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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莊子》詩學欲探討的是哲思與詩思的交流會通，一般而言，哲學思維常依

據嚴謹的邏輯推論，如西方哲學由知識論至形上學，再落實到倫理學、美學、人

生哲學等等，無一不是依據邏輯分析理路推衍而成；詩的思維則通常感性、抒情、

浪漫，而與人的情感層面相通。在中國，詩思的交融早已隱含在散文或詩作中，

其呈現的方式常常是在詩思中寓含哲思或是論哲思但卻隱含詩性光輝，前者如中

國古代詩作，當其發展至一定高度時，也是熠熠有光的詩思結合的作品；後者如

中國先秦時期的哲思典籍《老子》與《莊子》，雖以散文寫成，但其中的內容已

隱然含有詩的思維。中國早已有思詩結合的文學作品，但在歷來歷代的中國詩論

或文論中，卻始終無具體內容論及。至於西方，維科(Giambattista Vico)在相當於

中國清初時期於《新科學》1中提到：「希臘世界中最初的哲人們都是些神學詩人。」

2，說明希臘世界的最初的詩人與哲人是不相分的。近代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於〈詩人何為？〉一文也指出：「在貧困時代裡作為詩人意謂著：吟唱

著去摸索遠近諸神的踪跡，因此，詩人就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裡道說神聖者」3，

所謂「貧困的時代」，海氏說：「夜晚到來，自從赫拉克勒斯、狄奧尼索斯和耶穌

                                                 
1 此書初版在 1725 年，相當於中國清朝雍正時期。 
2 維科：《新科學》(上)(板橋：駱駝出版社，1987 年 8 月)，頁 160。 
3 海德格爾：〈詩人何為〉，收入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林中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 4 月)，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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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這個“三位一體”棄世而去，世界時代的夜晚便趨向於黑夜了。」4他指出

時代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作為領引眾人接近生命本質的諸神的神性光輝消失了，

意即作為指導人類大方向的哲理思維消失了，然而詩人即是承接此一使命的最佳

人選，其「道說」即可作為探索遠近諸神的橋梁。 

    儘管哲思與詩思在思維模式上有顯著的不同，但在中西方文本中卻已有直接

的論述或是隱含的顯現，而本論文《《莊子》詩學研究》即是欲以詩思結合的觀

點來析論《莊子》。莊子論「道」，並非透過哲學語言直接表述，而是以詩意的、

文學性的語言間接描述。他的哲思充滿著詩思，其所關照的「道」，是根源於對

生命的各種體驗，但生命體驗卻難以把握，致使我們無法用邏輯思維來解釋。所

謂體驗，就是「指人們面對某種對象時產生的整體的、綜合性感受，包括情感、

認知、理解、領悟、評價等許多複雜的心裡內涵。……一個思想深邃、胸懷寬闊

的哲人更會對社會人生乃至生命本身都產生深刻的體驗」
5，且「體驗是包含著

感性與理性、意識與非意識因素的整體性心理內容，故而我們也無法僅僅用分

析、推理的邏輯思維來把握。」6中國長久以來的哲學是以「人」為本位思索生

命的意涵，使得中國哲學不像西方哲學呈現出充滿理性與邏輯的分析面相，而是

融入人的感性生命。莊子也是如此，他從難以捉摸的感性生命出發來探究宇宙人

生，從客觀生活體驗中提煉出生命的質感與純度，這樣的哲思，使得隱於《莊子》

文本背後的意義世界展露出一種詩性特質。聞一多評論莊子說：「你正在驚異那

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

                                                 
4〈詩人何為〉，同註 3，頁 245。 
5 李春青：《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20。 
6《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同註 5，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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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

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許甚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學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

