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的读书笔记(汇总8篇)
就职是一个向外界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我们需要充
分展现自己的优势。在写总结时，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成功的
案例和模板，以获得更好的写作思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就职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借鉴。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一

《秋水》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截然相对的艺术形象：见识浅陋、
自以为是的河伯与博学深邃、视野广阔的北海若。

河伯是黄河之神，到了涨水的季节。百川灌河，他看到径流
如此宽大，分不清两岸边牛马的形状，自以为天下之美尽在
于己。北海若是海神，大海浩瀚无边，无有穷尽，河流所谓
的涨水干旱，于他来讲，动静实在太小，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河伯一路趾高气扬走来，遇到大海，才突然发现自身竟是
那般渺小，好似井底之蛙，先前的志得意满毫无意义，徒然
贻笑大方。随后的一系列问答，相对于北海若气定神闲滔滔
不绝地阐明“大小之辨”，河伯的无知更是只有陪衬的份儿。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学说讲究“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自然”，遵从万物本身的规律，不勉力强求。而往往，
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已心如明镜，对世间万物的属
性了然于心。北海若就是这么一个大智者，他所展现出来的
是大家风范。

这样的艺术形象和情节无独有偶，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
里，也有着与河伯海神若雷同的角色。少林寺藏经阁的一位
扫地僧，头发花白，衣着邋遢，他只需眼睛一瞪，就能使武
功卓绝的萧远山和慕容博口喷鲜血昏死过去，武功推为天下
第一，当无异议。可这位扫地僧叮咛告诫的是，武功的高低
都只是细微末节，佛法宏大才是正道，如走上邪道，武功越
强，反而伤及自身。与之相比，顶着“天下第一恶人”名头



的段延庆，强练易筋经以求天下第一的鸠摩智，无一不成为
小丑，在尘埃中湮灭。

道家和佛家的哲学思想自然有诸多的差异，不可混为一谈；把
《秋水》和《天龙八部》举出来，不是要读者盲目效仿海神
若的外在风范或深入道家以至得出不可知论，更不是鼓励学
习内功心法。我们要找出的是其中的联系，中国古代哲学一
脉相承的一种东西，那就是道。

道与术相对立。术是技巧，是人事，是大多数人凭着指导、
借着经验就能轻易习得，并且付与实践能迅速生效的法门。
道，是需要经过长年积累、感悟的，从心底生出的原则。大
多数人本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极易偏重于术，而不重道。这
样的人，或许能一时逞盛，但由于缺乏人文底蕴，素养不高，
终归要见笑于大方之家，譬如《秋水》中的河伯与《天龙八
部》里鸠摩智一类角色。相比而言，如海神若者，讲究清静
无为，效法自然，天人合一，如扫地僧者，佛法精深，心地
明镜，在习术之前，已明白要遵循的道，自然能够有所大成，
而免于耻辱。

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道家和佛家是相似的。

与现实来讲，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日益繁忙的工作，
日趋激烈的竞争，让我们大多数人晕头转向，有心研究的，
不少只在于术——投机专营。希望可以抽离出来，问一问道，
找到人生正途该遵循的原则，不求成为哲学家，但要不贻笑
大方。

庄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大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
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老子的
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不
过，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将
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些道理，
由他所著的《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



《秋水》一文，出自《庄子·外篇》，《秋水》一文，洋洋
三千余字。在那个刀雕竹刻的时代可算是非常长篇的东西。
他用寓言的方式，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引申出《齐物
论》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和人
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之
一，所以，本文旨在要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
求名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

庄子把事理的无穷性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宇宙的无限性与
具体失误的局限性对照起来分析，显示出他对于绝对与相对、
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有着高度的灵活性，这对于人
们突破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临武到天地宇宙的无限广大性，
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庄子流畅的文字下，所显露出的不朽
思想，显然是只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学习和思考的。

他用寓言这种活灵活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中的许多道理，
譬如其中的《秋水》，从“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到“不
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就是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来
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沾沾自喜，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我们要
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河神，会因为小成而沾沾自喜，
河神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凡人呢？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
个道理而因小失大。

从古至今，骄傲永远都是成功的最大敌人，这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只有谦虚谨慎，虚心求教，才是成功的最佳路径。千
万不可以自满于现状。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谈论事物间的虚实关系，夏虫不可以语
冰，是因为冰雪对于它们来说太虚妄了。井中的青蛙也不要
和它谈论天地，对于井蛙而言，天大也太过于虚妄了。确实
如此，举例来说，比如说教育，在有些时候，这些的虚妄的
东西在我们身边还真是太多了。于是，就要怪，学生会说一
套做一套了。就要怪，学生不遵守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的许多
规则了。但是反过头来，看一看，似乎身边的许多事情确实



