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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
!

///以#应帝王$为中心

张华勇

摘
!

要!庄子将治天下视为圣人之)余事+&#庄子!应帝王$通过对有虞氏的批判%道出

了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以天下人自治的方式藏天下于天下的政治观念&圣人将天下归

还给了天下%从而使得政治走出治乱循环的道路&同时为政者治理天下摆脱了以牺牲自

己身体为代价的困境%消解了政治的异化%从而自身从容有余&天下之物本所具有的自发

性与自觉性得以有机会脱离人的机制而面向天的机制%这也是其从为政者的)有心+统治

宰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从而能够自正其性命&由此%政治以统治的形态所展开的治理天

下的方式得以退隐%无为而治的政治之道在此开显&

关键词!庄子(政治哲学(无为而治(#应帝王$

庄子身处战国后期%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文化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内圣和外

王%并在#内篇$中对这两部分内容作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应帝王$一篇探讨了治天下的

政治智慧&在庄子看来%儒家所认可的最高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尧舜之道以及三代之治%分

别代表的是帝道和王道%而这一政治形态是潜伏着危机的&只有当我们追溯政治更为本

源的涵义时%政治生活的更高可能性才会得以呈现&庄子道出的圣人之治在批判以)帝

道+')王道+为典范的政教形态的同时%也指向了对最高政治形态的思考&正是庄子对儒

家树立为最高的政治典范的反思%使得政治开显了一种新的形态而将政治生活向上提%同

时人们的生活样式也有了一种新的可能&略观学界对#庄子$政治思想的探讨%似并未意

识到庄子#应帝王$一篇所蕴涵着的丰富的政治意味&本文试图以#应帝王$为中心%阐发

庄子对政治之道的思考&

一'对儒家)相濡以沫+政治观念的批判

庄子对政治的思考是以当时的儒家思想为背景的%儒家思想在庄子那个年代是社会

的主流文化之一&早期儒家以周公的治礼作乐为其行道的理想%进而形成了以帝道和王

道为代表的最高政治形态&虽然这两种政治典范在当时并未明言%但作为一种观念已经

为战国时期的人们所接受&这一点在#礼记*礼运$有关大同和小康的描述中明显地道出

了&其中关于大同的叙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

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载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222

年%第
&1%

#

&12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大同叙述了)天下为公+的政治及相应的生活形态%这一形态超越了作为伦理秩序核心的小家%试图

将家这一形态扩展到整个社会%把社会变成一个大的家庭&由此伦理亲情就不只是及于私人的家庭

范围%而是视天下人为一家之成员%这也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生活形式&小康的具体表述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

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

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

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聉者去%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小康则将)天下为公+的理想落实在了每一个家庭之中%以家作为)礼+具体展开的场所%家庭中的亲人是

)礼+最直接的相关者&人们的生活形式建基于家之上%周公制礼作乐也正是以家之伦理作为构建国家

统治的基础&以小康作为生活形式的周朝在经历了近
%""

年的历史之后最后仍然分崩离析%诸侯纷争

以致国不成国%家庭也不再成为维持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单位&庄子身处战国年代%不得不反思一个已存

在了极为长久的朝代依然面临瓦解的原因所在&在#庄子*应帝王$一篇中通过对国家政治之道的思考

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应帝王+的题意也就是回应以帝道和王道为中心的政治典范%进而思考政治生活

的其他路径&这两种政治典范在当时被视为包含了政治生活的所有可能性%以此作为构建国家秩序'实

现人们理想生活形式的政治形态&庄子并未否定这种帝王史观%而是追寻其更为初始的源头%为政治生

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庄子有关政治生活起点的思考首先表现在了对以)相濡以沫+为核心的儒家政治

观念的批判&

)相濡以沫+出自#庄子*大宗师$篇%原文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

江湖+

"

&两条处于干涸之泉的鱼相互吐沫稴气维持彼此的生命%庄子认为如此艰难地保护着对方%还

不如身处浩瀚的江湖各自畅游&成玄英疏曰!)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无复往还+%

)泊乎泉源旱涸%

"

鲔帕困苦%共处陆地%醰尾曝腮&于是吐沫相濡%稴气相湿%恩爱往来%更相亲附%比之

江湖%去之速矣&亦犹大道之世%物各逍遥&+

%吐沫相濡虽能表现彼此间的恩爱%但相比各自在江湖之

中自在地游泳%显然陆上的鱼受着更多的制约&可见%庄子以此为譬喻正是要指明以互亲互爱的人伦关

系作为维持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这一机制包含着更多的人为的设置%而忽视了个体自身独立存在的