你尤其驚異。」
7莊子以詩般的情感，化生命感性的體驗於哲思中，呈如聞一多

所言的，莊子是用精妙的辭句來表達無以定指的生命哲思，造就出獨特的詩性思

維。 

    詩思的隱然相通，我們可以就人的生命精神所展現的價值與美感來看。詩是

個體生命的展現，古今中外許多詩人，其詩作都與其生命歷程與體驗連結，他們

對生命加以細緻琢磨，化成充滿哲思的詩歌表現出來，詩是詩人生命精神的濃

縮，是詩人生命質感的顯現。而哲思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尋求人類生命的價值與

美好，不脫離探討人的生命精神意涵。在《莊子》原典中，儘管思索的是宇宙人

生，張默生就說了：「莊子是以宇宙全體為對象，憑自己的認識和經驗，去發揮

自己的哲學的，他是用辯證的方法，去說明他自己的哲學的。」
8然而在過程中，

他的文字形式以及其文章中呈現出來的卻是詩的思維方式。《莊子》與詩，都是

緊扣著生命，追問著生命。 

    《莊子》中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生命的絕對，這樣的絕對是一追求個體精神逍

遙的絕對，就像《莊子‧逍遙遊》中的大鵬鳥，靠著海運向上飛騰的超拔氣勢，

目的即是到達南冥這自由的境地。《莊子》強調人應該以合於自然的精神去符應

天地之自然，若能如此，即可通達精神自由無待的逍遙境界，這是其「以天和天」

與「逍遙無待」的概念，此概念是結合詩與哲的矛盾，把人的生命精神提純至如

                                                 
7 朱自清、吳晗、郭沫若、葉聖陶編：《聞一多全集》(二)(古典新義)(臺北：里仁書局，1996 年 

  2 月)，頁 285。 
8 張默生：《莊子新釋》(臺北：漢京文化，2004 年 3 月)，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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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一般的境地，追求人類心靈深處逍遙的詩化哲學。 

    總上所述，《莊子》所顯現的生命理境隱然含有詩的精神，然而，如何在《莊

子》的思中見詩，其哲思如何呈現詩思，兩者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聯繫？這是本

論文的研究動機。至於目的，便是將《莊子》思想中所呈現的詩思做一個完整的

探析與論述。 

 

第二節  前人研究概況 

 

    詩是文學，它可以包含在文藝或美學領域當中。所謂文藝，是指具有審美價

值的活動及其產物，能表現出創作者的思想及感情，並能使人產生共鳴的，包括

詩歌、散文、小說、建築、戲曲、繪畫等。文藝又可置乎美學之中，因為文學與

藝術均是以美為目的，具備審美的價值。這個包羅在文藝美學範疇的詩的意涵，

是廣義的詩。前人研究《莊子》哲思所能讓人產生如詩一般精神上美的感受，均

偏重在文藝審美層面，稱之為「藝術精神」，關於這層面的探究，如徐復觀《中

國藝術精神》一書第二章〈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
9、顏崑

陽《莊子藝術精神析論》10、劉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11、劉介民《道家文化與

太極詩學─《老子》、《莊子》藝術精神》12等書。 

    以上是將《莊子》置乎文藝審美領域研究的專書部分，而與這研究層面相關

                                                 
9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3 月)。 
10 顏崑陽：《莊子藝術精神析論》(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 
11 劉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長沙：岳麓書社，2007 年 2 月)。 
12 劉介民：《道家文化與太極詩學─《老子》、《莊子》藝術精神》(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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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則有褚春元的《《莊子》思想的詩學解讀》13、李宣侚《莊子的生命理境

及其藝術精神》14兩篇，其中前者從文藝創作、文藝鑒賞、藝術家的修養等角度

來解讀《莊子》，後者主要論述《莊子》逍遙、物我兩忘等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藝

術家的至高境地。 

    至於期刊部分，王彥永〈莊子的藝術境界論〉
15、康錦屏〈論《莊子》語言

的審美效應〉16、陳慧娟〈《莊子‧秋水》之時空美學〉17等，也都是將《莊子》

哲思置乎文藝審美領域中來加以探析。  

    除了從文藝審美角度探析《莊子》之外，孫麗《通往精神家園的體悟之路—

莊子詩性解讀》
18論文，則是從詩性角度切入莊子，她首先將詩性分為狹義、中

義、廣義，所謂中義的詩性，是指除文藝以外的其他領域具有同詩歌類似的直覺

體驗特徵、情感及其想像特徵、審美及藝術特徵。
19而廣義的詩性，則是指是指

一切創造性的、想像的乃至理想的、美好的事物與境界。20孫麗認為在《莊子》

中存有直覺體驗、情感、想像以及審美的中義詩性特徵，莊子的哲思就是從中義

的詩性特徵，走向理想的人生境界這一廣義的詩性特徵。孫麗的論文重點在描繪

《莊子》的詩意人生，主要是從詩性的生命理境切入《莊子》，然而首先，她沒

有無顧及《莊子》一書並非一時一人所為，雖其論題標明是論莊子其人，但論文

                                                 
13 褚春元：《《莊子》思想的詩學解讀》(安徽：安徽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 年)。 
14 李宣侚：《莊子的生命理境及其藝術精神》(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 