都是如此。

下面，他们又讨论到关于事物间的大小关系，天地算是大的，
然后比起宇宙来真是沧海一粟。江河算是大的，但是在大海
面前却又显得渺小。

秋水读后感庄子是道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章写
得出色，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个道理，《庄子》是庄子及其
后学所著，我读了《庄子·外篇》中的《秋水》，深有感触。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秋雨应时而来，百川流入黄河，黄河
主流加宽，两岸和河中沙洲之间，辨不清对岸是牛是马，于
是河伯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壮美尽在于此了。河伯顺流东
行，到达北海，向东望去，看不见水的尽头。于是河伯改变
了沾沾自喜的面容，对海神感叹道：“俗语有这样的说
法，‘听到过上百种道理，便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话，
说的正是我啊。而且我曾听说有人认为孔子学问少，还看轻
伯夷的义行，起初我不信，如今我目睹了这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若不来，那可就危险了，我将贻笑大方啊。”

河伯少见多怪，知识浅薄。后来，看到了烟波浩淼，水天相
接的大海，才自知不足，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知识浅陋。

河伯是仙，都会因为小有成就而沾沾自喜，何况我们是普普
通通的人呢？宇宙无穷，而我们只懂得了很少的知识，知道
了极其有限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探索，去发现，
去了解。世界如此之大，我们却如此渺小。因此，我们不能
坐井观天，不能因其环境所困，不能因其所受教育束缚。河
伯从河岸边出来，看到了海，才望洋兴叹，而我们则要向远
处看，走更长的路，长更多的见识，千万不可以满足于现状。

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因小失大。

比如说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起义军杀敌勇猛，于公元1644年



农历三月十八日攻进北京城。明朝灭亡了，但是李自成和起
义军被这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士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守纪了，
整天吃喝玩乐，听歌赏舞，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的对手——
一直想打进山海关的清军。后来，吴三桂联合清军向起义军
发起进攻，竟没有一位将士肯应战，李自成只好亲自出马，
仓促应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前前后后，李自成只在北京住
了四十二天。短短的时间内，就使这支强大的队伍失去了战
斗力，原因在于起义军和李自成自以为已经胜利，有了荣华
富贵，不用再担心什么，只管享乐，放松了警惕，最终败在
清军手里。

从古至今，骄傲的人是永远不能成功的，这是真理。山外有
山，人外有人。所以，我们在做成功一件事后，应该记住如
何成功的经验，不可以轻视比你差的人，也许有一天他会跟
上你，甚至超过你。还要向比你更优秀的人学习，在他们眼
中，你的成功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我们要学无止境。做到了
这些，那么你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渊博、
懂得大道理的人。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二

庄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大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
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老子的
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不
过，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将
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些道理，
由他所著的《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

《秋水》一文，出自《庄子·外篇》，《秋水》一文，洋洋
三千余字。在那个刀雕竹刻的时代可算是非常长篇的东西。
他用寓言的方式，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引申出《齐物
论》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和人
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之
一，所以，本文旨在要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



求名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

庄子把事理的无穷性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宇宙的无限性与
具体失误的局限性对照起来分析，显示出他对于绝对与相对、
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有着高度的灵活性，这对于人
们突破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临武到天地宇宙的无限广大性，
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庄子流畅的文字下，所显露出的不朽
思想，显然是只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学习和思考的。

他用寓言这种活灵活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中的许多道理，
譬如其中的《秋水》，从"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到"不似尔
向之自多于水乎？"就是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来告诉我
们，做人不能沾沾自喜，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我们要知道，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河神，会因为小成而沾沾自喜，河神
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凡人呢？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个道
理而因小失大。

从古至今，骄傲永远都是成功的最大敌人，这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只有谦虚谨慎，虚心求教，才是成功的最佳路径。千
万不可以自满于现状。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谈论事物间的虚实关系，夏虫不可以语
冰，是因为冰雪对于它们来说太虚妄了。井中的青蛙也不要
和它谈论天地，对于井蛙而言，天大也太过于虚妄了。确实
如此，举例来说，比如说教育，在有些时候，这些的虚妄的
东西在我们身边还真是太多了。于是，就要怪，学生会说一
套做一套了。就要怪，学生不遵守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的许多
规则了。但是反过头来，看一看，似乎身边的许多事情确实
都是如此。

