专断灭处做工夫，
却实实不能断灭世路，莫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如此。
指摘何等严毅，学者概因一个‘怕’字要远他，所以士大夫不无手松脚脱时，若但能平常淡淡看去，
鬼不向人不怕处作祟也。
”这一段在《霜红龛集》中本来是列在《管子》条下的，重点是讲《管子》，而把庄、列以及佛家诸
论一并提到了。
这里的意思主要是说儒家不济事，一个“怕”字使儒家士大夫能说而不能做，到关键时候就“手松脚
脱”，使得鬼能就其怕而作祟也。
这是批评儒家士大夫本质上的软弱，是傅山在明末清初世道大变之后得出的结论，却并不能证明这是
多依佛氏方法解释《庄子》等。
其实傅山对于佛家是有批评的，如《霜红龛集》卷三十六里说：“老简于庄，孔简于孟，简者其至乎
！
然而佛则愈繁也。
”章太炎《齐物论释》所讲佛家思想就沾染了佛家愈繁的毛病，这是傅山所不喜欢的风格，也反映了
二人的不同之处。
基于这一思想，傅山在《霜红龛集》卷二十六的《读（南华经）》中说：“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
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通，而风云开阖，.鬼神变幻，要自不可阙。
”六经作为古代儒家的经典，固然重要，但天下的道理与学问不能限于六经，也需要道家的老庄一类
的经典作为补充，这是“自不可阙”的，这一段话反映了傅山对于儒家经典与道家经典的基本认识，
所以他虽然说“儒者不济事”，但“儒者”不等于儒家学说，尤其是宋明以后的儒者，更不能代表儒
家学说的精髓，可知他并不是否定儒家学说与经典的重要地位，而只是批评后来的儒者在面对世间大
事时的“不济事”而已。
对于《庄子》这一类的道家典籍，傅山认为“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
能悉晓”。
因此他要对《庄子》中的思想提出自己的解释。
在他看来，“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鸳鸠，为榆枋间快活矣。
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
所以说金屑虽贵，著之眼中何异砂石？
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
”这表明他从庄子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处世观和历史观，用来评价古往今来魄各类人物，同时也为自己
树立一个极高的人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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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学海一牛鸣”学术著作丛书中出版了《中国庄学史》，当时我写了一个《
后记》，现在先抄录如下，以便读者了解该书的缘起：在《中国老学史》出版之后，自然而然的提出
是否写《庄学史》的问题，当时一是考虑难度，二是考虑时间和精力，单是《老学史》的许多问题就
有待深入开展研究，所以好几年都没有考虑《庄学史》的问题。
2000年9月，我从美国探亲回来，见到一个庄子学术讨论会的邀请，虽然事先没有回执联络，承蒙应允
，准予参加。
于是草拟了一个“急就章”——《重述庄子的历史地位》，完全是按1993年参加老子学术讨论会的思
路，讲了一些庄子研究在历史上的大致发展情况，但仍无动手编写《庄学史》的打算。
会上见到中国社科院的余敦康先生，他几乎是肯定地说：“你是否又准备写《庄学史》？
”这句话倒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回汉之后，立即与刘韶军同志商量，分析了我们现有的条件和情况，觉得可以从事这一工作。
’一是资料不困难，严灵峰先生编的《庄子集成初编》和《庄子集成续编》都在手边；二是写《老学
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三是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可作参考，除早年郎擎霄的《庄子学案》等书以外，新
的研究如崔大华先生的《庄学研究》、王重民先生关于庄子的研究以及一些有关的论文等等，比写《
老学史》时的情况似乎更好一些；四是老学史研究中已经涉及不少庄学史的问题，例如刘固盛同志在
完成《宋元老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后，博士后的研究课题即为“宋代老庄学和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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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庄学史(套装上下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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