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逍遥游”释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逍遥游”释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79888

10位ISBN编号：730117988X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

作者：邓联合

页数：4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逍遥游”释论>>

前言

　　关于庄子的哲学思想，冯友兰先生曾经概括为十六个字：　　游于逍遥；　　论以齐物。
　　超乎象外；　　得其环中。
如果说“游于逍遥”是庄子哲学的最高理想，“论以齐物”则是达到这个理想的哲学方法。
“超乎象外”是说这个理想是超越于现实的，“得其环中”是说这个理想最终仍然回归于现实，“不
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王博立足于现实的感受，把庄子的心灵世界概括为“无奈与逍遥”，认为庄子的心情可以说是始于无
奈而终于逍遥，但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开无奈。
只看到无奈的人是沉重的，只看到逍遥的人是没心没肺的。
正是在无奈和逍遥之间，在不得已和自在之间，庄子哲学才体现出它的厚重和深刻。
　　王博的概括别具一格，入木三分，使我联想起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
锁之中。
”无往不在的枷锁是无奈，生而自由是逍遥，看来卢梭的心灵世界也和庄子一样，也是在无奈与逍遥
之间来回不断地游荡徘徊。
　　邓联合把“逍遥游”看作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认为其中具有复杂矛盾的二重结构，它不仅是一
种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且是一种外在的生存方式。
就精神境界而言，表现为安顺自适与忘我超拔的二重性；就生存方式而言，表现为随顺委蛇与疾俗孤
傲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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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
本书在全面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独立新解，力反学界大多采取的玄远高明的阐释理路，把“逍遥
游”归结为精神境界和生存方式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形成复杂且相通的二重结构。
以此为分析框架，作者详细讨论了庄学史上五个典型的诠释个案。
在勾勒出“逍遥游”作为一种人生精神多元化的历史流变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逍遥游”的思想
传统可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内在地支持和接引自由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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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现为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
和庄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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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异于儒家士人的在民而不自视为民、不安于在民并总是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庙堂而为天下所用或
者用天下，庄子却能以释然欣然之心态逍遥安处于民间社会。
而庄子之追求其自身的“无用”，以及不愿成为棱牛而“入于大庙”，一方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保
全性命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更是为了从己身上消除所有可能被君王罗致笼中的潜在的工具性因素，以
一种与当政者绝对不合作的姿态，保持其非政治化的民间生存方式。
纵然这种自我边缘化的生存方式常常伴随着贫困和苦难，但对于庄子而言，个体在世的终极依据和价
值惟需至上之道而完全不需要通过政治活动来确证，因此只要载道于心，何妨以此游身于人间世？
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通过“自埋”“自藏”、“陆沈”于民，真正挺立了独立卓异的个体人格。
　　仍需强调的是，即使庄子已属“四民”阶层，且对底层民众怀有深切的哀怜和同情，我们也不应
把庄子思想定位为民众意识的代表或处于无声状态的劳力者所发出的声音，其“逍遥游”也更不应被
理解为底层民众所渴望的生存方式。
换言之，“逍遥游”这种生存方式归根结底仍属于“士”而非“民”的生命哲学。
而庄子之所以选择驻身栖心于民间，实质上是为了永远避离污浊的政治场域，宁愿食其自力（例如织
屦）也不食君之禄，宁愿在底层辗转挣扎也不希求显耀于庙堂——并且民间生活原本另有一番乐趣在
内，从而坚守一种由外而内彻底非政治化的个体生命理想。
因此，所谓民间化和非政治化本为二而一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形式，属于“民”的范畴；后者是实质
，属于“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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