下面，他们又讨论到关于事物间的大小关系，天地算是大的，
然后比起宇宙来真是沧海一粟。江河算是大的，但是在大海
面前却又显得渺小。



庄子用我们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体，用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
话,引申出《齐物论》中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
的无限相对性和人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又以易懂的
文笔，告诉我们，做人要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
求名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也告诉我们做人要
虚极静笃，谦虚谨慎，不可骄傲自满！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三

庄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大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
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老子的
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不
过，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将
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些道理，由
他所著的《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

《秋水》一文，出自《庄子外篇》，《秋水》一文，洋洋三
千余字。在那个刀雕竹刻的时代可算是非常长篇的东西。他
用寓言的方式，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引申出《齐物论》
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和人生贵
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所以，本文旨在要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求名
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

庄子把事理的无穷性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宇宙的无限性与
具体失误的局限性对照起来分析，显示出他对于绝对与相对、
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有着高度的灵活性，这对于人
们突破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临武到天地宇宙的无限广大性，
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庄子流畅的文字下，所显露出的不朽
思想，显然是只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学习和思考的。

他用寓言这种活灵活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中的许多道理，
譬如其中的《秋水》，从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到不似尔向
之自多于水乎?就是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来告诉我们，



做人不能沾沾自喜，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我们要知道，山外
有山，人外有人。河神，会因为小成而沾沾自喜，河神尚且
如此，何况我辈凡人呢?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因
小失大。

从古至今，骄傲永远都是成功的最大敌人，这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只有谦虚谨慎，虚心求教，才是成功的最佳路径。千
万不可以自满于现状。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谈论事物间的虚实关系，夏虫不可以语
冰，是因为冰雪对于它们来说太虚妄了。井中的青蛙也不要
和它谈论天地，对于井蛙而言，天大也太过于虚妄了。确实
如此，举例来说，比如说教育，在有些时候，这些的虚妄的
东西在我们身边还真是太多了。于是，就要怪，学生会说一
套做一套了。就要怪，学生不遵守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的许多
规则了。但是反过头来，看一看，似乎身边的许多事情确实
都是如此。

下面，他们又讨论到关于事物间的大小关系，天地算是大的，
然后比起宇宙来真是沧海一粟。江河算是大的，但是在大海
面前却又显得渺小。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四

秋水读后感庄子是道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章写
得出色，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个道理，《庄子》是庄子及其
后学所著，我读了《庄子・外篇》中的《秋水》，深有感触。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秋雨应时而来，百川流入黄河，黄河
主流加宽，两岸和河中沙洲之间，辨不清对岸是牛是马，于
是河伯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壮美尽在于此了。河伯顺流东
行，到达北海，向东望去，看不见水的尽头。于是河伯改变
了沾沾自喜的面容，对海神感叹道：“俗语有这样的说
法，‘听到过上百种道理，便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话，



说的正是我啊。而且我曾听说有人认为孔子学问少，还看轻
伯夷的义行，起初我不信，如今我目睹了这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若不来，那可就危险了，我将贻笑大方啊。”

河伯少见多怪，知识浅薄。后来，看到了烟波浩淼，水天相
接的大海，才自知不足，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知识浅陋。

河伯是仙，都会因为小有成就而沾沾自喜，何况我们是普普
通通的人呢？宇宙无穷，而我们只懂得了很少的知识，知道
了极其有限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探索，去发现，
去了解。世界如此之大，我们却如此渺小。因此，我们不能
坐井观天，不能因其环境所困，不能因其所受教育束缚。河
伯从河岸边出来，看到了海，才望洋兴叹，而我们则要向远
处看，走更长的路，长更多的见识，千万不可以满足于现状。

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因小失大。

比如说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起义军杀敌勇猛，于公元1644年
农历三月十八日攻进北京城。明朝灭亡了，但是李自成和起
义军被这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士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守纪了，
整天吃喝玩乐，听歌赏舞，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的对手――
一直想打进山海关的清军。后来，吴三桂联合清军向起义军
发起进攻，竟没有一位将士肯应战，李自成只好亲自出马，
仓促应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前前后后，李自成只在北京住
了四十二天。短短的时间内，就使这支强大的队伍失去了战
斗力，原因在于起义军和李自成自以为已经胜利，有了荣华
富贵，不用再担心什么，只管享乐，放松了警惕，最终败在
清军手里。

