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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庄子》 

尧让天下 

——《庄子·逍遥游》 

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说道：“日月都出来了，天已大亮，一片光明，而烛火还没有熄

灭，想与日月比个高下，看看谁亮，这不是很难吗？大旱之后，及时雨刚好从天而降，而有

人却还在挑水灌溉，用这样的办法，来润泽禾苗，岂不是太劳累了吗？ 

如今，先生一站在那个位置上，天下便要安定了，而我却还占着这个位置不放，自己真

觉得惭愧，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你吧！” 

许由回答道：“您治理天下很有成效，天下已经太平了。而现在却要我来代替你，难道

我是为贪图君主这个名位吗？要知道，名位不过是实质内容的外表，你难道要我放弃实质内

容，而去追求虚名吗？ 

像鹪鹩这种小鸟在茂密的森林里修筑巢穴，只需要一根树枝就足够了，鼹鼠到河里去饮

水，实际上所需也不多，最多也不过装满肚子就行了。你还是请回吧，我要这天下做什么呢？

我只要能顺适己意，始终生活在悠游自在、无挂无碍的环境中，就心满意足了，我要这天下

有什么用呢？ 

打个比方吧，当举行祭祀大典的时候。掌勺的厨子虽然不肯干活，主祭的人也不会越位

去代厨子烹调的！” 

    【述评】  尧、许由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尧让天下于许由”，当然也不一定真

有其事，只能姑妄听之。然而“越俎代庖”这个成语倒是流传广泛，至今，还常挂在人们的

口边。但能有几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拙于用大 

——《庄子·逍遥游》 

惠子与庄子相识已久。有天，惠子对庄子说广魏王送我一粒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下

后，居然长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葫芦，它的容积约有五石。如果用它来盛水，不太坚固，

五石水放进去，它就破了；如果想用它做舀水的工具，把它剖开做成一个瓢，那么，这瓢也

太大了，简直无处可容。这个葫芦确实不能说它不大，然而再大，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

只好把它打碎了。” 

庄子回答说：“那你真是太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了。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有个宋国人，

会制造一种药，冬天把它涂在手上，能使手不皲裂。他家世世代代都以漂洗丝絮为业，手经

常在水里浸泡，所以这种药是很用得着的。有一个外地人听说有这种药品，愿意出百金收买

他的药方。这个宋国人就聚集全家来商量：‘我们世世代代漂洗丝絮，只能得到很少的钱。

现在一旦卖出这个药方，就能获得百金，这太合算了，就卖给他吧。’” 

那个外地人得到了药方，便南下游说吴王。刚好那时越国正入侵吴国，吴王就派他领兵

打仗。冬天，他带领军队和越人进行水战。由于他有药方，能制造出使手不被冻坏之药，所

以，他的战士能不畏寒冷，手冻坏子，也能迅速痊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终于大败越人。

后来，吴王分地封赏他，使他大获其利。 

同样是一个不皲裂手的药方，有人用它来得到封赏，而有人却只是依靠它来漂洗丝絮，

免遭冻疮之苦。这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使用方法的不同。 

现在你有五石容量大的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系在身上，当作小舟而浮游于江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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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愁它太大而无处可容呢？这样看来，你还是茅塞未开啊！” 

    【述评】  读庄子、惠子关于“用大”的辩论，真有茅塞顿开之感。惠子以为大葫芦无

用，庄子却认为有用，关键是如何用。如果我们真能领悟这一点，那么世上也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倒我们的了。另外，天生万物皆有用，世上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就是垃圾吧，它里

边也有“黄金”，可以变废为宝。无用与有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的舌战中处处充满这些辩证的智慧，值得我们好好揣摹。 

 

 

无用之用 

——《庄子·逍遥游》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都叫它‘樗’。它的树干，盘根错节，不符绳墨；

它的树枝，弯弯曲曲，不符规矩。它生长在路上，经过的匠人，看都不看它一眼，因为它实

在不是一块好材料。如今，你的言论，也跟这棵大树一样，大而无用，大家都会抛弃它的。” 