优先性%或者说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建制%并未虑及存在于人之外的'高于人的天的机制&将

国家和社会的架构建立于一人一姓的私人意志%这导致的是社会的运行始终无法摆脱人的干预和设置%

个人的目的往往牵引着社会的发展%并暗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后果是个人权威的树立以及个人有能力

将自身的目的架于公众利益之上&无论这一目的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亦或是将平治天下作为其出发点%

并没有为个人的)各正性命+

&提供合适的境域%而这不只是使得公共领域无法成熟建立%处于失落的状

态%同时也会时时存在着以个人的意志扭曲正当的社会机制的情况&

庄子在#齐物论$一篇中也表达出了相同的担忧!)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 木处则惴栗恂惧%

?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蕕狙以为

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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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周易*彖传*乾$&其意是天下万物在乾道流行之中皆能正定自己的性命%而不假借外力来寻得自身的性命之质&乾之德

就是要引导事物走上与自身的性命之情相合的成己之路&原文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云!)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资始

之义&道体无形%自然使物开通%谓之为4道5&言乾卦之德%自然通物%故云4乾道5也&4变5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

4化5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

之别(命者人所秉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物之性命之所以能得以正定%是万物自化的结果&道体无形%贯通于天地之间%道生

物而不成物%天下之物在其中滋养生息%以成其自身的方式回应乾道的生生不息之德性&参见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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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勇!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

下之正色哉,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7+

!从人的机制来观察'衡量这

个世界%看到的是各种错位的景象%因此就有了是非善恶的分别%也就产生了除恶去非的欲望&王夫之

云!)居之所安%食之所甘%色之所悦%皆切于身而为自然之觉%非与仁义是非后起之分辨等&然且物各有

适而无定论%皆滑疑也&而况后起之知%随成心而以无有为有也,+

"

)物各有适+正指明了每一物处于自

身合适的境遇中能够)各适其适+%不以维持与他人投桃报李式'共呼吸共存在的社会关系来彰显其自身

的价值%而是个体以成就自身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原有的自然之性&)成心+的存在往往挤压了)各适其

适+的空间%而以其成见来统治天下的事物&此时的政治就退变成了一种以管理国家为目的的治理术%

其)政者%正也+

-#论语!颜渊$.

的政治所应具有的正当性并未呈现%政治也就成为了统治&政治原本具备

的促进存在者得以)各正性命+的那一积极作用无法得以施展%统治者的所为往往会通过各种规范和机

制将人们培养成社会中的一员%并非是一个具有不同个性的独特的个体&个体自己治理自己%个人以不

同的方式塑造自身的前提是为政者不以其所主导的统治来规范个体的发展%这样个人才有正其自己的

可能%从而个人自身成为一个责任主体%为自己的所为担责&为政者一味试图主导政治的运行%只能使

得本应由个人自身承担的责任归之于政府&而这些弊端正是以)相濡以沫+为起点的政治形态所暗藏着

的后果&王博在#庄子哲学$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它们以无相与的方式相与着%以无相为的方式相

为着&比起浓浓的爱%淡淡的水显然更让鱼们感到自在+

%

%在陆地上的鱼以相互关怀来体现对彼此的

爱意%还不如各自在水中自在地游泳%相对于人而言%自身主体的挺立和主体性的自觉应优先于以)相濡

以沫+为主的人伦关系&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第三十八

章.

当人们将礼义视为生活的最高意涵时%大道自然也就隐遁了&只有在人们的视线不再局限于这一人

伦关系之时%那种更高的可能性才会显露出来&

庄子在#应帝王$的开篇即对)相濡以沫+作出了回应%该篇以啮缺和蒲衣子的对话开始%进而引出了

)有虞氏+和)泰氏+两种不同的圣人形象!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

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

啮缺问道于蒲衣子%蒲衣子是舜的老师&成玄英疏曰!)蒲衣子%尧之贤人%年八岁%舜师之%让位不受%即

被衣子&+

'又曰!)蒲衣是方外之大贤%达忘言之至道%理无知而固久&+

(啮缺是体道不全者%以其自损而

求道&王倪是指王者的端倪%象征着王道&有虞氏指的是舜%其所代表的是帝道%)有虞氏%舜也&泰氏%

即太伏羲也+

)

