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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庄子作为战国时代伟大的哲学家,面对险恶的社会现实为疾苦的百姓提供了明哲保身的

救世之道———庄子的处世哲学。 《人间世》就是集中探讨人如何在社会中相处和生活的哲学论文。
本文通过解读《人间世》来分析和探究庄子“心斋”、“顺物无己”和“无用之大用”的处世之道。 庄子

的处世之道,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

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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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浪漫情怀、生命体验和

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 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

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庄子一生贫寒,无欲无

求,更具有视千金如粪土、弃相位若弊履的傲骨,宁
愿做在污水中快乐游玩的泥鳅也“不为有国者所羁”
的洒脱,更有亲人离去临尸而歌、妙解生死、漫画人

生的旷达与幽默。 在政治黑暗、诸侯纷争的战国中

期,他对于昏君乱象以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
而对于苦难中的平民百姓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所以

作为一位哲学家,他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世人提供

了一种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
“杂篇”三个部分,内篇中的《人间世》最集中表现庄

子的处世之道。 庄子的作品想象奇特,语言瑰丽,文
章汪洋恣肆,思想渊博深厚,有如山水画,飘逸洒脱,
更如香醇的淡茶,值得细细品味和解读。 纵观庄子

哲学思想,里面充满了畅快淋漓的批判,潇洒达观的

处世之方,顺其自然的和谐之道,使人赞叹和向往。
本文通过解读内篇《人间世》,来体味庄子处世哲学

中“心斋” 的玄妙,“顺物无己” 的巧妙,“无用之大

用”的奥妙,以及“一生死”的奇妙。

一

　 　
 

诠释庄子的处世哲学,必须先了解庄子其人与

庄子所处之世。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

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周尝为蒙漆园吏,与

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

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十馀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

之。”大意是说庄子是蒙人,据考证此地处于宋国国

都商丘附近,因此庄子是宋国人。 庄子名周,庄子在

《知北游》中道:“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

也。”也许是其对于自己名字的特地解释。 庄子继承

和发展老子的学说,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所著

《庄子》一书三十三篇,六万五千多字,分内篇、外篇

和杂篇三部分。 庄子的写作风格洋洋洒洒,不拘一

格,但是其思想统一,以寓言为主,可能是为了规避

当时君主政权的打压限制,所以引用言辞晦涩的寓

言来表达其思想。 庄子一生除了做过漆园吏之外,
没有做过别的官。

庄子所处的时代是前 369 年———前 286 年,其
间正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宋康王在位之时,
《吕氏春秋·淫辞》记载:“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

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

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
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

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暴君当道,民不

聊生,对此庄子只能说“当今之世,免于刑焉”。 春秋

时代,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而
统治者却荒淫无道,残酷压榨百姓,阶级对立异常严

重。 战争使得奴隶大量逃亡,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

度正在形成,庄周就生活在封建社会初步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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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社会的变动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变动和活

跃,各种思想派别应运而生,形成了学术史上诸子百

家的繁盛时代。 面对政治黑暗、诸侯纷争的人间世,
庄子对于昏君乱象以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对
于苦难中的平民百姓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同情。 因

此,作为一位哲学家,庄子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为生活

在夹缝中的世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

二

　 　 庄子处世哲学的核心是“心斋”,这一方法是通

过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表达出来的,《人间世》开篇先

讲述了颜回适卫的故事。 颜回听说卫国君主无道,
秉着“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的救世思想去

匡扶卫国、治乱救民。 庄子借孔子之口否定了颜回,
陈述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统治者相处的艰难。 他认

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道德的丧失是由于好名,
智慧的外漏是由于好争,这种汲汲进世的作为必定

是争名夺利的行为,即使自己不与他人争夺,但未必

会被人理解,必定会招来祸患。 而且勉强以自己的

仁义规范来规劝暴君,属于“以人恶有其美”,用暴君

的缺点来凸显自己的美德,这不就是在害人吗,害人

者必反而害之。 况且卫国君主必定会钻空子施展他

的巧辩,那样面对君主的权威,你就会卑恭屈从于暴

君,就等于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了。 颜回说他将内

心诚直,做到“与天为徒” “与人为徒” “与古为徒”。
也就是说“与天为徒”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这样

