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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道互补”。
在先秦，儒有孔孟，道有老庄。
孟轲私淑孔门，严守孔道，且多有发明，言其“醇乎醇者”，并不过分。
庄子虽师承老子，大谈绝圣弃智，鼓吹无为而治，而其气质与老子有所不同。
老子的“虚无”总体上是一种经天纬地的大气，而庄子的“虚无”中时时会透出一种迷惘和无可奈何
的哀叹。
老子的“无为”是顺应自然的达观，而庄子除了同样表示要顺应自然外，较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愤慨
，其中还有对自己的终生无所作为的精神胜利式的自慰，对生命的梦幻式的描绘。
有学者认为，如果老子是中国第一等的“智慧圣人”的话，那么庄子可算是一个“逍遥哲人”了。
他鼓吹的超尘脱俗的“逍遥游”，虽说有逃遁现世的成分存在，但更多地表明了他对自由、平等的极
度向往和追求，他是冀望于现世之外寻找自己的“逍遥”王国。
    庄子是个大明白人。
面对污浊的尘世，他知道该怎样自处。
他把自己安顿在出世与入世交界的微妙境地。
他不时为生民的苦难发出感叹，在这点上，他是完全入世的。
他追寻梦的世界、鬼的世界、神仙的世界，用梦话、鬼话、神话来著述，这点上，他又是出世的。
他是在出世与入世的交界线上出神入化地游弋、盘桓。
他说的，他书中写的，好多都是大实话、明白话，让人们对人世、对生命、对生活有所顿悟。
他对权贵的蔑视，对贪得无厌者的警示，对金钱、美色、地位的淡然，对人世的彻悟，对生死的达观
，其性情及认知上的恣肆汪洋，不只孔子做不到，就是老子也难以企及。
这些无疑将给世人以永久的沉思，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庄子为世人塑造的逍遥翱翔在九万里长空的大鹏，成为追求自由人生的永远的象征。
他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博大真人，是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给世人以一种超凡脱俗的新气象。
一部洋洋洒洒、气象万千的《庄子》，更是以清新的文笔、奇异而独特的想象，影响远及几千年。
    郭志坤陈雪良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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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问庄子》：庄子是战国时代道家学派最杰出的继承人，与老子并称“老座”。
庄子主张“物我两忘”，忘乎物，忘乎天，忘乎己，达到天人合一的大境界，最终成为完满无缺、无
比高尚的至人、神人、圣人。

　　庄子崇尚超脱，向往自由。
一篇《逍遥游》，传颂千古。
天之苍苍，地之茫茫，大鹏振翅而起，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向着那“尘
垢之外”的高洁之处飞翔，飞翔⋯⋯
　　庄子一生在寂寞困顿中度过。
他编过草席，卖过草鞋，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终当了“栖之深林、浮之江湖”的隐士高人。
庄子藐视权贵，淡泊名利。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此言可以看做是对后人的深情叮咛。
他对大权在握者发出警示：“权者不以物害己”，“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到头来无非是“
大梦一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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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寂寞人生
第二章　物我为一
第三章　博大真人
第四章　逍遥大鹏
第五章　寄情寓言
第六章　千秋文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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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庄子寄身于大起大落、大争大斗的战国时期，但世人对其人其事，可以说一无所知，其祖籍何处、出
生于何年何月、平生行踪、有无子嗣，后人众说纷纭，无一定论。
    在百家争鸣的那个大时代，庄子以其特立独行、怪异荒诞闻世，其人的寂寞落魄，在当时的诸子中
是罕见的。
他一生贫困潦倒，始终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好说大话、怪话，被人们视为奇谈怪论。
“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同去”，就是共同抛弃和去除，就是说，谁都不愿相信他那一套。
当然，他的终生寂寞落魄，也使他有较多的时问和精力去思索他所处身的那个世界，去叩开现实世界
和梦幻世界的神秘之门，进而去探究人生的真谛。
也许，庄子的一切均显得虚无缥缈，唯有一部《庄子》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从该书大大小小两百
多则寓言故事中，隐约钩稽出其生平的某些蛛丝马迹。
    一问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您同老子一样，是一个异常神秘的人物，似乎什么都不想告诉别人，什
么都不想给后人留下。
请问，您为何要苦心经营这样一种个人的神秘氛围呢？
    庄答：我何曾苦心经营这样一种神秘氛围呢？
实际上，是时代和社会造就了我这样一个人物，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使我自然而然地步入与众
不同的神秘之途的，说不上什么别具匠心的自我经营的问题。
我与同时代诸子百家的那些人物不一样，他们或周旋于王家，或论道于学宫，或活跃于士林，而我呢
，也许是个性使然吧，既没有去某一贵族家中当过一天的幕僚，也没有到当时著名的稷下学宫去讲过
一次学，除了与同为思想家的惠施有过一段不俗的交往外，我基本上与士林人士绝缘。
就我的一生而言，我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在我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一直默默无闻。
人们对我和我的学说感兴趣，那是我死后数百年，至少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事了。
正因为中间有那么长的一段社会认知断层，所以人们把我当做一个比老子更神秘的人物来看待也就不
奇怪了。
    我再说一句，我的所谓神秘感，是时代造成的。
一个“小人物”写了那么厚厚的一部书，讲的又是与世俗相悖的话，尔后又被埋没了近千年，怎么会
不让人感到“神秘兮兮”呢？
    二问    您说您的神秘色彩是时代造成的，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应该承认，您的神秘感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也有您个人的因素。
您不是连具体的生卒年月都不愿给世人留下吗？
    庄答：为何一定要给世人留下那么具体的生卒年月呢？
我早就说了，“物之生也，若骤若驰。
”(《庄子·秋水》，以下凡引《庄子》诸篇，只注篇名)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像野马急驰而去一样，
一下就过去了，那原本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为何非要将生于何年、卒于何月稽考得清清楚楚呢？
人生就是那么几十年，最多就是百岁吧，为何定要告诉别人自己某年某月生，某年某月死呢？
在我看来，那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就是告诉了别人，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被记住呢？
    当然，如果后人一定要知道我生卒的大致时间的话，也不难。