&泰氏所体现的是比帝道更高的境界%吕惠卿解释道!)啮缺非道之全也%以其知之而问

也&王倪则王之端所自起也%故其所体也如此也&蒲衣则被衣也%衣被万物而不为主者%唯道为然%而蒲

又所以安之也&+

*蒲衣是)衣被万物+而不主宰万物%庄子在此通过啮缺和蒲衣子的对话质疑了以帝王

之道为典范的政治传统%同时又超出了这两者%提出以泰氏为代表的政治路径%从而超越了帝王之道&

蒲衣子之所以认为)有虞氏不及泰氏+%原因就在于)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

人+&有虞氏包藏仁义以得人%从而获得执政之基&)臧%善也&善于仁义%要求人心者也+

+

%其将得仁

义视为一种目的%既然提出了仁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对应地就有非仁%从而有了仁与非仁'是与非的分

别%进而导致人们纷纷追求仁%由此使得仁义成为了一种可追求的对象而外在化&陈少明指出!)以4非

人5和不4非人5来划分不同的层次%是反对以任何个人的爱好作为衡量他人是非的标准%要远离是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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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虞氏把)人+与)非人+对立看待%正是将)个人的爱好+当作社会的评价标准&他虽然为平治天

下而对百姓施以仁义%善待民众%同时又尽心尽力治理好天下%教化人们懂得仁义%然正是舜出于善心的

作为%将仁确立为了正面价值%由此埋下了后世大乱的根源&庄子云!)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

末存乎千世之后+

"

%尧'舜之时)仁+的出现导致后人竞相追逐%仁之名远过于仁之实&名与利相纠缠成

为大乱的根源&)相濡以沫+作为仁的具体表现也包含于这一根源中&庄子通过对)相濡以沫+的批判所

要指明的是)藏仁以要人+所代表的帝道的政治形态中包含着对仁义的筹划'经营之迹%崇尚仁'怀藏仁

从而达到聚合'笼络人心之效果&虽然这样的作为并非是为了自己%是为天下计%但存在着)用心为治+

的客观现象&

有虞氏的)藏仁以要人+的作为使得仁与不仁有了分辨%至此仁作为一种独特的道德品性而为人所

尊崇%于是人们出自主观的意愿区别了善和恶'美和丑%各种道德词汇的出现意味着名与实的关系就此

分裂%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

-#老子$第十七章.

在老子看来

最高的境界是事物的两面并不以对立双方的面貌出现%人们只是)默而行之+%没有对立双方的概念意

识%此时其行其言恰恰是最)真+的&当起了分辨之心%人们自然会去追求一般人所称誉的东西并以此为

荣耀%同时将此视为生活的目的%试图由此获益%经营'筹划之心也因之而起&释德清也说道!)有虞之不

济处%盖以仁为善%故有心以仁要结人心&+

&将仁视为善的%此时真就被掩盖起来%人们一心追求社会所

认可的那个善%极力让自己成为这一类型的人%为自己树立良好形象之类的想法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全

部&人们为保全名誉而奔波%竭尽全力成为社会所公认的善人%此时的名已经掩盖了实%也使得人们将

自己的生命异化于)名+之中%丧失了个体的自然之性命&庄子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7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

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人们殉身于各种名号')事业+%而遗忘了自身的自然本性&郭象注

云!)自三代以上%实有无为之迹%亦有为者所尚也%尚之则失其自然之素&故虽圣人有不得已%或以?夷

之事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7+

(三代以上%人们的生活是)无为之迹+%人们不刻意去分辨'崇尚某物'

某种价值&一旦人们有所崇尚%那么崇尚之事物就丧失了其本然之面目&另一方面%各种名号也有可能

是统治者为达统治之目的而树立的%以此改造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这些名义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组织'

动员民众的理由&庄子说道!)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

折礼乐%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统治者以规矩来规范引导人们的言行和思想%刘

凤苞云!)削其形则削其性+

*

%)曲为仁义之貌以徇人+

+

%在善德的名义下填充其所认可的内容%入侵异

化了民众的自然之德%以仁义之名为标准来要求社会中的每个人并以此来选拔各类人士%以此种措施作

为治理术来统治天下&这种出于一己之心的治理技术非但无法引导人们探寻'了解自己的本然之性%相

反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鼓励人们向外追名得利的制度%以此方式稳固自身的统治%并以仁义之名赢

得统治的正当性%而这正是完全是从人的视域出发'以人的机制来达到统治天下之物的目的&胡文英

云!)有人%则不能合于天+

,-.

