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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 庄子 �接受论

    刘海涛  谢  谦

[摘要 ] �庄子�一书,历代阐释者众多, 蔚为壮观, 今人名曰 !庄学∀。本文研究明代 !庄学∀,主要考察

�庄子�一书在明代的传播, 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 明初至中期,程朱理学独尊, �庄子�被视为异端,几

无学者问津。第二期, 正德嘉靖时期, 王学勃兴,老庄重新引起读书人的兴趣,甚至将老庄语引入科举

时文, 评点�庄子�,以儒解�庄�,蔚成风气。第三期, 晚明至明亡后, 对�庄子�的接受, 呈现出多样化的

状态, 儒道互补,三教合一,最后则成为遗民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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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正德前对 �庄子�的排斥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 推尊程朱理学,

!立教著政, 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

令。∀ [ 1]
科举取士, 以 ��四书 � !五经 ∀命题, 以程、

朱等理学家的阐释为标准。这一制度, 造成儒林

对程朱理学独尊的风气,如 �明史∃儒林传 �说,明

初诸儒, !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

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 守儒先之正

传,无敢改错。∀
[ 2] ( P� 7222)

把学术视野仅仅局限于宋

代理学家的著述, !濓、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

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 舍此而他学

则非矣。∀ [ 3] ( P� 767 )
如此一来, 诸儒对 �庄子 �一书,

或弃之不顾,或虽有涉猎, 亦多持批驳的态度。被

称为明朝一代道统之开端的曹端, !学务躬行实

践,而以静存为要 ∀, 其倡明绝学, 对一切浮屠、巫

觋、风水、时日之说均予以排斥。在 �太极图说述

解序�中, 曹端曾批驳庄子对于 !道 ∀的理解: !孔

子而后,论太极者皆似以气言。老子 %道生一, 而

后乃生二 & , 庄子师之, 曰: %道在太极之先。&曰

%一 & ,曰 %太极 & , 皆指作天地人三者, 气形已具而

浑沦未判之名。道为一之母,在太极之先, 而不知

道即太极,太极即道。∀[ 4] ( P�15) !道在太极之先∀,是
庄子的观念, �庄子 ∃大宗师�云: !夫道∋∋神鬼

神帝, 生天生地, 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 在六极之

下而不为深。∀而曹端认为 !道即太极,太极即道∀,
而不认同 !太极 ∀之先还有一个 !道 ∀的存在,如庄

子所说。曹端是以理来解释太极, !太极, 理之别

名耳。天道之气, 实理所为; 理学之源, 实天所

出。∀
[ 4] ( P� 14)