庄子回答说：“你难道没有看见狸猫和黄鼠狼吗？它们缩矮着身子，等待着鸡鼠之类的

小动物出现，一旦发现了它们，便不避高低，东跳西跳地去捕捉，追奔逐北，好不快活。然

而它们却往往会陷入人们所设的机关之中，死在人们所铺的网罗之内。这就是灵巧的狸猫所

得到的可悲下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大的动物，譬如像那犀牛，庞大的身躯，宛如那连接天边的白云，

虽然，它一点也不灵巧，连鸡鼠之类也捕捉不到，然而，它的用处可大了。这也就不多说了。 

如今，你有这么一棵大树，却还在愁它没有用处，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把它栽

在空旷寂静的乡村或广袤宽阔的田野上呢？这样你就可以任意地在它的四周徘徊游玩，悠闲

自得地躺在它的底下休息，这是多么地逍遥自在。而它也因不材，不会遭受斧头的砍伐，也

不会有任何东西来侵害它。这样看来，大而无用，反而没什么祸害。” 

    【述评】  一切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在某种条件下，它可能一无用处，但一旦条件改

变，也许它就会变得有用起来。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庄子真不愧为我国

古代的伟大哲学家。 

 

 

沉鱼落雁 

——《庄子·齐物论》 

有天，啮缺问王倪：“你知道世上万物都有共同的标准吗？” 

王倪说：“我当然不知道罗！” 

啮缺又问：“你能知道你所不了解的东西吗？” 

王倪说：“我当然也不知道罗！” 

啮缺再追问：“那么万物就无法知道了吗？” 

王倪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让我说说看吧。我想问问你，

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就一定不是‘不知道’呢？我所说的‘不知道’就一定不是‘知

道’呢？也许‘知道’和‘不知道’根本无法分辨。 

再请你思考以下的问题：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腰痛甚或半身不遂，泥鳅整天在湿

泥中打滚，它也会患这种毛病吗？人一爬上高树，就会惊慌不安，猿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人和这两种动物到底是谁的生活习惯才合标准呢？ 

人喜欢吃肉，麋鹿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喜欢吃老鼠。它们之中，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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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口味才合标准呢？ 

毛嫱、西施是世人认为最美的，但是，鱼见了，立即潜入水底；鸟见了，马上飞向高空；

麋鹿见了，则急速奔逃。在它们眼中，毛嫱、西施简直是个丑八怪。那么，在人和这些动物

之中，究竟谁才算是懂得鉴赏美色者呢？ 

所以，依我看来，善与恶，是与非，纷杂交错，是根本无法分辨的。” 

啮缺又问：“如此说来，你是以为万物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么有着极高道德修养

的所谓‘圣人’，也这样以为吗？” 

王倪说：“圣人简直神秘极了。山林燃起熊熊大火，他不感到热；江河冰封，他不觉得

冷；雷霆撼动山岳，他不受伤害；狂风激起大浪，他绝不惊恐。他总是腾云驾雾、骑跨日月，

遨游于四海之外。生死的变化，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更何况是那些是非、美丑呢？” 

    【述评】  从古至今，每当要赞美一个女人的美貌时，总爱用“沉鱼落雁”这个词语。

殊不知，庄子是用它来说明：鉴赏一个人的美丑时，鉴赏者对美丑的标准各异：你看来是美

的东西，在他看来，也许是其丑无比。无所谓非。对世上万物，都能持这种“齐物”的眼光

看的，恐怕也只有“圣人”才做得到，然而这世上真有这种“圣人”吗？ 

 

 

匠石梦栎 

——《庄子·人间世》 

有个名叫石的木匠往齐国去，到了曲辕这个地方，看见一棵栎树，当地人把它作为土地

神来供祭。这棵树非常高大，可以供几千头牛在它底下遮荫休息。树干粗大，一百多人伸开

双臂都围合不拢。它高入云霄，在树身好几丈以上才生有旁枝，而这些树枝，只要一根就可

造出整艘船的，总共有十多支。在树的下面围观的人成千上万，可是匠石瞧都不瞧一眼，直

往前走。 

他的徒弟却站在那儿看了个够，后来追上了匠石，问道：“自从我拿了斧头跟随先生，

至今也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木材。先生居然不肯看一眼，径往前走，这是为什么？” 