%以人的机制主导天下秩序%恰恰是忽视了天的存在的表现%政治的另一种

向度消失了%从而自发的天的机制也就隐遁了&人们由)自适其适+从而)各适其适+的)正其自己+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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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老子指出最高的为政方式是百姓不知道统治者的存在%百姓以自发的活动形成社会秩序&圣人治天下而百姓)不知+圣人有

之%如此万物自发性的活动才有可能展开&老子认为获得百姓称誉的治理活动本身就已经是圣人之治的退化了%当百姓开始赞

颂为政者时%其实就已表明百姓自正其性命的活动受到了干扰&因此%王弼云!)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并作焉而不为

始+%万物在圣人之治下蓬勃发展%而不曾觉察到外部作用的存在&万物由此呈现自身本真的面貌&参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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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勇!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

路无法畅通%由此失去了通达)道+的可能性%人们极可能就成为了统治者所管理下的一个群体&可见庄

子对以)相濡以沫+为名而进行统治的批判切中了政治退化为一种治理术的要点之所在%而统治者恰是

以仁义来维持其治理现状的&

而泰氏是另一种圣人%这一路的圣人并非总是心系天下%为治理天下而心怀忧患&天下的安治并不

是依赖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治理的%个人的成己活动无法由他人来代替%因此只有当每个个体将自己视为

一个独特的创造者%而不是他人统治下的一员%个人才有可能去探寻自己的本然之性&此时的圣人所做

的并不是去积极地行使管理的权利%为治理天下而操劳奔波%尽心尽责去保护每个人%而是无心于天地

万物%甚至无心于自己&因此仁义与非仁非义就不再加以区分%仁义自身也就被消解了%)亡己之仁%不

求诸人%人自化之+

!

%没有了仁义之名%众人仍皆得以自化&事实上百姓的成就是他们自己的作为所结

之果%是他们自发自觉的所为%对于圣人而言并无任何功绩%也就是)无功'无名+%老子云!)功成事遂%百

姓皆谓我自然&+

"

-#老子$第十七章.

百姓所成之事%并不归功于某一圣人%相反%认为这些皆是自己之所

为&圣人不对百姓所做之事加以干预%不以仁义要求自己%那么仁义之意就不会宣扬于天下%百姓自然

也就不去追逐仁义之名&这一境况下的仁之名就暗含于仁之实之中%两者由此而不会分离&这样一来

人为的机心就不会出现%百姓以自己的力量成就了自身&圣人之所为就是构筑这样一种境域%使得百姓

)自正性命+在这一境域中得以发生&此时的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每个人都自得

其所%这一政治形态不但不会使得为政者伤性害身%也能够让百姓保生&当百姓忘记为政者的存在%为

政者也兼忘天下时%最高的政治形态的可能性才会出现%这一形态与)相濡以沫+相对%表述为)相忘于

江湖+&

二'圣人的为政方式及其表达的政治意蕴

圣人所认可的为政方式是)相忘于江湖+%这一方式的展开是以)无为+作为原则的&这里的圣人是

指无心于天下而天下大治的为政者%相对于庄子所批判的)藏仁以要人+的有虞氏而言%)其卧徐徐%其觉

于于+的泰氏就是这类圣人典范&)相忘于江湖+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为政者不以积极有为的方式参与到

个体)自正性命+的过程之中&个体通过不断地寻找适合于自身的道路%从而成就自身&这一探寻自己

自然之性的道路唯有依靠个人自身的活动才能得以展开&郭象云!)与其不足而相爱%岂若有余而相

忘&+

%若只能以相互依赖的方式才能彼此生存下去%那么个体自我认识'自我成长的活动必然会受到对

方的限制%自在自乐的空间也由此受到挤压&事实上万物不依赖于他者%依靠自身就能独立存在%褚伯

秀曰!)性命之源涸%处于人伪之陆%而稴濡以仁义之湿沫%不若相忘于道术之江湖&+

&如此自然之性命

才可以以事物自己的方式得以展开%避免外在的力量对事物自正性命的活动的干扰和入侵是圣人政治

活动的中心内容&郭象则以)有余+一词道出圣人治理天下的方式&)有余+表明每一物顺其自性而为%

为政者不费功夫天下依然安治&在这一治理天下的方式中%为政者能够从通常繁重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从而得以安顿自己的生命%不因天下之治理迫使自己忽视了作为存在之根本的身体&