而庄子却以气来解释太极, 自无极而

太极,当然成为曹端所批驳的对象了。

�明儒学案 �首列的吴与弼亦劝人读儒家经典

之书,其在 �上严亲书 �云: !所读书宜只以小学、

�四书 �为急,次及诸经本文,其子史杂书切未可轻

读。男少有所得, 浑在小学、�四书 �、�语略�、�近

思录 �、�言行录 �。于此数书, 茍无所深得,则他书

易坏心术,其害非浅鲜也。∀[ 6]
黄宗羲论及吴与弼

时曾说: !先生∋ ∋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

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

远之言绝口不 道。学者 依之, 真 可途辙 可

偱。∀ [ 5] ( P� 16) !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正可见儒者

的严谨及对老庄等排斥。吴与弼的弟子胡居仁更

是恪守朱子,不踰尺寸。 !其人品端谨, 学问笃实,

与河津薛瑄相类。∀ [ 7] ( P� 1)
胡居仁虽恪宗朱熹之学,

却批评朱熹为道家之书作注, !谓朱子注 �参同

契�、�阴符经�, 皆不作可也。∀ [ 2 ] ( P� 7232 )
胡居仁之所

以批评朱熹注 �参同契 �、�阴符经 �, 在于他视佛、
老之学为异端, !惟恐其或陷溺人心, 变乱士

习。∀ [ 7] ( P� 2)
其于庄子的 !自然 ∀、!无为 ∀之论多有

微辞,如胡居仁曾说道: !庄周所谓自然,非循乎理

之自然,乃一切弃而不管, 任其自然, 所以旷荡不

法,礼乐刑政皆无所用, 反谓 %圣人不死, 大盗不

息 & , 欲%剖斗折衡, 使民不争。& ∀ [ 7] ( P�65)
在胡居仁

看来,天理是最高的准则, 是非的标准, 人只有顺

乎天理, !出于至诚之心、至实之理, 行其所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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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所勉强、私意造作 ∀, 这样才可称为 !自然 ∀、

!无为∀,而庄子的 !弃灭礼法, 付之自然, 冲漠虚

静 ∀无疑是叛道之举, 因此要 !深辩详辟∀。明初诸

儒中, 对�庄子�涉猎较多是被称为北学的代表薛

瑄,其于 !子史百家, 靡不淹贯 ∀[ 8] ( P�35)
。然而薛瑄

作为大儒, 其立身之处当然仍在儒家之学, !讲论

经书, 穷究义理, 自一身一心推之至于万事万物,

然后约之以归于一。∋ ∋究竟至极, 尤邃于性理

之学。∀[ 8] ( P�35)
因此在薛瑄眼里, 如薛瑄曾说: !庄

子曰: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 易以道阴阳, 春秋以

道名分。& 先儒谓 %庄子是大秀才。& 观此可

见。∀ [ 3] ( P�662 )
此处先儒即是朱熹。但在薛瑄眼里,

�庄子�毕竟是异端: !老子、庄子不述前圣之言,自

为新奇之说,所以为异端也。∀ [ 3] ( P� 767 )

明初诸儒中,即或有赞庄子者, 如被 �明史 �推

为 !一代文臣之首 ∀的宋濂,也主要是欣赏其文辞:

!其文辞汪洋凌厉,若乘日月, 骑风云,下上星辰而

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 [ 9] ( P�415)
对其思想,则

基本持否定态度: !然所见过高, 虽圣帝经天纬地

之大业, 曾不满其一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

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 苟闻

之,则其损过就中, 岂在轲之下哉? 呜呼! 周不足

语此也。∀ [ 9 ] ( P� 415 - 416)
甚至认为, �庄子 �一书若流

传于世,会危及国家的存亡: !不幸其书盛传,世之

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借口, 遂至礼义陵

迟,彝伦斁败, 卒踣人之家国, 不亦悲夫! ∀ [ 9 ] ( P� 416 )

宋濂是道统的坚定维护者, 认为 !立言不能正民

极、经国制、树彛伦、建大义者, 皆不足谓之文

也。∀ [ 9] ( P�269 )
按照这种观念, �庄子 �之文, 都在屏

斥之列。

虽然,也有文人迷恋庄子, 如贝琼叙樗隐先

生, !终日杜门谢客, 坐木榻, 读 �南华 �内外篇 ∀

(贝琼 �文集 ∃ 樗隐先生传 � ) , 刘嵩自谓: !手把

�南华经 �,闲来看 �秋水 �∀ (刘嵩 �槎翁诗集 ∃题

延真陈炼师东庭四时词之三 � ) ,但这不过是边缘

文人的闲情逸志, 而非学术主流。 �庄子�是学术

界的冷门, 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了正德、嘉靖时

期。沈津在 �百家类纂凡例总叙 �里所叙求学经
历,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津幼而失恃, 盖颛然蒙也。先君子膝而授之

经,颇了大义。比长, 稍习艺文, 暇则偷取百家书

读之, 若有契会者。先君子偶见之, 恚曰: 儿只取

�六经�、�语 �、�孟 �读之足矣。独奈何泛览 �庄�、

�老�、�淮南 �诸书,以乱心目乎? 已乃徐诲之曰:

!学非博之难, 而约为贵也。诸家书诚各有理, 要

在读之者掸精抉微, 总之不诡于圣人,固六经之翊

也。不然者, 弊竭精神, 犹为徒博, 岂善读诸子者

乎。津受命而退。∀
[ 12 ] ( P� 296 )

沈津嘉靖中官含山县教谕, 所编辑的 �百家类

纂�, 刊印于隆庆元年。他早年因偷读诸子之书而

遭其父斥责,这也是正德以前, �庄子�被社会排斥
的一个缩影。

二、正德、嘉靖以儒解 �庄 �

正德、嘉靖时期, �庄子�的接受出现了转机,

士林转变了此前对�庄子 �的批判、冷落的态度, 开

始重新评定�庄子 �, 接受 �庄子 �。随着王学的兴

起,程朱理学受到挑战, 学术风气也逐渐发生变

化, !盖自弘治、正德之际, 天下之士厌常喜新, 风

气之变已有所自来, 而文成以绝世之资, 倡其新

说,鼓动海内。∀[ 13] ( P�1421)
文成,即指王守仁。其实,

明代的学术风气, 从陈献章就开始了新变, !学术
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 2] ( P�7222)

陈献章的

心学,受老庄影响颇深。王守仁早年也出入释老,

其思想也深受庄子的影响。正是由于学术的转

变,给明代 �庄子 �的接受带来了转机。正、嘉时期

注�庄子�之作虽然数量有限, 但毕竟一改此前的

冷落局面。除严灵峰 �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 �所
著录的数种之外,尚有多次重刻的宋林希逸的 �三

子口义�。而明正德十三年戊寅 ( 1518)贾咏铜活

字印本的 �庄子鬳斋口义 �十卷附 �释音 �一卷 (
,

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明刊本 �庄子�注书。

正德、嘉靖时期对�庄子�的接受, 经历了一个

由依附前人成果到独立阐释的过程。依附前人的

成果,即内容上多承袭前人, 如高允叔的 �郭子翼

庄�一书即摘录郭象的注而成。高允叔认为 !晋郭

象注 �庄子 �, 人言 �庄子 �注郭象, 妙处果然。

∋∋其言真足羽翼庄氏而独行天地间。∀[ 14] ( P�1)
所

以 !择其元之又元者,为八十一章 ∀。[ 14] ( P�1 )
方鹏的

�庄子摘抄 � (在 �六子摘抄�内 )虽然现已亡佚, 但

从其题为 !摘抄∀来看, 亦应是摘录汇集而成的著

述。杨慎的 �庄子阙误 �, 焦竑编在 �升庵外集 �,

与�道藏�本及焦竑的 �庄子翼 �所附录的题为陈
景元撰的 �阙误 �相对校, 只多音注一部分,其余皆

相同。明人独立阐释 �庄子 �之作, 始于随手所作

札记,如杨慎的 �庄子解�, 说明嘉靖初期 �庄子 �
已经引起士大夫的注意, 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阅读

范围。从杨慎的�庄子解 �来看, 他不再简单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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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视为异端,而是试图将庄子纳入儒门, 打通

儒道, 如认为 !庄子语暗合中庸 ∀ [ 15] ( P�23)
, !庄生之

言亦孔门家法也∀ [ 15 ] ( P� 7)
。嘉靖后期, 则出现了明

人全面阐释 �庄子 �的注书。目前所见明人第一部
�庄子 �注书, 就是刻印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 1560)的朱得之的 �庄子通义 �。基于三教同道的

观念, 朱得之认为 �庄子 �之书与儒家 �诗 �、�书�
是 !其异者, 辞也; 不异者, 道也 ∀。[ 16] ( P�181)

也同样

将 �庄子 �纳入儒门。朱得之 �庄子通义 �附录了

宋褚伯秀的 �义海纂微 �, !先是宋咸淳间钱塘道士
褚伯秀尝作 �义海纂微 �,未行于世, 王潼录其遗稿

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于每段之下, 先列 �通义 �,

次及�义海�。∀ [ 17] ( P�1256)
朱得之这种先列 �通义 �,

后附宋人�义海 �的做法, 也表明明人已摆脱前人

的窠臼,以自己之见来批注 �庄子�。朱得之�庄子

通义�非常关注 �庄子 �一书的词章,朱得之曾说:

!修词立其诚,学问之全功也。褚氏以前诸解多主

立诚。今�通义�略兼修词者,盖欲习词章者, 知反

于性道,理学性者,知谨于词气。庶乎先哲启后之

心,而后世爱而传之之物也。∀ [ 16 ] ( P� 184)
虽然南宋林

希逸、刘辰翁等人曾 !以文论 �庄� ∀, 但将 !修词立

其诚∀推举到 !学问之全功 ∀的地位上, 这在 �庄
子 �接受史上是未曾有过的。而且此时明人更是

突显了 �庄子 �词章之 !奇 ∀。如杨慎说: !昔人谓

郭象注 �庄子 �, 乃�庄子�注郭象耳。盖其襟怀笔
力略不相下。今观其注, 时出俊语, 与郑玄之注

�檀弓�亦同而异也。洪容斋尝录 �檀弓注 �之奇

者于随笔, 予爱郭注之奇亦复录于此。∀ [ 15] ( P�4)
评

论 �庄子 �文法、章法、句法以及用字之奇, 是明嘉

靖直至明未对 �庄子 �接受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而

这也是与明中期学风的转变密切相关的。

三、隆庆至崇祯对 �庄子�多样性地接受

正、嘉时期, �庄子 �虽已被正面接受,但也只

是为少数士大夫所关注, 注书的数量也有限。而

隆庆至崇祯末年, �庄子 �则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同,上至权相重臣、内阁学士, 下至县令、教谕, 道