世人会称我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孩子,也就是与自然同

类;“与人为徒”,外表恭顺,秉承做人臣的礼节,这样

别人也不会指责我;“与古为徒”,用古人的教训来规

劝君主的过失,这样语言直率些也不会招来祸患。 孔

子认为这样做还是不足以感化卫君,达到济世的效

果,于是提出了与暴君相处的处世哲学———“心斋”。
首先,“心斋”就是心灵所做的斋戒,斋戒掉所有

的东西,使心灵呈现虚静空灵的状态,再也没有任何

东西。 在人间世中我们最难斋戒掉的就是对于功名

的欲望,特别是儒家告诫我们要舍身求义,功名是我

们体现人生价值最首要的选择,所以我们很难摆脱

那些外在功名的诱惑。 但是这些功名利禄等身外之

物,堆积成了厚厚的隔膜遮蔽住了我们本来纯真虚

静的心灵,使它被沉重的形体所拖累,而无法逍遥

自在地追求本真的自我。 庄子在《逍遥游》中就已

经告诫我们“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那
个肩上一直扛着自己的肩吾,由于放不下自己,放
不下是非、功名等成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

事物当然不会理解悠然自得的神人之境。 如果我

们放下那些是是非非、功名成就,突破人世间的任

何阻隔,就会活的坦坦荡荡逍遥自在,同庄子笔下

的至人、神人、圣人一同凌虚蹈空,放浪形骸遨游于

“无何有之乡” 。
其次,“心斋”要有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 当我

们放下了对功名的执着,放下了是是非非的欲望,真
正地使心灵虚静空明了,我们也就不会再与他人攀

比、争夺。 《庄子》 外篇中有一则“纪渻子为王养斗

鸡”的寓言,纪渻子给周宣王养斗鸡,十日后问鸡可

以斗吗? 纪渻子回答说不可以,正虚浮骄矜,自恃意

气呢;又过十天,纪渻子认为鸡还是不能斗,因为它

听到鸡的声音,看到鸡的影子还是有反应;再过十日

还是不能斗,目光还是锐利,心气还是旺盛;又过了

十日,鸡已经呆若木鸡,别的鸡看见它转身就走,再
也没有能够与它争斗的鸡了。 也就是做到了老子所

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可见纪渻

子养斗鸡的方法就是让鸡的心气和斗志不断地虚

化,使它的内心凝定无争,也就达到了“心斋”的入道

境界,当它与世无争,别的鸡也就不敢与它争斗。 这

种虚化对于我们人来说,就是要对现实生活中的一

切外在功力价值以及个人的情感意志不断地剔除和

超越,拥有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保持内心的虚静、
纯洁、恬淡和自然。 当我们都拥有了这样的心境,在
现实生活中不争、不斗,世界也就拥有了和平。

最后,“心斋”是一种空明的入道境界,把它运用

到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庄子理想化、极致化的说

法。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人世间中,我们先要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再去试图影响熏陶别人的心境。 当我

们的心灵虚静恬淡了,谨记自己最初的本心,在与人

交往时才不会丧失自己的原则,在压抑的社会现实

中保持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天真。

三

　 　 顺物无己是庄子处世之道的又一方面。 首先,
应该先理解顺物无己中“无己” 的含义。 这个“无

己”也就是在对待万事万物的时候不要掺杂自己的

是非成见,不要将自以为是的知识、看法强加到其他

的事物上,因顺自然,让万事万物呈现他的本来面

貌。 庄子教我们要“听之以气” 而不能“听之以耳”
和“听之以心”。 因为“气”是虚的,流通的,“听之以

气”我们就可以不掺杂欲望、偏见和坚持,可以不和

他物发生冲突“虚而待物”,和天地万物通为一体。
而“听之以耳”和“听之以心”都会掺杂个人的偏见、
知识和坚持,对于人来说,只有某些声音和事物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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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和顺心的,有一些则是不入耳、不顺心的,这样就