从古至今，骄傲的人是永远不能成功的，这是真理。山外有
山，人外有人。所以，我们在做成功一件事后，应该记住如
何成功的经验，不可以轻视比你差的人，也许有一天他会跟
上你，甚至超过你。还要向比你更优秀的人学习，在他们眼
中，你的成功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我们要学无止境。做到了



这些，那么你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渊博、
懂得大道理的人。

编辑推荐：

更多读后感范文进入读后感大全：duhougan/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五

庄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大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
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老子的
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不
过，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将
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些道理，
由他所著的《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

《秋水》一文，出自《庄子·外篇》，《秋水》一文，洋洋
三千余字。在那个刀雕竹刻的时代可算是非常长篇的东西。
他用寓言的方式，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引申出《齐物
论》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和人
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之
一，所以，本文旨在要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
求名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

庄子把事理的无穷性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宇宙的无限性与
具体失误的局限性对照起来分析。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六

在无限广大的宇宙中，个人的认识和作为要受到主客观条件
的制约，因而是十分有限的。

我看庄子的绝对自由中国传统的美学体系博大精深、难以尽
述。而公认的对此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



禅宗美学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的学派，这些思想的不断变化和
融合，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这些学派除了禅
宗几乎都是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在那时表现为百家
争鸣的诸子学派。在这里我想谈谈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思想
和影响。我们学的是庄子的代表作之一文章《秋水》。

老实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它的内容很多，
涉猎得也很广，但都很高深。随处的一些内容都可以看到庄
子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那种对绝对自由的追求，那种忘我的
不惜代价的追求！作为道家的庄子崇尚“天道”自然之道，
具有鲜明的超功利倾向。鲁迅对他的评价是：汪洋，恢宏，
恣睢。“他认为能观于天地而体道得道的理想人格，应当于
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与造化同流，与日月同辉，游乎四
海之外。”中国文人很多都是陷落在这种圈子中而不得自拔
了，其实这是很可叹的。中国现在的这种思想似乎更是膨胀
到了恐怖的地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做到了很多以
前梦想中的事情，于是对永生的自由的追求大幅度的崛起。
首先是武侠，然后是玄幻，还有现在的很多另类文学，老少
皆喜的金庸，男生喜欢的黄易，女生喜欢的安妮。这些的这
些其实正在不可遏制地吞噬着很多人的思想！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七

庄子是道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章写得出色，善
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个道理，《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
我读了《庄子·外篇》中的《秋水》，深有感触。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秋雨应时而来，百川流入黄河，黄河
主流加宽，两岸和河中沙洲之间，辨不清对岸是牛是马，于
是河伯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壮美尽在于此了。河伯顺流东
行，到达北海，向东望去，看不见水的尽头。于是河伯改变
了沾沾自喜的面容，对海神感叹道：“俗语有这样的说
法，‘听到过上百种道理，便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话，
说的正是我啊。而且我曾听说有人认为孔子学问少，还看轻



伯夷的义行，起初我不信，如今我目睹了这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若不来，那可就危险了，我将贻笑大方啊。”

河伯少见多怪，知识浅薄。后来，看到了烟波浩淼，水天相
接的大海，才自知不足，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知识浅陋。

庄子的读书笔记篇八

鲜明的小大之辩使大鹏的形象高原雄伟。”之二虫又何知”
指它们不理解适性自然而为..”物适其性”,二虫与大鹏本质
是区别的，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者翱翔天地，或者
毕志榆枋,不知所以然也。

“知效一官?征一国者”,是世俗社会中荣誉发达之人，即儒
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宋荣子是身处世俗之中却能够认识意
义的人。列子则是超越了世俗却依然”有所待”的人。像大
鹏鸟或者是列字，这样的大的生命活动，依然没有绝对的自
由，没有真正的逍遥游.庄子说的逍遥游是对社会无所企求的
不为外物所待的。

二惠子与庄子的对话是表达”大用”还是无用.的思想矛盾

所谓逍遥，是让心灵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快乐的状态中去，忘
记难以忘记的烦恼。