司马迁不是在《史记》中告诉大家我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吗？
前者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70至公元前335年，后者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9至公元前300年，这至少有七十
年的时间跨度。
有人再综合一些其他资料，说我大致与这两位君王同时代，大约活了80来岁，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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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我看，像我这样的人，后人知道这些也就够了。
    三问    您从未告诉过后人您的出生地是哪里，而司马迁在有关您的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
”这似乎一锤定音，确定了您与“蒙”地的关系。
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这没头没脑的一个“蒙”字，真的把人给“蒙”住了，叫人到何处去寻找啊
？
于是，各种各样、各个时代的考据学家们动足了脑筋，想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说法。
但那是很难的，结果还是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蒙”“属梁国”，那就在三晋(今山西地区)了。
另一种说法是“庄子是宋之蒙人”，那就转到了今天的豫东和鲁、苏、皖交界的地域了，比第一说地
理上东移了一些。
第三种说法是“蒙”在陈地，那就在宋国南面一点的地方了。
还有第四种说法，说“蒙”地就是今天安徽的蒙城县一带。
这种种说法真把人“蒙”得晕头转向了。
先生，您是当事人，还是由您来澄清—下吧。
    庄答：如果一定要我“归宗认祖”的话，我倾向于安徽蒙城县。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威王闻庄周贤，派使者持重金去请，并许以为相，我
不为所动，笑辞楚使，终身不仕。
张守节《史记正义》也日：“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日：‘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
”据《水经注·淮水篇》记载：“濮水即沙水之兼称。
”而当年沙水即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曾在安徽蒙城县建庄子祠，苏轼为之作《庄子祠记》，当时王安石的《蒙城
清燕堂》诗有“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
后人有这么多的作为和论说，我也不能有悖议。
既然安徽蒙城县有庄子祠，那么我的故里就该在此。
至于其他一些被称为“蒙”的地域，也被人认为是我的家乡，那也没什么。
只要言之有据，又有利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我就是多有几个故乡，也是没什么坏处的。
    四问    这里我想提一个人们从来没触及过，但实际上相当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蒙地的“蒙”字是早
就有的呢，还是因您而得名？
    庄答：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在我的出生地，我也算是个小小的名人吧。
就学术流派而言，我无疑是个朦胧派文化人，我把世间之事看得比较淡，我主张为人处世应该糊涂一
点，这正暗合了一个“蒙”字。
我的思想与《易经》相通，《易经·蒙卦》中说“蒙以养正，圣功也”。
没有“蒙”的阶段，哪里会成就得了“正”？
有了“蒙”，才养育了“正”。
我认为，社会混沌到了这样的地步，又争又斗又动荡，到了那样的状态，如何救世？
我认为，人们只有回复到童蒙时代的那种纯真、朴素，才能成就“圣功”。
我在我的故乡，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蒙学”，人们听得多了，也就认可了这个“蒙”字，久而久之
，人们也就把我的出生地称为“蒙”了。
这样解说，虽然有点儿想当然，但也合乎情、顺乎理。
清代有一位诗人曾写了一首关于我的诗，其中就有“快哉《逍遥游》，蒙庄真达生”两句。
把我称为“蒙庄”，不正是“蒙”地因我而名的佐证吗？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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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
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
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
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
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
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
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
哲学为主流。
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
。
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
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
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
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
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
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
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
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
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
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
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
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
修正。
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
明了。
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
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
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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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
探求精神。
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问庄子》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
本书分六章，内容分别为寂寞人生，物我为一，博大真人，逍遥大鹏，寄情寓言，千秋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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