会产生分别、有了冲突和隔膜。 青原惟信禅师的参

禅语道:“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

水,几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山不是山,水不

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

水。” [1]这一点南禅宗的思想精髓与庄子的思想有异

曲同工之妙。 在第一境中,我是“听之以耳”,物我是

分离的,我站在世界的对面看世界;第二境中,我是

“听之以心”,物是在我眼中的,看物就掺杂了我的知

识和成见,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第三境中,我是

“听之以气”,做到了“无己” 的观物,山水不是知识

性的存在,而是纯然自在的存在,就是山水本身。 真

正的做到“无己”就是放下我们的成见,不要用自己

的有色眼光看待事物,要看到纯然自在存在着的事

物本身,剔除了我们强加到其他事物上的看法,还原

事物的本来状态,真正地了解事物的所思所想,因顺

自然,因地制宜的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

事物本身,更好地与之和谐相处。 不管是物是人,我
们与之相处,关键要放下成见,坦诚相见。

庄子告诫我们在与人相处时,因顺自然,多考虑

些别人的需求,顺应对方的本性,不要师心自用将自

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最后使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我
们不如顺其自然,静观水流花落,春去春来,以超然

的心态对待世事沧桑,既不强人所难,也不颠倒是

非,这样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归入永恒的境地。 但是,
“顺物无己”并非是一种退让或者妥协,它只是要求

我们在为人处世时能够尊重万事万物,任凭花落花

开、潮涨潮落,万事万物能够在自己本真的轨道上有

条不紊地运行着,一切都“安之若命”。 在庄子看来,
“命运”是人生中的一大“戒律”,我们很难和命运抗

争,但它也是天成的规律;从来没有不会终止的喜

剧,也从来没有不会扭转的悲剧;松开手,反倒会拥

有一整片天空。 温柔和顺的对待命运,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不管是艰难险阻还是皆大欢喜,一切都会过

去的,只要你内心宽容平和,再顽劣的命运也会屈

服。 但是要以一己之意强加于万物发展变化的规

律,即使是出于善意,也可能事与愿违,这就是庄子

所说的“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

四

　 　 庄子还多次用树来形象的表达自己“无用之用”
的处世之道,在《人间世》中有一棵商之丘的大树,它
的树枝弯弯曲曲的不能做栋梁,枝干的木纹旋散不

能做棺材,它的枝叶舔一下就烂嘴巴,闻一下就会狂

醉三天不醒,子綦评论说:“此果不才之木也,以至于

此其大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还有一棵砾社树,
它的木质无用,做成船会沉,做成棺材会腐烂,做成

器具会折毁,做成门窗会流污浆,做成房屋的柱子会

被虫子咬噬,所以逃过了被砍伐的命运,得以保存下

来长得特别高大粗壮,成为了人们祭祀社神、观赏的

社树。 这些树都是因为自己本身的“无用”而得以终

年,所以不要小看“无用”,更不要因为“无用”而自

责痛苦或者抱怨气馁,“无用”必然有它的大用。 上

天一定是公平的,他没有赐予你能巧的双手,华丽的

外表,但他却给与了你安逸的人生。
当我们得志的时候,以儒家的信念汲汲进取;但

当怀才不遇时,庄子哲学就成了我们自我理解的精

神依托。 庄子“无用之大用”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甚至拯救了一大批文人墨客。 柳宗元在受到贬谪的

时候,不仅没有想到死,还苦中作乐,写出《天对》来

解答屈原的疑问,怀才不遇的贾谊,苦闷至极时也曾

想到死,但是想到庄子的思想,反而不理解屈原式的

自杀了。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写道:“道家信念

的确立为中国文人自我解脱提供了依据,它冲淡了

中国士人对儒家信念的责任感,使他们再不会因思

无所依而自杀。” [2]