匠石回答说：“那是棵毫无用处的树木，用它来做船，很快就会沉没；用它来做棺椁，

很快就会腐烂，用它来做器具，很快就会毁坏；用它来做门户，很快就会流出污浆；用它做

屋柱，则很快会被虫蛀。这实在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但就因为它没有用，所以才会

有这么长的寿命。” 

当晚匠石做了一个梦，梦见栎树对他说：“你准备拿什么东西来和我相比呢？把我与文

木相比吗？像那梨、橘、柚等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沉甸甸地要往下坠，树枝被压弯，往往

大枝折断，小枝掉下地。这都是由于它们结出甜果而害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享尽天赋

的寿命，中途就夭折了。如果自己常炫耀自己很有本事，必然会招来世俗的打击。世上万物

皆是如此。因此，我总是尽量使自己做到无所可用的地步，尽管如此，但有时还会招来几乎

被砍死的厄运。到现在，我总算是保全了自己，这正体现出我的高明之处。假若我是有用之

材，还能长得这么高大吗？况且你我都是生物，为什么还要去议论其他的生物呢？你这个垂

死无用之人，又怎能了解无用之木呢？” 

匠石醒来，把梦告诉他的徒弟。徒弟说：“看来，它是意在求取无用，以避开祸害，但

是，我想不通，它又为什么要做社树(土地神)呢？这不是在求取有用吗？” 

匠石说：“快别说了。栎树寄托于土地神，也不过是图个社树的虚名，使那些不了解它

的人都说它是无用之木，并占了个社树的名份，好使大家都得去祭拜它，试想，假使它不做

社树，岂不就要遭到砍伐之祸了吗？它做社树，是为了保全自己，只不过用的方法与众不同

而已，而你却只会以普通的道理去衡量它，如此，得出的结论不就跟事实相差得太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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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评】  庄子以社树为喻，写凡有才智者，“以其能苦其生”，遭受斧砍之灾难。要想

全身远害，就应以无用为大用。无用，也就不会被当道者当作工具来奴役；大用，就让人们

对它敬而畏之。这样就可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在现代社会，每个人才都应脱颖而出，因为“木

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现象毕竟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不将它

们抛弃，社会是难以发展，人类文明是难以繁荣的。 

 

 

申徒之辩 

——《庄子·德充符》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申徒嘉的，是一个断了脚的人，和郑国的子产同拜一位名叫伯昏

无人者为师。 

有天，子产对申徒嘉说：“我先出去，你就坐在那里别动；同样，你先出去，我也就坐

着不动。” 

显然，子产羞与申徒嘉为伍。 

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合堂同席坐在一起。子产又把昨天的话重复了一遍，并说：“你现

在见了我这执政大臣还不知回避，你是否把自己看成和我一样同是执政大臣？” 

申徒嘉说：“你这是在炫耀你的地位瞧不起人吗？俗话说：‘镜子明亮，就说明镜子上没

有积上灰尘，如果镜子上落下了灰尘，就不明亮了。一个人常和贤人在一起，就不会有大过

失。’你今天来先生这里是为了求学修德，而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子产说：“你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残废人了，却偏要去跟像我这种有着尧德行一般的人来

比。你还是先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吧，德薄能鲜，这难道还不够你自我反省吗？” 

申徒嘉从容辩驳：“大多数人因刑残废后，总要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不应受刑致残；

而不屑为自己辩解，反而认为自己本当如此的，却很少。然而，知道自己的致残是无可奈何，

而能安下心来，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的，恐怕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得到。 

走进神射手羿的必中射程之内，即表示必被射中无疑，若有幸不被射中，那就是命了。

以前，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双脚完全而笑我残废时，我非常生气。但自我来到了先生这儿后，

我的怒气就全消了。这难道不是先生以他至善至美的德行消弭我的坏脾气于不知不觉之中

吗？我在先生门下已经十九年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个断了脚的人。现在你和我游

于‘形骸之内’，以德相交，但你却在‘形骸之外’，用外貌来衡量我，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子产听了，非常不安，面带愧色地连忙说道：“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述评】  在申徒嘉与子产的对话中，有关羿射的内容，实际上是用来比喻当时的刑纲

严密。意思是你我同居刑纲之中，谁能自信没有过失。至于那些没有遭受刑罚的百姓，只不

过是命运之偶然耳。 

 

 

