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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无疑是最受人喜爱的优秀经典之一。
打开《庄子》，那苍茫无垠的北冥、奋鳍击水的巨鲲、展翅中天的大鹏，自然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
的世界，而庄子不事权贵的高岸人格、热爱自然的真挚情怀、玄迈高远的理想追求，也不时地打动着
尘世负累中疲惫的心灵，引导人们从物欲杂俗中解放出来，去追求逍遥自适的精神境界。
正因如此，所以《庄子》几千年来总是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人们不仅在生活中谈论《庄子》、品
评《庄子》，在学术上注解《庄子》、援引《庄子》，而且在精神上仰慕庄子，在行为上仿效庄子，
如此则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ldquo;庄子文化&rdquo;。
　　成玄英是研究《庄子》的大家，其代表作品为《庄子疏》。
《庄子疏》是在吸收晋代郭象《庄子注》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
&ldquo;注&rdquo;和&ldquo;疏&rdquo;都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传统体裁，&ldquo;注&rdquo;直接解释
经典，&ldquo;疏&rdquo;则是在前人&ldquo;注&rdquo;的基础上，对经典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与郭象的《庄子注》比较，成玄英的《庄子疏》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郭象的《庄子注》虽然超出了前人的见解，可谓标新立异，但其中大
多数都是阐发思想的空言，没有事实和文献依据，所以有曹魏时期玄学家王弼注解《周易》&ldquo;得
意忘言&rdquo;的种种缺憾。
而成玄英的《庄子疏》则&ldquo;称意而谈，清言曲畅&rdquo;，不仅语言清雅，能畅通《庄子》中难
以理解的旨意，而且在其解释中有大量难得的史料可以增广异闻、开阔视野。
打开成玄英的《庄子疏》，就可以发现他对《庄子》的解释的确与郭象的《庄子注》风格不同，其中
或解释字词，或串讲章旬，或补充史实，或介绍人物，或阐发义理，不仅从不同角度弥补了郭象《庄
子注》的缺憾，而且语言优美，思想悠远。
如对《庄子&middot;逍遥游》中&ldquo;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rdquo;
一句，成玄英疏云：　　鱼论其大，以表头尾难知；鸟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测。
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
鼓怒翅翼，奋迅毛衣，既欲抟风，方将击水。
遂乃断绝云气，背负青天，骞翥翱翔，凌摩霄汉，垂阴布影，若天涯之降行云也。
　　成玄英的解释不仅揭示了鲲之&ldquo;大&rdquo;、鹏之&ldquo;背&rdquo;的主要说明意旨，而且与
下文贯通，彰显出其中相互照应的文句；对大鹏&ldquo;怒而飞&rdquo;的解释中，则运用排比、对偶
的手法，大鹏宏大、雄奇的形象，顿时如跃纸上。
再如《庄子&middot;齐物论》末尾一段：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物化。
　　这一段历来为庄学大家所关注，&ldquo;庄周梦蝶&rdquo;&ldquo;庄生晓梦迷蝴蝶&rdquo;等典故即
由此出。
但这一段的寓意，却也难以理解，成玄英则解释说：　　夫生灭交谢，寒暑递迁，盖天地之常，万物
之理也。
而庄生晖明镜以照烛，泛上善以遨游，故能托梦觉于死生，寄自他于物化。
是以梦为胡蝶，栩栩而适其心；觉乃庄周，蘧蘧而畅其志者也。
　　此寥寥数语构成一段疏文，不仅语句对仗，用词达雅，而且揭示了天地万物变化不止的基本道理
，阐明了庄子化蝶的寓意所在，正是一篇语言优美浅近、思想意蕴丰富的思想散文。
　　凡此种种，在成玄英的《庄子疏》中俯首可拾。
除此而外，成玄英还对《庄子》中所涉及的名物、典故、制度、人物等，无一不解释详尽。
这一部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庄学研究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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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与《庄子》、郭象《庄子注》相互比照，沉潜把玩，其中收获，必不在小！
　　成玄英的《庄子疏》文雅辞达、义理精深、内涵丰富、视野广阔，洋洋洒洒近三十万言，为我们
道尽六万余言的《庄子》所蕴涵的奥秘和智慧。
与郭象的《庄子注》相比，这一部著作更为忠实《庄子》原文、贴近《庄子》思想，所以后世研习《
庄子》，都把成玄英的《庄子疏》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进入宋元之后，随着此前对《庄
子》的解释文献几乎全都散佚，只有郭象《庄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完整地保留下来，《庄子
