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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上编考察庄子出身，中编研究庄子思想，下编阐述庄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本书提出的新观点大约如下：一、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庄子为宋人，而不是楚人。
二、庄子是宋国的没落贵族，为宋庄公的后裔。
三、在尽量多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考证“南华”的出处。
四、《庄子》是在庄子的主持下，由庄子师生共同完成的。
五、庄子思想同老子一样，属于中原文化，而不属于楚文化。
六、反对学界删减《庄子》的做法，主张从矛盾的角度理解庄子学派。
七、庄子认为道、气相互配合以生万物，并非学界说的道、气为一物或道生气。
八、庄子首先创立比较完整的以“气”为基础的天人感应论。
九、庄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
十、庄子明确提出人性善。
十一、庄子提倡真知，反对俗知，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者。
十二、庄子贬低了上帝鬼神的作用，却主张圣人灵魂不死。
十三、庄子的社会政治观是以知识换道德。
十四、庄子在重视无为的同时，也重视权谋。
十五、庄子反对以功利为目的的仁义，提倡大仁大义。
十六、庄子第一个建立了较为完整隐逸理论。
十七、齐物思想不是认识论，是自慰论。
庄子也没能贯彻这一理论。
十八、《逍遥游》的主旨是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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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松辉，男，1953年3月生，河南省唐河县人。
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访问客座教授，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客座教授，湖南
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教学科研工作。

    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  《老子研究》、《庄子考辨》、《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汉魏六朝道教
与文学》、《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儒释道与文人》、《十世纪前的湖
南宗教》。
已出版的译著有：《老子译注》、《新译冲虚至德真经》、《新译庄子》、《新译无能子》、《新译
坐忘论》、《新译妙法莲华经》、《新译杜牧诗文集》。
发表《重评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谈道家对先秦楚辞的影响》、《老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
》等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其中多篇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文摘》、《文摘报》、《人大复
印资料》等刊物摘登或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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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丛书总序导读上编　庄子身世及《庄子》作者
　第一章  庄子的国属、出身、故里    一、国属    二、出身    三、故里    （一）地名沿革史说明庄子故
里在商丘      （二）从庄子活动地区判定其故里在商丘    四、生卒年月　第二章“南华真人”名号考    
一、“南华”最早出现的时间    二、“南华”称号的起因    三、隐居南华山与庄子为蒙人的说法并不
矛盾　第三章《庄子》为庄子师生集体创作    一、《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    二、《天
下》证明《庄子》完成于庄子去世前后    三、“战国末年说”和“汉初说”的论据缺乏可靠性    （一
）“十二世有齐国”    （二）“饰小说以干县令”    （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    （四）“上仙”
、“白云”、“帝乡”、“宰相”    四、认定《庄子》为庄子师生集体创作的理由中编　庄子思想研
究　第四章  研究庄子思想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庄子思想应属中原文化    （一）道家产生地在中原 
  （二）老庄文化主要是批判继承中原文化的产物    （三）庄子与各学派的关系    二、从矛盾的角度来
理解庄子思想    （一）前人对《庄子》矛盾言论的处理方法      （二）任何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三
）思想矛盾的几种表现    （四）从矛盾的角度来理解庄子思想  　第五章  哲学思想    一、道、气和合
生物的理论    （一）“道”指无形的规律、原则      （二）气是形成万物的细微物质    （三）道、气相
互配合产生万物    （四）老子的道在物先与庄子的道、气同存    （五）万物的极限渊源是不可知的    
二、以“气”为基础的天人感应观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基本模式    （二）庄子的“气”感应思想   
（三）对庄子天人感应思想的评价    三、对循环论与递进论双重认定的变化观    （一）万物时刻都在
无限的时空中变化      （二）庄子对递进论与循环论的双重认定    （三）循环论与递进论均为真理    （
四）循环不已的“熔炉理论”    四、性善论    （一）庄子的人性善论及其理论基础  ⋯⋯下编　庄子与
中国文化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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