人而无情 

——《庄子·德充符》 

惠子和庄子碰见了，又争论起来。 

惠子说：“人是无情的吗？” 

庄子回答说：“是的。” 

惠子又问：“人如果无情，怎么能称之为人呢？” 

庄子说：“大自然给了人容貌，老天爷给了人形体，既然如此，为何不能称之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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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坚持说：“既然称之为人，怎么会没有情呢？” 

庄子说：“你所认为的‘情’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说的无情，乃是说人不应以好恶

来损害自己的本性，而应该经常顺其自然，不违背本性，不人为地为养生而养生。” 

惠子反驳说：“不有意识地去养生，怎么能够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在呢？ 

庄子说：“大自然赋予人容貌，老天爷赋与人形体，所以千万不能以好恶来损害自己的

本性。你看看你现在，你正驰散你的心神、耗费你的精力，一天到晚与人争辩不休。要不然，

就无所事事，或倚在树下歌吟，或靠着几案休息，身体休息了，脑子却还不肯休息，还在瞎

想着什么。天既给了你形体，而你却不能忘情、不善养生，还在为自己能执‘坚白’之论、

巧言善辩而洋洋得意呢！真是可悲！” 

    【述评】  惠子与庄子的对话，谈论的是人之有情还是无情的问题。庄子主张“不以好

恶内伤其身”，批评的是纵情肆欲、劳神焦思以致于自戕性命、灭绝性灵。但假如人人都能

达到如庄子所说的“无情”之境界，那么这世上倒真少了不少纷争。然而，人人都成了无情

无欲的人，社会历史又如何发展呢？欲望、感情，引起人们的竞争，不就又推动了文明的前

进吗？关键还在于恰如其分地把握和驾驭情与欲，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以求得社会的和谐

与发展。 

 

 

尧游华地 

——《庄子·天地》 

有天，尧来到一个叫华的地方视察。华地的地方长官对尧说道：“啊！圣人，请接受我

的祝福。” 

这位长宫接着又说道：“祝福圣人长寿。” 

尧说：“不敢，谢绝了。” 

“祝福圣人富有。” 

“谢绝了。” 

“祝福圣人多子。” 

“谢绝了。” 

地方官对尧的回答感到很惊讶，便说：“长寿、富有、多子，这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的，

而你却不想要，这是为什么呢？” 

尧回答说：“多子，难保他们都能有事情做，整天为他们提心吊胆，自己便多一份恐惧；

富有，便招人妒忌，意想不到的祸事说不定就会在哪一天发生；长寿，人家就会讨厌你，靠

后辈奉养，难免会遭受凌辱。所以，长寿、富有、多子这三者，不适宜培养德性，我只能对

你的祝福谢绝了。” 

华地的地方长官听了尧的解释后，便反驳说：“起初，我以为你是圣人，现在看来，充

其量你也不过是个君子而已。上天既然创生万民，就必然会按其才能而授予职事，儿子多了，

他们能做的事情必然也多了，你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富有，不一人独占，而愿与人分享，这

哪里会有什么麻烦事来困扰呢？至于圣人，随遇而安，无心求福，如鸟儿在天空飞翔而无踪

迹留下。如果天下太平，便与众人同庆昌盛，如天下混乱，就独自闲居修德。高龄多寿，回

首往事对年轻时在世上干的一番事业已很满足，对人世间的俗务已完全解脱，心灵已无尘埃，

如随白云飘散，直达至高境界。那么，多惧、多事、多辱这三者绝不会来，自身也永不遭祸

害，哪里还有什么忧虑呢？” 

尧这时才恍然大悟。 

    【述评】  在对待贫富问题上，有人主张坚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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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君子的做法，而圣人则不然，“富而不骄，贫而无谄”，主张随遇而安、任其自然，不因

外部的富贵而影响内在的道德修养。富也好，贫也好，对圣人来说，如鸟儿飞行而终无踪迹。

尧在这次辩论中，仅是个君子而已，距圣人的标准还差得远呢。 

 

 

不存机心 

——《庄子·天地》 

孔子的弟子子贡往南到楚国游历，再回到晋国，经过汉阳，看见一个老人正在菜园子挖

一条地道，直到井中，然后抱着瓮头取水来灌溉，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成效很小。 

子贡就对老人说：“我这里有一种机械，用它一天可以灌溉一百畦田，跟你的取水方法

相比，事半而功倍。先生想不想试试？”灌园的老人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是什么东西，

