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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子的一生平平淡淡无拘无束，不为名利不求金钱，他的精神似乎已超出了常人。
庄子那种逍遥豁达、积极乐观的思想造就了他成为一代圣人。
庄子的生活即使是这样贫穷，日子是这样难熬，但并没有消蚀他的清高和孤傲，这一方面表现了他对
权势名利的轻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因此他对苦难世界的冷峻审视
和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验，给人类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
章。
    庄子思想之所以一直能引起深广而持久的激动，是因为它以独特的力量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屏障，
告诉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如何在内心深处守护最后的不可剥夺的尊严，平息那些追求名利者的心灵
。
庄子思想这朵开放在人生旅途上的清奇之花，在历经两千多年后，还是那样清丽纤秀，它那醉人的芬
芳依然飘荡在整个世界之上，庄子深邃的思想学说一直都强烈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其思想依然生机
盎然地生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心灵之中。
    庄子的思想并不会随时代的过去而消亡，他那秉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将在新时代对人类产生全新的
影响，并获得全新的阐释。
    本书作者从心灵修养的角度对庄子进行了新的探讨和解读，对庄子逍遥豁达的思想给出了新的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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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舟：心理学博士，中国思维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思维战略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总裁班特聘教授，被誉为“中国最有
使命感的学者”之一，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总裁思维风暴”系列、“国学大智慧”系列、“心理解脱
大师讲坛”系列等，这些课程在各院校的MBA、EMBA、DBA、总裁研修班、卓越领导力项目培训中
备受欢迎，至今出版了10部专著以及心灵、国学类畅销书5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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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庄子实现潇洒的七种方法　　方法一 天人合一　　庄子有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他说：
“人与天，一也。
”意即人与天本为一体。
庄子的这一思想，跟我们今天的环保理念十分切合。
　　道家把天当做大自然，而说天人合一。
儒家基本上不认为天是大自然，所以讲到天人关系时，只能讲“天人合德”，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最
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字上。
　　儒家讲“天人合德”，道家讲“天人合一”，这个差别是个关键，若不弄清楚，很容易造成混淆
。
中国人的天是什么？
天如果是大自然，皇帝为什么称作天子？
皇帝之所以称为天子，代表这个天是很特别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历代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天子所要祭
的天，绝对不是大自然，否则祭完天之后，它还不是照样刮风下雨，雷电该来的还是会来。
　　到底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道家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一种无知无觉、由必然的规律所促成的东西。
若用一句话来形容庄子的形而上学，可以叫做“气化一元论”。
　　“一元”代表这个宇宙的元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气”。
“化”这个字代表宇宙万物连我们人在内，都是气的变化所造成的；有些人的阳气重，有些人的阴气
重，每一个人的遭遇、性格都不一样，气也不太一样。
　　但是“气化一元论”有个问题产生，如果宇宙万物都是气所合成与气所分散，那么何必要讲人的
道德或知识呢？
因为道德或知识对人的气没有影响，人死后成了骷髅，好人与坏人都没有差别，化成了泥土完全一样
。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你就不能谈价值问题，美丑、是非、善恶都没有意义。
这叫做无知无觉、由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天人合一，这是庄子思想的第一步。
　　有些学者研究到庄子思想的第一步，就下结论说：庄子的思想是一种植物人的思想。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意志、有理智，他必然喜欢认知，随之就会带来各种灾难。
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要认知算了，不如跟动物一样，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一条狗在门边烦恼：“我为什
么头发那么少呢？
”它不会有这种烦恼，只有人才会有这种烦恼。
如果是一棵树木的话，烦恼就更少了。
这一种思想显然是不对的，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什么都不用谈了。
　　其次，它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消极与无奈。
譬如，你看到一个人乐善好施，很愿意帮助别人，做很多好事，但是你心里想：他做很多好事，跟另
外一个人做很多坏事，有什么差别呢？
这样一来，就变成消极、无奈的思想，这也不对，道家的天人合一绝不能往这一方向发展。
　　真正的道家思想应该是通过天人合一而扩展出心灵的自由，然后再进一步发展成艺术的、审美的
世界。
这是天人合一的意义所在。