  年)。 
15 王彥永：〈莊子的藝術境界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 
16 康錦屏：〈論《莊子》語言的審美效應〉，《北京教育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 
17 陳慧娟：〈《莊子‧秋水》之時空美學〉，《問學》第 12 期(2008 年 6 月)。 
18 孫麗：《通往精神家園的體悟之路—莊子詩性解讀》(青島：青島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 

  年)。 
19《通往精神家園的體悟之路—莊子詩性解讀》，同註 18，頁 1。 
20《通往精神家園的體悟之路—莊子詩性解讀》，同註 1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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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卻不乏引用莊書外、雜篇的例證，而《莊子》外、雜篇是否為莊子本人所著她

沒有交代清楚，其論文並沒有辨析莊子與《莊子》。第二，其論文通篇圍繞著《莊

子》詩化的人生境界，但其開展出什麼樣的詩性觀點以及審美觀點？《莊子》哲

思中的詩性觀點是如何能成為後代詩學源頭？其間的環節孫麗尚無深入探討。 

    另外，還有刁生虎〈莊子的語言哲學及表意方式〉
21，這是關於《莊子》語

言哲學方面的期刊，該文論述《莊子》言說方式的本質是詩地，是以「道言」的

表現方式，打破哲學與藝術的壁壘，使其語言成為一種詩化語言。   

    綜觀以上所述，雖有與《莊子》詩學思想有關的論著，但大多僅限於就某一

相關論題進行研究或是偏重於文藝美學領域。然而，就《莊子》文本所展現的詩

性哲學，論著方式是詩意語言，從詩學角度對《莊子》做完整而深入的詮釋，目

前並無專著，是以本論文的研究進路，主要是以「詩」為基點切入《莊子》，並

逐步析論《莊子》哲思所呈現的詩學內涵。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中國長久以來的學術觀點及文學論著，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莊子》將詩意

帶入生命，利用「三言」這般的詩性言說把深刻的哲理思想隱喻其間，開展出具

詩意的生命境界，在《莊子》文本中，文學與哲學就是這樣隱然的相通。 

    本論文主要透過分析法、歸納法，將《莊子》中詩哲相通的內涵，加以闡發，

                                                 
21 刁生虎：〈莊子的語言哲學及其表意方式〉，《東吳哲學學報》第 12 期(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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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論文寫作脈絡，第一，辨析《莊子》一書，考察莊書內篇與外、雜篇作者及

思想源流問題。分析歸結後，再以詩學思想的角度切入探析《莊子》一書，以作

為論述的底本。第二，就詩學的角度，針對《莊子》詩學思想的進程、《莊子》

詩學的詩性特色、《莊子》詩學的審美特色加以探析，關於此部分重要的參考資

料有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
22、崔大華《莊學研究—中國哲學一個觀念淵

源的歷史考察》23、王博《莊子哲學》24、劉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25、陳良運

《中國詩學體系論》
26、王南《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27、陳伯海《中國詩學之

現代觀》28等書。 

    另外，本論文所採原典為王叔岷先生的《莊子校詮》，其書係改寫其所著《莊

子校釋》一書，書中字句校勘詮釋精當，義理貫通。據王叔岷自己於《莊子校詮》

一書序論中說：「討治古書，欲貫通義理，必先充實字句之校勘、詮釋，方不落

於浮汎。」
29王氏講究對古籍的精細剖析，對既定說法的懷疑並提出有見地的看

法，是其價值所在。除了《莊子校詮》之外，在文本思想的闡發部分，本論文並

加以參酌宣穎《莊子南華經解》30、郭慶藩《莊子集釋》31、陳壽昌《南華真經正

義》32、張默生《莊子新釋》33、錢穆《莊子纂箋》34、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35

                                                 
22 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3 月)。 
23 崔大華：《莊學研究—中國哲學一個觀念淵源的歷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1 月)。 
24 王博：《莊子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3 月)。 
25 劉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長沙：岳麓書社，2007 年 2 月)。 
26 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7 月)。 
27 王南：《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7 月)。 
28 陳伯海：《中國詩學之現代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29 王叔岷：《莊子校詮》(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6 月)，頁 22。 
30 (清)宣穎：《莊子南華經解》(臺北：廣文書局，1978 年 7 月)。 
31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3 月)。 
32 (清)陳壽昌：《南華真經正義》(臺北：新天地書局，1977 年 7 月)。 
33《莊子新釋》，同註 8。 
34 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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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 

    在此，期盼透過本論文，梳理出《莊子》詩學思想的脈絡以及其詩性特色與

審美特色，並探討《莊子》詩學的相關命題對後代詩學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