庄子在#让王$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为政治国的原则&他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

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

'圣人将治理天下视为余事%反

观帝王竭尽心力所成就之功业只是试图以一己之意代替众意%虽心系天下%始终为之操劳%然其治理天

下的方式恰恰剥夺了事物自正性命的可能性%天下之物无法以顺其自性的方式安顿自身&因而%老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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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这一句表达了百姓各成其事%各得其乐的原因不在外部%而是皆发端于自身&个人依照自身独特的道路而得其所是%这是极

自然的事&所谓)自然+就是其源头不可捉摸%万物是依其自性去为%因而也就无须一个外在者对此加以指导和规范&王弼曰!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亲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

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这也是泰氏安顿天下的方式&参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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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第四十八章.

)有事+则意味着统治者对天下之物

的积极干预&帝王以天下的安宁作为统治的目的%但其治理的方式入侵了百姓的自然性命%以人为的形

式将百姓的生活及成己的过程按照为政者自己所认可的方式进行%这一出自主观意愿的动机并不能让

天下之物各得逍遥%只是成为被统治的一员&事实上这一治理天下的模式对为政者而言也是不利的%为

治理天下而忙碌操劳%损害了身心&林希逸云!)危身弃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

!

%将自身陷于

因心忧天下而无视自身的自然本性%生命由此而处于异化之中%不能)完身养生+&)完身养生+意味着个

人的身心达到协调一致的状态%两者都处于本然的位置%精神不再是一味地向外驰骋%而是将注意力收

回到了自身之中%重点是凸显了个体自身的重要性&身体不再只是为精神所驱使%而是回到其本然的状

态%精神上的从容首先表现在身心的相互协调&庄子的这一倾向表达出了每个人的精神首先是自足的

观念%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个人就不应轻易将自己所认可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各种方式试图让人们接受%因

为人们对自身本性的认识只有依照自己独有的方式才能得以认识%不去)破坏天地万物自然本真的天

性+%人们才可能)依其自然真性去生活+

"

&

在庄子看来%将治天下当作)余事+%以余心'余情治国才是圣人的作为%这也正是庄子所要表述的为

政者治天下的中心思想&其实质内涵指向的是治理天下的无为原则%圣人的无为才可能使得百姓自正'

自治&#应帝王$中庄子借无名人之言道出治天下的原则!)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

焉%而天下治矣&+

%天下大治而百姓并不知为政者的存在%圣人治天下而不居天下%其所为只是顺物自

然%物之成就自身只是其内在本性的自然显露%因此百姓丝毫未曾觉察到圣人的存在&王夫之云!)澹

心'漠气以忘其生%无益损于生而生不伤(澹心'漠气以顺乎物%无益损于物而物不害(一也&唯才全而德

不形%不悦生而恶死%可以养生%即可以养民&谓生死之在我%则贼其生(谓民之生死在我%则贼其民&以

心使气%盛气加人%鄙人之焉也&大公者%无我而已&唯无生而后可以无我%故乘莽妙之鸟而天下治&+

&

顺乎物则物不害%这正是圣人之所为%顺乎物的自性%天下之物依其自身而各不相害%为政者也不防害物

之自正性命的活动%物依本性自然而成为一物&唯有当圣人将治天下视为余事%其私心私意才不会融于

其间%以无我的大公者形象寄身于天下之中&)藏仁以要人+是私意的表现%)以己出经式义度人+也是私

意'

%虽然这样的私意不是为了一己之利%但其试图出自一己之意愿谋划天下之治理的主观机心依然存

在着%结果就可能害生害物%)贼其民+%)盛气加人+&这也正是庄子提出)圣人无名+的原因&圣人治天

下是为营建一种万物能够自生自成的境域%如此一来天下之物成其自身的同时也并未觉察圣人之存在%

谓其)自然+而成%圣人也没有获得任何名声&这一治理天下的方式也称为)明王之治+%庄子云!)明王之

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

%物

自乐自喜而不见圣人之踪迹&每个人生活在其中都各得其性分%如此居于天地之间而得逍遥%这些是天

下之物)自化+的结果&陈鼓应在#庄子浅说$一书中论述庄子)不道之道+一语的含义时也表达了类似的

看法)