换句话说，道家的天人合一，目的是要使人跟宇宙的距离化解。
化解之后，心灵就可以自由去翱翔。
这时所展开的境界就是一个艺术的、审美的境界。
中国历代艺术家很少不受庄子影响的，任何一个人读了《庄子》以后，都会忽然觉得自己比较逍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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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从前很在乎的价值观念，也都可以放松一点了。
　　庄子天人合一之“道”源于《周易》。
　　翻开古老的《周易》，并没有因我们处在崭新的时代而觉得它陈旧过时。
相反，拂去它表面的历史尘埃，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历久弥新，字里行间却透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思
想。
其明象暗理、卦体爻位，道出了自然万物永恒的规律。
　　正如朱熹在《周易本义？
序》中所言：“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
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
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
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别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
”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周易》卦、爻、彖、象是用来反映万物的不同情性的。
不同事物看起来规律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致的。
它们都有共同本源的同一性，在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万物同一性的阴阳矛盾交合化生、以成万
物，体现出事物的多样性。
　　《周易》产生的时代，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早期，从政体上讲，还没有形成后期那样的全面
专制，应算一种君主主义时代。
而君主主义是以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在民本主义的情况下，民对君的服从是有条件的，而且君主必须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民心的向背。
但是，民本思想是以君本思想为前提的。
　　那么，君权的根据何来？
在《易传》看来，能与“天地、四时、鬼神”合一的大人——先王，必然秉承天地之道，先天具备当
王的资格，也就是说，统治者的统治合理性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
问题是，这种君权的根据与民权的存在必然有很大的矛盾：或者来源于天，或者来源于人民，二者不
可能同一。
　　如果强调君权来源于天，周为什么可以取殷而代之？
因此只好抬出道德的大旗，但道德的大旗很容易走向民本，这是统治者极不愿意看到的。
没办法，还是要扛天命的大旗，只不过从理论上更加精细化：天也是一种道德性存在，天所授权的统
治者必然也是道德完美者，这也是《易传》为什么非常强调“神道设教”的原因之一。
　　应该讲，由“神道设教”所推出的“君权神授”思想，在整个两周时期没有遇到多大的怀疑，然
而，春秋战国的动荡与整合，使“君权神授”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急需从理论上加以升华。
　　汉朝的董仲舒为了使“君权神授”观念从理论上更加严密，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天人宇宙对应图，
“天”作为宇宙的主宰，“百神之大君”，并未停留在单一的人格神意义上，而是天、地、人、阴、
阳、五行十项。
确认人事政治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构，从而它们之间才可以互相影响，也就是把天时
、物候、人体、政治、赏罚统统分门别类地列入这样一个异事而同行、异质而同构的五行图表中，组
成一个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结构系统，目的在于从理论上确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
的严格的统治秩序，同时，又把这一秩序安排规范在谁也不能超越的五行图式的普遍模型中。
　　这样，每一个单项，无论是君是臣是刑是德，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而被制约于整体结构之中。
天子作为专制君主，其施政行令也同样受到这整体结构的限制和约束，皇帝虽然高居于万民之上，却
又仍然受制于系统之中。
《易传》是孔子作的，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但它关于六十四卦顺序存在先天尊卑高低的观
点，却是对《易经》的曲解。
孔子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
这是中国文化中政治思想的最大秘密，只有从根本上明白这个秘密，才能真正掌握中国文化的霸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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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愚民统治的秘密。
　　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观点，你就会油然而生“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
学，道术未裂”的感慨。
关于闭口不提霸道，他认为，君主们没有必要具备各种优秀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如下品质
。
　　“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些本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本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
这些本质却是有益的。
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
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做180度的转变。
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流出不是上述五种美德的话，并且注意使那些