疏》对庄学传承的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北宋的庄学名家陈景元、王秀、吕惠卿，南宋的林希逸、褚
伯秀，明代的焦□等，无一不对成疏有所称引。
后来，晚清学者郭庆藩将成玄英的《庄子疏》从《道藏》中辑出，并与郭象的《庄子注》合在一起，
结合其他成果编撰成《庄子集释》，郭注与成疏更成为庄学研究领域所不可替代的经典注疏文本，两
者相互倚重，可谓庄学史上最为亮丽的&ldquo;双子星座&rdquo;。
　　说到此处，人们不禁要问：《庄子疏》在庄学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固然是极其重要的，成玄英在庄
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可否认，然而，如果《庄子疏》仅仅止于解释字词、串讲章句或补充史实，而在思
想上不过因陈《庄子》旧说而缺乏创见的话，那其也仅止于解读《庄子》的一部重要注疏文献而已，
何以当得上庄学思想史上名著之称？
如此若给成玄英冠之以&ldquo;思想大家&rdquo;的美誉，也似乎言过其实。
那么，成玄英疏解《庄子》的思想旨趣何在？
创新之处何在？
成玄英又是何许人也？
除了《庄子疏》之外，他还有什么著作？
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如何？
是否当得上&ldquo;思想大家&rdquo;的称谓？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还是让我们立足文献，回到历史，先去寻绎这位庄学大家的生平、著作，结合他
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去了解其思想，随后再下结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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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玄英是初唐道士。
早年出家修道，声名闻于朝廷，太宗贞观年间应诏入京，受赐“西华法师”，其间多次参与佛道论辩
，被誉为“道门英秀”、“李宗之望”。
高宗永徽年间获罪流放，遂隐居东海，不知所踪。
生平注疏道教典籍多部，皆文雅辞达，义理精微，为当世所重。
唯《度人经义疏》、《道德经义疏》、《庄子疏》传于后世。
其思想历程表现出从道教信仰趋归于道家哲学的发展理路，而以融合老庄，兼采佛玄为主要特色。
擅长以“重玄”解释《老》、《庄》，认为道是“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主张“穷理尽性”，
认同庄子以“逍遥”为最高境界的人生学说，是隋唐时期的思想大家和老学、庄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之
一。

《成玄英》是《大家精要》系列中的一册。

《成玄英》介绍了成玄英的生平事迹，共分为：不见首尾的云中龙、老学诠释中的理国理身之道、庄
学话语下的重玄逍遥妙境、成玄英思想的历史地位等五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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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冬，977年生，陕西合阳人。
2000年毕业于湘潭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2年至2009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中国哲学(晋唐儒释
道三教关系方向)，获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西藏民族学院，主要从事道家道教研究与张载关学研究。
已在《光明日报》《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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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玄英是什么时代的人？
在引言中，我们已经知道成玄英最重要的著作是《庄子疏》，因此要了解成玄英为何时代人，可从学
者对此书作者的题名入手。
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中，收录有郭象为其《庄子注》、陆德明为其《经典释文&middot;庄子释文
》和成玄英为其《庄子疏》分别写的序言。
《庄子疏序》下题名：&ldquo;唐西华法师成玄英疏。
&rdquo;由此可知，成玄英为唐代人，受号&ldquo;西华法师&rdquo;。
然成玄英为唐代何时人？
出身如何？
是和尚还是道士？
其生平经历如何？
还有什么著作？
在当时有何影响？
从这一题名中却看不出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翻检有关唐朝历史的相关史籍。
　　按照一般常识，凡是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者，后世修史者必笔之于史，而史籍中之最重要者，即
为《二十四史》。
其中有关于唐代的史书两部：《旧唐书》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刘啕（897～946）主持编写的官修史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