竟有如此功效？” 

子贡说：“这是用木材做成的一种机械，它后重前轻，提水如同抽引，由于提水极为快

速，水好像是烧开了那样，翻滚四溅，这种机械叫桔槔。” 

老人霎时面露怒色，但仍笑着说：“我听我的老师说过，一有机械，必定就会有各种机

械方面，的杂务拥来，有了机械方面的杂事，就一定会存有机械方面的心事，即所谓机心。

机心一旦存于胸中，便不能保全心灵上的纯洁空明；心神不定，便不能载道。正由于这个原

因，所以，我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的好处，却始终不肯去做。”子贡听了，满面羞愧，低着

头，好半天也不出声。 

    【述评】  庄子在这里借灌园老人之口，申说为政者应当去掉“机心”，保持真朴。翻

检史书，这类有关“机心”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秦始皇日日“机心”、事事“机

心”结果弄得民不聊生，自己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汉之初，治国的皇帝清静无为，毫无机心，

结果是国富民强，汉柞也因之绵邈久长，史称“文景之治”。治国者固当如此，寻常百姓就

不是这样吗？整日里存有机心，处处想算计人家，到头来反害了自己。只有去机心、存清静，

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古人糟粕 

——《庄子·天道》 

有天，桓公在堂上读书，正读得津津有味，有个叫轮扁的工匠在堂下修斫车轮，听到桓

公的读书声，便放下锥子、凿子，走上前来，问桓公说：“请问您所读的是什么书？” 

桓公回答说：“是圣人之言。” 

轮扁又问：“写这本书的那个圣人还健在吗？” 

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便说：“那么您所读的，便是古人的糟粕了。” 

桓公勃然变色，说：“寡人读书，你作为工匠，怎么能随便议论，妄下断语？你有什么

理由说我读的是古人的糟粕？你若说得出道理就马马虎虎饶了你；如果说不出来，就判你藐

视君上的罪，立即处死。” 

轮扁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从我所从事的职业角度来观察、考虑问题。我修斫车轮的

时候，十分当心所斫轮孔尺寸的大小。如果轮孔凿大了，则轴装进去后就容易松脱；如果孔

凿小了，则轴就装不进去。这里面确实存有许多奥妙。我现在做这种事已是很熟练了，可说

是得心应手。但是如果要我说出所斫所应掌握的要诀来，我可讲不出来，真所谓只能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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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言传。我讲不出制轮的方法及要领给我儿子听，那我的儿子也就永远不能继承我的手艺。

所以，我现在已七十岁了，却连个传人也没有，只能自己亲自动手斫轮。可见，一个人的技

艺再高超，只要他这个人一死，也就随之消失了，是不可能全部留传下来的。由此及彼，那

么，您现在所读的书，只不过是古人偶尔留下来的糟粕而已，真正的精华早就随古人的消亡

而消亡了。” 

桓公无言以对。 

    【述评】  意在不言中”，真意往往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古人著的书，流传至今，中

间确有糟粕，然而精华亦在其中，否则“开卷有益”，岂不是成了一句骗人的空话吗？轮扁

虽然善辩，其实不过是诡辩。古人的许多智慧、知识的“精华”，有很多还是通过语言文字

流传了下来，不能用一句“不能言传”而将它们全部抹煞。 

 

 

曳尾之龟 

——《庄子·秋水》 

庄子隐居在山林，闲时常常在洑水边垂钓，修身养性，好不自在。 

有一天，楚王派遣两个大夫去见庄子，恭恭敬敬地对庄子说道：“我想用国内的政事来

劳累先生。” 

不说托付，而说劳累，足见楚王想请庄子出山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态度是何等的谦恭。 

这时庄子正专心致志地钓鱼，听了两个大夫的话后，鱼竿也没有放下，头也不回一回，

便答道：“我好像听说楚国有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大王郑重其事地把它盛在庙堂之

上。请问，如果设身处地为这个神龟考虑，它宁可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让人们来供奉尊敬呢？