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
”　　“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哪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
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
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
”　　“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的单纯，
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的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
”　　弄懂了上述思想，就会真正明白庄子为什么主张“天人合一”，而孔子为什么会是主张“天人
合德”的原因。
他们的不同观点，可从《周易》的问题上，明白中国专制的秘密所在。
但是，庄子却忘掉一切，包括专制，包括亲人，包括自己。
　　《庄子？
天地》特地揭示一个“忘”字诀。
意思是说：“人的动静、生死、穷达，都不是自己安排得来的。
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这样叫做忘己。
忘掉自己的人。
可以说是与自然合一了。
”　　在达到“忘己”之前，应该还有一些修炼的方法。
庄子认为，万物互相形成“彼与此”，所以人类最好不要妄分是非。
“使彼与此不再出现互相对立的情况，就称为“道”的枢纽。
　　掌握了枢纽，才算掌握住核心，可以因应无穷的变化。
 “天地其实就是一根手指，万物其实就是一匹马。
”“天地一指也”，是要破除人们对大小的执著；“万物一马也”，是要破除人们对多少的执著。
理由是：无论大小与多少，都在整体的“道”里面。
从“道”看来，人与自然原本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何必区分为二呢？
　　人与天地精神往来，这就是庄子的“天人合一”的观点。
　　一个人如果精神到达这个层次，与“道”能够和谐而游的话，对他来说，人生还有什么困难呢？
　　道家思想发展到庄子的时候，就是要化解外在的限制，回到内心思考一下，从人的知，回到人的
心，把人的精神状态掌握住，让它不受外界的干扰，然后向上提升。
提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就可以跟宇宙化而为一。
　　这时我们前面所讲的“天人合一”或是“气化一元论”都成为大气，鼓荡、浮动在你之下。
你像只大鹏鸟一样，可以飞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庄子的潇洒精神的境界。
　　否则，一个人在世界上，一天到晚想的是明天该怎么办？
今天晚上该吃什么？
该做什么事情？
谁欠我钱没还⋯⋯生命就完全被困住了，一点乐趣都没有！
所以，庄子的思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往往是一剂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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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出来，服务别人，这非常好。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这种服务永远做不完，做到最后，你会想：我是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跟孔子一
样，最后累死呢？
还是，我既然做不完，就设法往属于我个人生活的这一方面去发展。
　　所以，现代人需要透过道家思想的指引，发展出来一种休闲观念，让我们转化成精神上的逍遥自
在。
而这逍遥自在很难形容，所谓的“一朵花可以看到天堂，一粒砂可以看到世界”，这不是诗人随便写
的，而是经过庄子的精神训练过程，让自己达到这种境界之后，可以真实感受到的。
感受到生命里有一种活泼的生机，这种活泼的生机绝对不是外在的名利权位或是个人的理想抱负所能
显示的，而是能够回归到“道”的本身。
　　所以道家思想绝对不是单纯的一种修养而已！
它是要你回到根源、回到整体。
一个人只有回到根源、回到整体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
所以庄子特别强调，泉水枯了，鱼在泥巴地里以气相濡，这样子还不如相忘于江湖。
江湖就是“道”的比喻。
鱼在水里面完全忘记自己是鱼，完全忘记自己跟外物有什么差别，在里面悠游自在，我们人能不能像
一条鱼一样在大海里逍遥自在呢？
应该可以。
　　我们今天谈庄子必须注意到两面。
一面是它很容易让你消极无为，像竹林七贤里的刘伶，在家里什么衣服都不穿，别人对他说：“你怎
么变成这样？
”他还认为自己是学道家的思想。
他说：“这有什么不对呢？
天地是我的家，房子是我的内衣，你钻到我的内衣里来，还怪我没穿衣服。
这怎么可以呢？
”　　这就是把庄子思想学到后来，变得放浪形骸的一面了。
他认为人生怎样做最后都一样嘛！
那我何必在乎名节礼教呢？
这不是庄子的意思。
庄子的意思一定是尊重这个社会既有的规范，叫做外化。
我外面跟你完全一样，但是内不化。
　　所以今天讲的结论就是——外化而内不化。
外在我跟所有人都和光同尘，你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们穿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让你们
看不出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人物。
西方有句格言：“善于隐藏者乃善于生活者。
”　　一个人善于隐藏，他才善于生活。
你如果不善于隐藏，稍微有什么本事就表现出来，你要么马上被人家捧得高高的，捧得脚跟不沾地，
让你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转；你要么遭到他人的妒忌，被连根铲除。
越有才华本事、头角峥嵘的人，越容易被人家摆平！
在庄子的文章中，许多残疾人都很有才学，这些人也许恐怕就是被人家摆平过的人。
所以，这些人在经过打击摧残后，也就平平凡凡做人，一个个过得逍遥自在，同时体验到了生活的真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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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庄子，像是读着先知的智慧，没了牵挂羁绊。
像是循着众神的行迹，没了生死障碍。
像是握着智者的密码，没了烦恼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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