我们看到姑射之山，一个完全不同于世俗世界的另个世界，
天子的世界是热闹拥挤的，但是神人的世界是独立而冷清的.，
就像神人不能承受世俗的浊重一样，俗人也难承受神人之轻,
轻的感觉来自于剥离和舍弃，舍弃身体，欲望，心知,它是一
种心造之境,.它自己选择过神人的生活，与世界格格不入，
如肩吾所说，当他看到的是反应的惊恐，不近人情,这样的世
界有可能吗?是的，因为是庄子心中真实的生命,与形体无关.
形体固然不能脱离世界，只能背负沉重，心却可以轻灵,一尘
不染。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天世既与我相违，复架言
兮焉求？于世无求，才有狂的资本，求用于世，人是无法狂
的，必须在取悦人群以获得为世所用的道德和社会资本，接
舆之狂当然不是箕子之佯狂，佯狂是一种生存技巧，但是狂
是一种生活态度，主要是和心灵有关。技巧是一时的，它是
机心所现,态度是永恒的，是真心所显,庄子有太多的不在意，
在这样的状态下，退不是一种软弱，进也不是一种勇敢。

《人间世》是内篇的第四篇,是处世哲学论。说蜜柑内处世艰
难，不可不慎,从而进一步论证处人与处世之道.

彭祖们是将人作为一个自然人来思考，在这种思考下，一个
人可以不在意另外的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他的养生，在
根本意义上是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关系。如何在复杂
的环境下找到一个安身之地。这个安身之地并不是一个实际
的物理空间。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生存的态度。一个人如何理
解生命，理解生命与外物的关系，这对于养生来说是最根本
的，，是养心而非养形。对于庄子而言，知识无限和生命有
限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知识的无限则意味着玩物或者世界
之无穷无尽，当两者相遇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穷毕生
之力去求知的人是危险的，因为会把人带到一个不可捉摸的
世界，“逐万物而不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外物牵引而
时刻不得休息的人。，这种形影竞走，会有结束吗？会有，
但是这种结束不该是悲剧性的，生命的结束固然意味着形影
竞走的结束，可是也是生存及附着在生存之上的所有意义的
完结。需要另一种完结，生命延续着，体现出新的意义。这
种结束就是老子所说的“知止不殆”的知止，心是有止境的，
该给知识化一个界限，从而认真的思考知识和生命的关系，
知识是为了生命而存在，而非相反。儒家而言，仁义和礼乐，
道德，秩序，始终是思考的核心，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都
在宣示着道德相对于生命而言的优先价值，善恶是非等的区
分以及相应的实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庄子，在生
命的主题之下，道德注定要成为次要的东西，道德是捉摸不
定的生命却是唯一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表面上



看是有善恶之分，但是不在于善恶，要紧的事“无近名和无
近刑都是关乎生命的。刑当然是对于生命的伤害，名又何尝
不是呢？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道德在生命面前的退场，至少是
退却，。

《养生主》

庄子所向往的是一种全生，养亲，保身和尽年。对于任何一
个对象，中空才有你回旋的余地，你要去面对充实的地方，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生存的社会，并不是无事可做，听
之任之，可以寻找生活的缝隙，在其中游走，在夹缝里求生
存，。

在《养生主》中，我们看到两种解，一种是庖丁解牛，使解
物，另一种是帝之悬解，解心，解总是针对这某些要解的东
西，就是结。解牛的结是游刃其中，解心则是要祛除心中的
结，比如死亡，原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本不必要便显得太
多悲哀，但是当大家哭得时候，那种对生的执著，就成为了
结，横亘在胸，解的办法就是经由对物理的透彻了解，达到
安而处治的态度，无论是物，解心，仍然可以归结到“缘督
以为经“上来，这五个字却是《养生主》的核心，养生的真
谛在于，在复杂的拥挤的世界上发现空隙，然后游于其中，
尽其天年，但是要找到缝隙，心首先要是虚的，不能为功名
利禄所充满。以虚的心来面对世界，这个世界才能会向你敞
开，从而在世界中自由遨游。

但是这不等于说你可以追求永生。庄子不追求永恒的，知道
永恒的只是宇宙大化，而不是个体的生命，有生便有死，而
死又是另一个生。《养生主》最后一句在于”薪有穷火无尽，
见得知有涯而生无涯。“人生如白驹过隙，而一个是珍惜，
另一个是不必太多的执著，不是像神仙家对生命的重现，对
长生的形体的追求，而是对一个自由的心得拥有以及形体免
受伤害的展望。这才是真正的达观，是超越了道德，生死，
超越了形体，从而养生，是要与宇宙寻找与心灵上的合一，



从而超然物外，游于万物四海之间，超脱世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