还是愿意活着，自由自在地摇曳着尾巴在泥巴中爬滚呢？”两个大夫不假思索地回答：“好

死不如赖活，当然宁愿活着在泥巴中爬滚罗！” 

庄子立即下逐客令：“那么你们请便吧，我还是希望能像那活着的龟一般，摇曳着尾巴

在泥巴中爬滚。” 

    【述评】  古人认为：龟有神灵，所以常用龟壳来占卜吉凶、预测未来，然而，龟真愿

意刳骨留名、争取显贵于庙堂之上吗？还是宁肯全生远害、曳尾于泥巴之中呢？世人不悟，

但庄子却深深懂得其中的真谛。 

 

 

濠梁辩乐 

——《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在濠水边散步，信步来到一座桥下。庄子指着水中的游鱼对惠子说道：“你

看，那条鱼悠哉悠哉、摇头摆尾，多么从容，它一定十分的快乐！” 

惠子反驳说：“你又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那鱼很快乐呢？”庄子回答说：“你也不是我，

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很快乐呢？” 

惠子说：“就像你所说的，我本来就不是你，所以当然不知道你的心思；而你也绝不是

鱼，当然也就不知道鱼的快乐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庄子说：“别争了，还是把刚才我们争论的话题从头说起吧。你刚才说：‘你怎么知道鱼

是快乐的？’就表明了你已经知道了我是知道鱼是快乐的才来问我。至于我是什么时候知道

鱼是快乐的？我是刚才在濠水桥上知道的。” 

    【述评】  当一个人碰上伤心事时，会感到这世界是多么灰暗悲惨；而当他内心快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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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时，又会觉得这世上的一切又是多么的美好，庄子在濠水桥上散步，心情十分愉快，所以

推己及鱼，与鱼同乐。偏偏惠子一点也不理解庄子的快乐，和庄子玩起有关逻辑学上的游戏，

真是大煞风景。 

 

 

庄子妻死 

——《庄子·至乐》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 

这时，庄子正随便地蹲坐着，并敲打着瓦盆，唱着歌。惠子见了，忍不住责备庄子：“你

妻子一直和你相伴至今，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死了，这本是一件伤心的事，而你却显不出

一点悲伤的样子。你不哭也就算了，却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是太讨分了吗？” 

庄子回答说：“你说得一点也没道理。当她刚死的时候，我也十分伤心。可是再仔细想

想，觉得用不着这样。她起初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

体，而且还没有气息。慢慢地，恍若有，恍若无，在若有若无之间，变为气，气再变为形，

形再变成生命，现在，又变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

是很自然的事。她如今正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毫无痛苦。而我却在一旁哭哭啼啼，我认

为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不通晓生命的道理，但现在我懂了，所以我不哭了。” 

    【述评】  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没有什么两样，而乐生哀死也不过是同一回事。这自然

是哲人对生死的一种达观的看法，常人则做不到。若一个人的妻子去世，其夫君还在大跳迪

斯科、唱流行歌曲，置丧事而不顾，恐怕不被亲友们撕得粉碎才怪。其实，生老病死是一种

自然规律，人们从大自然来，再返归大自然，我们对待生命应有这种旷达的态度和观点。 

 

 

庄子借粮 

——《庄子·外物》 

庄周家境很是贫穷。 

有一天，家里实在无米可煮饭了，庄子不得已，只得去向监河侯借粮。 

监河侯说：“行。但我现在得到封地上去收赋税，等我回来后，我再借给你三百镒黄金，

好让你去买许多许多粮食，好不好？” 

庄子气愤地说：“你这种说法使我想起昨天一件事。” 

监河侯问：“什么事？” 

庄子说：“昨天，我在路上听见有个东西在喊救命。” 

监河侯很感兴趣，便追问道：“什么东西？” 

庄子说：“车辙里一条快要干死的鲋鱼(即鲫鱼)。 

我问它：‘为什么喊救命呀？’鲋鱼说：‘我是东海的波臣，快要渴死了，您能给一升水

救救我吗？’ 

我便说：‘行，我现在就到南边去拜访吴、越的大王，请他发放西江的大水来迎接您。

到时，别说吃水，还够您畅畅快快地游泳呢！好不好？’鲋鱼听了气愤地说：‘我失去了经

常相伴的水，才落到这样的险境。而今，我只要得到一升水就可以活命，而你却说这样不着

边际、空洞无实的话。等你从吴、越处回来后，就只能到干鱼市场上去找我了！’” 