士、僧人、居士、隐士、书坊商贾, 各色人等, 讲论、

品评, 解�庄 �注 �庄 �,一共留下了二百余种著书,

这也形成了明代庄学史上长达数十年的兴盛局

面。隆庆至崇祯末 �庄子 �的接受是顺着正、嘉时

所开创收的两条道路行进的, 一是 !以文解

�庄�∀, 即剖析 �庄子 �句法、章法、文法的特征,突

显 �庄子 �之 !奇 ∀, 这是为科举服务的 �庄子 �品

评,而这 !尚奇∀的倾向也使明代庄学走上了搜奇

猎艳的歧途, 我们只能认定其为虚假的繁荣。另

一途则是对此种学风的反思, 并在这种反思中, 开

辟出另一条接受 �庄子 �的道路, 那就是回归到义

理阐释的道路上来, 而这形成了明代庄学真正的

兴盛。

�庄子 �品评中逐渐形成的搜奇猎艳之风, 实

起自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潘之恒在为

臞鹤悦公的�道德颂 �所作的序言中曾说: !嘉、万

间,三大师比间长干, 而老庄盛行于世。先是历

下、娄东、谼中诸公, 皆以著作显竞, 搜奇猎艳于漆

园,而三大师独标名理, 所称雪浪恩公、臞鹤悦公、

湛怀义公。∀ [ 18]
历下、娄东、谼中诸公即是李攀龙、

王世贞、汪道昆等人。潘之恒的这句话表明明代

庄学真正的兴盛, 首先得力于丛林内的僧众们对

�庄子 �义理的阐发。雪浪洪恩等人的 �庄子 �著

述现在已无从寻觅, 但据严灵峰 �周秦汉魏诸子知

见书目�中记载,晚明僧人注�庄�著述还有释性通

的�南华发覆 �、释如愚的 �庄子旦暮解 �、释通润

的�漆园逸响�、释正诲的 �庄子注释�以及憨山德

清的 �庄子内篇解�。同时与这些高僧交往密切的

居士也有大量的 �庄子 �著述, 诸如焦竑的 �庄子

翼�、李贽的 �庄子内篇解 �、陶望龄的 �庄子解 �、

袁宏道的�广庄 �,袁中道的 �导庄 �、杨起元的 �南
华经品节 �等等, 僧众与居士们多以佛解 �庄 �, 甚

至佛化庄子。正是由于佛教对整个晚明社会有着

巨大的影响力,晚明注�庄 �多参杂佛理, 即使道士

陆西星的 �南华真经副墨 �也多以佛入庄。当然佛

门内也有标新立异之作,释性通虽身为僧人, 但其

并不认同憨山德清等人的以佛化庄, 其 �南华发

覆�则以�庄 �解 �庄�,成为丛林的异响。

隆庆以后,除上述以佛解 �庄 �之作外,士大夫

亦有以儒解 �庄 �者, 如沈一贯的 �庄子通 �、叶秉
敬的 �庄子膏盲 �等。沈一贯在 �庄子通序 �中说:

!庄子本渊源孔氏之门, 而洸洋自恣于方外者流

∋∋余以其五万六千集余参而五之, 以畅其说, 虽

不中庸,远乎哉? ∀ [ 19 ] ( P� 2)
而陈以宁蹶于科场而游

于方外, 以性命之学注疏 �道德 �、�南华 �。邹忠

允在 �南华真经注疏序 �中述其以丹经参破 �庄

子�之路时云: !数载以来, 复圭时潜心 �南华 �。

癸酉秦春, 顿悟其为丹经之祖, 鲲鱼即丹经之水

虎,鹏鸟即丹经之火龙。二语参破,一部�南华 �莫

不迎刃而解矣。∀ [ 20] ( P�1)
程以宁在 �南华真经注疏

传神集后序�中也自云: !夫 %南 &者,火也; %华 &亦

火之精神也。此南华在天为太阴晦壬朔癸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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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人为真经期前期后之火候。庄老题为 %南华

真经 &者,所以点破流戊,就已取坎填离之妙窍耳!