&当为政者要为天下奔走呼号时%所表现出的形象自然会获得巨大的名声%庄子云!)自虞氏招仁

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而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7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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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勇!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

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

%以殉身而得各种不同的事业%所伤的不只是一己之性%也是他人之

性&以余心'余情治理天下%将治天下视为)余事+%自然就不会以身殉天下&不将治天下视为以身殉之

的事业%身心由此而解放出来%回到其本位%身心作为本己的一部分而得到关注%如此一来天下也回归到

了其自然的境况%天下之物皆可自正自化&

三')藏天下于天下+的理想政治形态

那么%由圣人之治所构建的政治形态是怎么样的呢, 天下在圣人那里又是如何安顿的, 圣人治天

下并不是将天下视为一己之物%其治天下的方式只不过是还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让天下按自身的方式运

行和展开%由此天下之物才可能自正自化&天下若属于一个人的%成为一人之所有物%这样治天下的方

式就只会以统治的形态展开%以一人的意志支配天下之物%天下就会成为可为人所占有之物而引起各种

纷争&

圣人之治则以无为的方式将天下归还给天下自身&事实上当天下之物得以以自身的方式居于天地

之间时%天下也就不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而成为天下人之天下&这一政治形态基于的正是庄子所表述

的无为原则%庄子云!)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

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

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无为之治%不只是安为

政者自身的性命之情%同时也安放了百姓的性命之情&王叔岷云!)有为%则不足以尽其有为%66唯无

为也%而后各安其性命之情+

%

%天下之物能够各安其性命之情%虽无为%天下依然大治&老子曰!)为无

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三章.

为政者无为%万物才可能有为&让天下于天下人的为政者%必然就不再怀

有占据天下为一己之物的想法%因此其内心也自然豁达而有余%贵一己之身的同时也会贵天下人之身&

当为政者)解其五藏+')擢其聪明+%竭力治理天下%精神奔驰%如此弃身而就物%其身无法自安%天下人之

身又如何安, 因此%郭象曰!)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

刑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极%而天下自宾也&+

&无为的结果是天下之物自为自宾%其性命皆得其所

安&可见圣人治理天下只是让天下自行治理%不以天下自居%亦无取于天下&圣人以贵爱其身的方式使

得自身不参与到天下自身的运行之中%陆树芝云!)能贵爱其身者%为天下而不至以身殉天下%天下亦可

寄托于其身%以安性命之情矣&+

'贵爱其身者%能够不以身殉天下%自然也使得天下以其自身的方式运

行%而)万物同此天机%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

(

%任天下之物自作自息%从而每一物才能得以自安&

#周易*系辞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所表述的正是圣人任万物自生自化的治理天下的

方式%在庄子那里则以)无为+表达而出&庄子所思考的政治生活的最高形态蕴含于)藏天下于天下+一

语之中%这也是圣人之治的天下所呈现的具体面貌&庄子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7 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

*天下如何避

免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变为一人之财产%如庄子所说以)藏天下于天下+的方式使得天下归于天下%实

)乃不藏之藏&不藏之藏%自无所失+

+

%当天下为天下人所有%如此天下就不会为人所窃&此时生活于

其间的人们各适其适%各得其所%圣人居于其中同样也游刃有余%其得逍遥%百姓皆得逍遥&圣人恰以无

为之治%不自居天下%天下不治而治%其视治天下为余事&释德清云!)与道为一%浑然大化而不分%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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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于无形+

!

%由此治天下而无所成名&天下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安于天下之中"

%其实也就是万物自

己安顿自己%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于其间%而人为的方式进行的统治让位于百姓的自正自化&

四'结
!