监河侯听了，顿时面红耳赤，只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述评】  徒托空言、口惠而实不至，这是一班扮作善人的富人对待嗷嗷待哺的求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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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办法。庄子运用鲋鱼求援升水活命而不得的比喻，尖锐而辛辣地讽刺和揭穿了监河侯一

类富贵者假仁假义的丑恶嘴脸。这则故事对人们认识那些为富不仁的伪君子口头慷慨而行动

吝啬的本质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列子拒粟 

——《庄子·让王》 

列子贫穷困苦，生活艰难，常常面有饥色。有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郑国的相国子阳，说

道：“列御寇是有道之士，现在住在你的国内，却如此穷困，百姓知道了，都会说你不能礼

贤下士。” 

郑子阳听了，认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就派手下官吏送粮食去给列子。 

列子见到送粮给他的使者，再三辞谢，不肯受领。 

使者无奈，只得带着粮食向列子告辞而去。列子送完客刚一回到屋里，他的妻子便捶胸

顿足地埋怨道：“我曾听说过，有道人士的妻子儿女，都能生活得很安乐。然而，我们现在

的生活如何呢？面带饥色，困苦不堪。现在相国听了好心人的话，派人送粮给你，你却不肯

接受。难道，我们的命运就该如此贫穷吗？” 

列子笑着回答说：“相国派人送粮给我，并不是出于本意，其实他并不了解我，只是听

人家说了我的好话，才有此馈赠。将来，他也有可能轻信了别人对我的谗言，而加罪于我。

这就是我不肯接受的原因。” 

后来，老百姓果然造反，杀了子阳。 

    【述评】  子阳送粮给列子，不过是想图“礼贤下士”的虚名，并不是对列子真有什么

同情，更谈不上知遇之恩，列子对此十分清楚，试想，如果列子当时听了妻子的柱，接受了

赠粮，那么，后来百姓作乱，杀子阳时，必然也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列子如果死于此

难，那真是冤哉枉也！ 

 

 

曹商得车 

——《庄子·列御寇》 

宋国人曹商受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宋王送给他几乘马车。到了秦国，秦王又送给他一百

多乘马车。 

曹商回国后，得意洋洋地对庄子说：“嘿嘿，当年我住在穷街陋巷，织鞋度日，家里穷

得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人也弄得面黄肌瘦、羸弱不堪。但今天，我却凭藉着我出众的口才，

打动了万乘国君，受赠车马百乘，跻身于富贵阶层。” 

庄子听了笑笑说：“我听说秦王生病时让医生治疗，论功行赏，分等实施：吸脓吃疮的，

可得车马一乘；舌舔痔疮的，可得车马五乘。治的病愈肮脏，所得的车马就愈多。你大概是

为秦王做了比舔痔疮还下贱的事吧，不然怎么能得到那么多的车马呢？” 

曹商满面羞惭，讪讪离去。 

    【述评】  曹商久处困境，偶然凭藉如簧巧舌，竭尽对国君阿谀奉承之能事，而骤然获

得车马，跻身上流社会，本当稍作收敛、闭门，反省，孰知他竟恬不知耻，以此夸耀于庄子，

故而理所当然地遭致后者的嘲讽，庄子所谓治病越脏则所得越多，不只过是对曹商卑劣人格

的痛斥，也仿佛是古往今来一切靠卑贱手段发财致富者的漫画像，庄子才是一个伟大而幽默

的舌战家，岂是自诩口才出众的曹商之流可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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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语》 

何谓通达 

——《论语》 

子张问：“读书人要怎样做才叫通达？” 

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在政府职位上，一定要有名望；即使只做大夫的家臣。也要有一定的名望。” 

孔子反驳说：“不对！这是名望，不是通达。怎样才叫通达呢？”品质正直，做事合情

合理。善于分析别人的话语。善于观察别人的颜色，为人态度谦让，从不傲视别人，不居于

别人之上。这种人，在国家朝廷一定事事行得通，在大夫家臣的地位上也一定事事行得通。

至于名望，表面上似平爱好仁德，但实际上的行为却与爱好仁德背道而驰，自己以仁人自居

而不疑。这种人，在政府职位上一定能骗取到名望，在大夫家臣的地位上也必能骗取到一定

的名望。” 