部史籍。
按理此书去唐未远，其中当有成玄英生平的记载，然而其《列传》中并无一语涉及之，仅在著录唐代
及以前著作的《经籍志》中有两条说：&ldquo;《老子》二卷（成玄英注）&rdquo;，&ldquo;《庄子疏
》十二卷（成玄英撰）&rdquo;。
由此可知，成玄英除《庄子疏》之外，尚有对《老子》的注解。
但对于成玄英的生平，则无从可知。
　　继而翻检《新唐书》。
《新唐书》为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等奉旨撰修，大约在《旧唐书》编纂一百多年之后完成。
同样，在这部新修唐史的《列传》中，也没有成玄英的任何记载，而在著录前代著述的《艺文志》中
记载有：&ldquo;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又《开题序诀义疏》七卷，注《庄子》三十卷，
《疏》十二卷。
&rdquo;其后附注：　　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东海。
贞观五年，召至京师。
永徽中，流郁州。
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
　　由此可知，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人（今河南陕县一带），大约为唐太宗、高宗时道士，因&ldquo;
贞观&rdquo;&ldquo;永徽&rdquo;分别为太宗、高宗时的年号。
成玄英曾经隐居在&ldquo;东海&rdquo;，&ldquo;东海&rdquo;是今天江苏北部连云港北海一带。
在大唐贞观五年（631），成玄英受到唐太宗征召来到京师长安。
但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成玄英因为世人不可知晓的原因获罪，被流放到郁州一带（今属
江苏连云港市）。
他的主要著作有《老子注》二卷、《老子开题序诀义疏》七卷、-《庄子注》三十卷、《庄子疏》十二
卷。
大约在其《庄子疏》完成之后，唐太宗的儿子道王元庆派遣文学贾鼎跟从他学习，嵩高山人李利涉还
为其《庄子疏》作序。
　　《旧唐书》《新唐书》不为成玄英立传，而仅在记录历代著作文献的《经籍志》《艺文志》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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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中，成玄英的特点主要是擅长于著述。
随后，宋元之际的文献学大家马端临在其巨著《文献通考》之《经籍考》中，也对成玄英的生平有所
记载。
其内容大致与《新唐书》相同，，所不同的是：其一，马端临认为贞观五年成玄英被唐太宗召至京师
后，还赐封其为&ldquo;西华法师&rdquo;；其二，对于永徽流放郁州一事，马端临说&ldquo;不知坐何
事&rdquo;，也就是不知道其中原因为何；其三，对&ldquo;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rdquo;一事
，马端临的说法是&ldquo;道士元庆&rdquo;。
《文献通考》与《新唐书》记载的这些微小差异，或者是马端临有所根据，或者是文字的讹误所致。
但由以上可知，成玄英&ldquo;西华法师&rdquo;的称号是贞观年间为唐太宗所赐封。
　　以上寥寥的几十个字，虽然反映了成玄英的主要著作，也粗线条地勾画了其一生经历，但这些史
料对了解成玄英的生平及其思想远远不足。
为了进一步了解成玄英其人，应该再到唐代人的著作中去搜寻。
　　首先，在佛教人士道宣（596～667）所撰的《续高僧传》中，记载有成玄英的一些事迹。
道宣是初唐佛教南山律宗创始人、著名的佛教史传学家，与成玄英基本同时。
其《续高僧传》初撰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完成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
其中记载：贞观十年，成玄英（原本作成世英）与蔡子晃等&ldquo;道门之秀&rdquo;与僧人慧净论战
。
又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成玄英（原本作成英）与蔡子晃等&ldquo;李宗之望&rdquo;，奉旨参与翻译-
《老子》为梵文一事，与当时著名的佛教大德玄奘法师论战。
关于成玄英与玄奘在贞观二十一年论战的过程，道宣在其于龙朔元年（661）撰写、麟德元年（664）
完成的《集古今佛道论衡》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说由于玄奘和成玄英等人在翻译上的观点不合，
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又据道宣的师弟道世在总章元年（668）编集的《法苑珠林》记载：贞观二十二年，&ldquo;清都观道
士张惠元、西华观道士成玄（原作武）英&rdquo;就《三皇经》真伪事，奉旨进行勘定，后&ldquo;请
将老子《道德经》替处&rdquo;。
可见，成玄英最初见于历史记载，在于其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佛道论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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