语

在庄子看来%要想天下不为人所窃的方法是)天下为公+%当为政者为统治天下采取各种治理措施之

时%必然会试图将个体纳入自己所设定的规范之中%如此一来个体自正其性命的活动也就无法顺畅展

开&个体自身作为创造者所具有的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自然之本性也不能得以呈现%这样的天下是

不能既长且久的&唯有为政者以天下归于天下的方式化裁治理%)藏天下于天下+%此时天下之人得以自

己治理自己%各得其所%寄身于天地之间&那些以对天下的支配和占有为目的的统治实质上只是一种治

理术%治理的技巧而已%真正的政治是要思考个人生活方式的更高可能性这一问题&还天下于天下%其

所采取的治理天下的方式是给予每一物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展开自身的可能性%为这一)自正性

命+的过程顺畅进行提供空间及场域&将天下视为一获利品%可以由一人之手转让给另一人的治理方

式%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了统治这一层面&庄子云!)唯无以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也&+

%不将天下视为己

有的人%也就会将治天下当作自己整个生命活动的)余事+%同时自身处于余心'余情之中&在此境域中%

天下之物自治自化%与为政者相忘于江湖%从而使得为政者不以治理天下牺牲自己本有的情性&以治理

术为主导的统治此时才会退隐下去%真正的政治之道才得以彰显&

!!

.46@AJ():6:9>)/K

=

):9>6:(4(?3@8>4

C

LM8

5

J@:)(5(

=

@

F

!

///

J@)(;8)+)

A

@)O*/

=

2*H$/

=

-#应帝王$.

M-$/

=

P1$

E

4/

=

-

=-.D)b)+:;8/+>

P

.

!"#$%&'$

!

J.-D)

A

QS-/;;/8-<+)

A

>.;,@8<FD/>.;/D

A

;

5

/

)

/+F;<+);@\O-/+);//

+

#H

P

(8+>+(+S+)

A

Z@-Z-[.++)O*/

=

2*

H$/

=

-#庄子*应帝王$.

\8@CK-1$/

=

,J1

%

.;

E

8@

E

@/;F>.;

E

@<+>+(D<+F;D>.D>>.;,@8<FO;<@)

A

/>@>.;

E

;@

E

<;@\>.;

,@8<F

%

D)F>.;,@8<F/.@-<FO;.+FF;)+)+>/;<\+)D)D->@)@C@-/,D

P

#Q.;/D

A

;<;D:;/>.;,@8<F>@+>/;<\>@

E

8;:;)>>.;

E

@<+>+(D<(.D@/(

P

(<;#B@<+>+(+D)/(D)8-<;;D/+<

P

,+>.@->>.;;K

E

;)/;@\>.;+8@,)O@F

P

%

D)FD:@+F>.;

E

@<+>+(D<D<+;)D>+@)D>>.;

/DC;>+C;#Q.+)

A

/+)>.;,@8<F.D:;>.;+8@,)/

E

@)>D);+>

P

D)F(@)/(+@-/);//

%

,.+(.

A

+:;>.;C@

EE

@8>-)+>

P

>@>D*;>.;

.;D:;)<

P

D

EE

8@D(.+)/>;DF@\>.;,@8<F<

P

@);#Q.+/+/D</@>.;

E

8@(;//@\O8;D*+)

A

>.8@-

A

.>.;F@C+)D>+@)@\8-<+)

A

E

-8

E

@/;<

P

%

D)F<+O;8D>+)

A

>.;

E

@<+>+(+D)

5

@,)<+\;#Q.-/>.;

E

@<+>+(D<,D

P

@\

A

@:;8)D)(;8;>8;D>/

%

D)F>.;C;>.@F@\

A

@:;8)+)

A

,+>.@->+)>;8:;)>+@)8;:;D</#

()

*

+,%-#

!

(.-D)

A

>S-

(

E

@<+>+(D<

E

.+<@/@

E

.

P

(

A

@:;8),+>.@->+)>;8:;)>+@)

%

O*/

=

2*H$/

=

-#应帝王$.

!#

作者地址!张华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50

&

9CD+<

!

S.

E

0025

$

!0&#(@C

&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II750"""0

.

!#

责任编辑!涂文迁

$

*

01

*

!

"

%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2

年%第
!!2

页&

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云!)藏天下于天下%言藏天下之物于天下之大情%斯物无所得遁矣+%所谓)天下之大情+就是由天下之

物自发形成的秩序%这一秩序的形成恰是因圣人任万物自我生长%圣人对天下不加治理%而居于天下之中的每一物皆自生自成%

那么作为整体的天下秩序自然就可见&圣人通过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而营建了万物自正性命的境域%如此一来天下之构成就在

于生长于这一境域之中的每一物皆可依其自然之本性成为自身&参见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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