    【述评】  子张与孔子在知识分子怎么样才算通达这一点上意见是相左的。子张认为通

达就是有名望，而孔子的看法却是深刻而全面的：有名望不等于通达。因为名望有真有假。

通达是因名望是果，唯有通达之人才能获得真名望；而那些以诈骗子段获取名望的人，实在

算不得通达，其名望也是虚假的。这可说是对读书人中那些沽名钓誉之徒的当头捧喝。 

 

 

名正言顺 

——《论语》 

子路说：“卫国君主正等着您去帮助他治理朝政。您若去首先做什么呢？” 

孔子说：“一定要纠正名分上的不当。” 

子路说：“您怎么如此迂腐？名分有什么端正的必要？” 

孔子说：“仲由，你真是粗野极了！作为君子，对他不知道的，只能存疑于心中，不能

动辄就武断骂人。名分不正，说活就不能顺理成章；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

成，国家的礼乐教化也就兴办不起来；礼乐教化兴办不起来，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

当，老百姓就会无章可循，弄得手足无措。因此，搞正好名分，说话就能顺理成章、极为顺

当，而顺当的活也一定可以行得通。所以。君子对于他自己的言语和措词，就要做到没有一

点苟且和马虎才是。” 

    【述评】  孔子一直是讲究正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千古名

言也完全适用于现代。无论说什么话，如果说话者名分不正、用词不当，其说话效果不但很

少，而且适得其反，听话的人不买他的账，他还办得成什么事呢？这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明

显。譬如实行民主制的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总统就是名分，如若副总统、国务卿以

“总统”名分说话，岂非上下乱套，不造他的反、罢他的官才怪哩。子路说孔子讲究正名是

“迂腐”，其实正暴露了他的粗鲁无知， 

 

 

萧墙之忧 

——《论语》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子路去见老师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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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冉求(冉有)，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上代国君曾绎授权颛臾主持东蒙山的

祭祀，而东蒙山正好在鲁国的疆域之中，这样看来，颛臾是鲁国的臣属，季氏有什么理由去

攻打它？” 

冉有说：“我俩都不同意季氏出兵攻伐颛臾，但季氏不听劝告，执意要出兵。” 

孔子斥责道：“冉求！周任有句话说：‘献出自己的全力，能做到的才去就职；如不能，

就不去做。’瞎子遇到危险，助手不去扶持；将要跌倒了，助手也不去搀扶，那要助手做什

么？而且你的话也不对，打个比方，老虎、犀牛从笼子里逃了出来，龟谷、美玉在匣子里毁

坏了，这是何人的过错呢？” 

冉有说：“颛臾的城墙很坚固，离季氏的封地费邑又很近，现在若不攻取下来，一定会

给后世子孙留下祸害。” 

孔子说：“冉求！君子最讨厌那些不说自己贪得无厌却寻找托辞骗人的人。我听说，无

论诸侯或是大夫，不担心贫穷只担心财富分配不平均，不担心人口稀少只担心境内不安宁。

因为财富分配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们团结和睦，便不觉得人口稀少；境内安宁，便没有倾

覆的危险。若能做到这般境地，而远方的人却还不归服，那么便修明仁义礼教使他们自动归

服；归服子，就得使他们安心。仲由(子路)、冉求啊，现在你们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

而你们也无法使他们自动来归，国家支离破碎，你们不能使之复合，却反而要在国内动用武

力。我非常担心季孙的忧患并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的宫廷内啊。” 

    【述评】  颛臾是鲁国的国中之国，冉有、子路要辅助季氏吞并它，这是符合鲁国统一

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孔子反对讨伐颛臾，这是站在复古的旧制度立场上说话。正如孔

子深刻指出的，季氏的主要忧患并不在于瑞叟，而是在宫廷，因为当时鲁哀公与季氏有深刻

的矛盾。再则，孔子的辩论方法是采用比喻，从浅入深，将冉有、子路明明帮助季氏谋攻颛

臾却又掩饰说是难以阻止季氏的伪善面目揭露出来，也是饶有兴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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