其实,“无用之大用”的处世哲学并不是真正的

平庸无能,一无是处,而是处于“有用”与“无用”之

间,也就是庄子所说的“缘督以为经”。 庄子在《山

木》篇中讲了山木与家雁的寓言。 庄子与弟子看到

一棵枝繁叶茂,硕大无比的山木说:“此木以不材得

终其天年”,然后来到故人家,故人要杀家雁来款待庄

子,竖子问家雁一只能鸣叫,一只不能鸣叫,要杀哪一

只,故人说杀不能鸣叫的那只。 所以在复杂多变的人

间世中,我们要明哲保身时,可以像山木一样“不材”
得以终年,但是这种一味的逃避,也不是长久之计,没
有一技之长也会像不会鸣叫的家雁一样被杀掉。 所

以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要让自己有一技之长,
在“材”与“不材”之间转换变通,最终打通“有无之

间”的界限,让心灵消融在万物之中,从心灵深处打破

各种界限和分别,让思想不受限制,自由翱翔。

五

　 　
 

庄子处世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淡定

从容地面对纷纷扰扰的人间世,尤其是他“一生死”
妙解人生的豁达情怀。 庄子对于生死是这样认为

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意思是,死生

就像日夜交替一样都是自然规律,是我们不能过分

强求的事情。 如果一味地留恋生命而畏惧死亡,必
然会带来精神痛苦,遭受“遁天之刑”。 我们应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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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生死,顺应自然,从人生的困束中解脱出来。 就像

庄子在面对亲人的离去时,不是痛苦悲伤不能自拔,
他选择了临时而歌坦然的面对生死。 对于生死庄子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庄子眼中死亡并不是一件坏

事,他抚慰了我们对待死亡的恐惧。 在《大宗师》中

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者也。”必须明确在

庄子思想中,不会悦生恶死,但他也绝不会轻生。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惟命是从。 阴阳于人,不翅于

父母。”(《大宗师》)我们淡定坦然地接受死亡就像

是儿女对父母惟命是从一样听从大地母亲的安排,
在大地母亲没有安排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

自寻短见。 庄子在评价老聃这一生时,“适来,夫子

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就是这样的一生,正当该他

来时,老聃应运而生;正当该他去时,老聃顺势而死。
因此,在“大载”没有“息我以死”之前,说明我们还

有生的意义,还有未完成的人生价值,就绝对不能够

轻生,况且轻生是没有听从大地母亲的安排,这样是

不可取的。 庄子能够如此淡定从容地面对生死,真
的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慰藉了我们受伤的

心灵,抚慰了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 庄子用其视死

如归的心态拥有了笑对生死的情怀,人生如梦的心

境让他拥有了洞察生死的感悟。 面对生死尚且能够

如此淡定从容,在面对纷纷扰扰的人间世时更应该

做到淡定从容。 如果连死亡都不怕了,那么人世间

的烦恼、忧愁和艰难困苦还算什么,一切都能够淡定

从容地面对,顺应自然地发展,一切都不必强求,该
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决不强求,

坦然淡定地面对一切艰难困苦,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竭尽全力解决困难,什么都不是问题。

六

　 　 时过境迁,庄子的时代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

庄子与众不同的哲学思想一直流传至今,可谓影响

深远。 在当今社会,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巨大的生

活压力,我们的精神家园不知道如何安放。 庄子哲

学注重精神修养,对于我们丰富精神,解放心灵具有

重要的意义。 透过庄子的处世哲学,仍然还有很多

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吸收的精髓。 当然,我们不能忽

视庄子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因为,当今社会,不允许

我们做自由意志和解放心灵的精神贵族,还是应该

要做敢作敢为、自强不息的时代英雄。 但庄子哲学

是我们疲惫困顿时的精神凉茶,有庄子一样的逍遥

心态、顺应自然、善待自己、宽带他人的处世哲学,在
当今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下我们才能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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