非得天仙之口诀者, 安能知之。∀ [ 20] ( P�773)
除了大量

以各种理路自解 �庄子 �的著述外,此期更是出现

了大量的集释、荟解之作。如郭良翰的�南华经荟
解 �、潘基庆的�南华经集解 �、焦竑的 �庄子翼 �等

等。这些本子辑各家之说, 保留了大量的前人论

�庄�之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样是集释、荟

解之作,其中亦是良莠不齐, 较优者, 如郭良翰的

�南华经荟解�, 辑 �庄子注 �二十家, 又附有诸家

音义, 荟集百家之精华,如郭良翰自己所云: !诸家
各有玄解,羽翼 �南华 �, 葺孤腋荟为千金, 碎琼枝

皆成寸宝矣。∀ [ 21] ( P� 26 )
而粗劣者,由于选者本人的

学力不足,往往只是杂采诸家之论,而无法将其义

理融为一体。

随着晚明庄学的日益兴盛, 明人开始自觉地

全面品评历代庄学, 出现了具有 !庄学史∀性质的
著述。品评前代庄学,虽古已有之,但陈治安刊于

崇祯五年的 �南华真经本义�附录卷二至卷八, 汇

集了历代评庄言论, 又加以已评, 上至战国, 经西

汉、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唐、南唐、五代、宋、南

宋、辽、金、元,直至皇朝 (明朝 ) ,堪称中国第一部

庄学史著作。

四、明遗民对 �庄子�的接受

明王朝在经历天崩地裂的巨变后, 于崇祯十

七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然而思想史的变化并没

有因为改朝换代而骤然转轨。明人对�庄子 �的接
受也并没有明朝的灭亡而戛然而止, 反而在这一

个特殊的环境中, �庄子 �成为乱世中明遗民思想

的寄托。大批遗民怀着故国之思, 将 �庄子�视为
哀世之书,或闭门著述, 不问世事; 或奔走行事,以

图恢复。如着有 �庄子释�的董汝煌, �乌程县志�

本传称 !喜施予,家虽落, 犹好义不衰。汝煌县学

生。甲申后闭户著书。∀ [ 22] �歙县志 ∃汪益亨传�

称汪益亨: !少负才名, 与汪扶光、江文石、江联季

友善, 甲申后诸人各成其志, 益亨南走闽粤, 归老

金陵,号钟山逋客。手录书径尺, 着有 �南华注 �、

诗文各种。∀ [ 23]
虽然此时的�庄子 �著述多已亡佚,

但从觉浪道盛的 �庄子提正 �、方以智的 �药地炮
庄 �、钱澄之的 �庄屈合诂 �、屈大均的 �读庄子 �、

俍亭凈挺的 �漆园指通 �、王夫子的 �庄子解 �以及

方以智 �药地炮庄 �中所保存的诸人的作品, 如凌

沧虚的、薛正平、陈丹衷、曹心易、王宣、金堡、萧士

玮、方孔照等人的 �庄子解 �, 吴观我的 �庄子正

语�、佚名的 �庄子弋说 �、闲翁的 �庄子漫衍 �、萧

伯升的�庄子漫衍较 �等等, 我们还是可以一窥明

遗民通过论�庄 �所展示的心路历程。

遗民论�庄 �, !庄子定位论 ∀是其中一个中心

议题
)
。其中觉浪道盛的 !托孤说 ∀、方以智、钱澄

之的 ! �庄�、�易 �合论 ∀、屈大均等人的 !庄屈合一

论∀、俍亭静挺的 !释家别传说 ∀、王夫之的 !自立

一宗说∀是最有代表性有观点。此时众遗民之所

以均以 !庄子定位 ∀为论题, 在于身处异代衰世的

遗民们与庄子求得了人格上的认同; 而论题各不

相同,又在于遗民是 !各遇其所遇 ∀,如 �四库全书

总目 �评方以智的 �药地炮庄�时云 !是编乃所作

庄子解, ∋ ∋以庄子之说为药, 而以解为药之炮,

故曰 �炮庄 �。大旨诠以佛理, 借滉洋恣肆之谈以

自摅其意,盖有托而言。非�庄子 �当如是解, 亦非

以智所见真谓 �庄子 �当如是解也。∀ [ 17] ( P�1256)
方以

智所托,即是借论�庄 �聊慰遗民之心愿了。因此,

这些论题展现了明遗民的气节与学术精神,而遗

民论 �庄�也使得明未清初的庄学笼罩在特有的悲

愤色彩之中。

明代 �庄子 �的接受是 �庄子 �接受史上一个
重要的阶段, 然而又是一个不为学界所重视的阶

段。透过明代那些数量繁多, 但质量良莠不齐的

�庄子 �著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明代 �庄子 �接
受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可以辨析出到明代庄学的

兴盛与虚假的繁荣, 更可以感悟到明人倾注在 �庄

子�著述中的那份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这些对我

们全面地了解明代�庄子 �的接受应该是有所裨益
的。

注释:

∗ 严灵峰先生认为张位的�南华标略 �一书,成书年代是 !公

元至一五三八年 ∀。 (严灵峰, �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 �,北京:中

华书局, 1993年, 122页。)汤显祖�玉茗堂全集 �卷一 �张洪阳相公

七十寿序 (代 ) �中称: !今上御历之三十一春王正月之元旬, 是为

洪张老先生诞辰也。∀ (存集 181# 6页 ) !今上御暦之三十一 ∀,应

是万历三十一年,此年张位七十岁,可此可推知张位生年为 1525

年,而严灵峰先生认为其�南华标略 �成书 !至公元 1538年 ∀,此时

张位仅十三岁。因此严灵峰先生的推断值得怀疑。据张位科第及

服官来考察,此书大多在万历间或万历后完成。

( �藏园群书经眼录 �著录�三子鬳斋口义 �十四卷云: !后有

正德戊寅南京国子监司业弋阳汪伟跋, 言临颍祭酒贾公藏善偶诸

生胡旻有活字印,因命摹之,以代抄写云云。∀ !按:据此,知三子口

义正德时有胡旻活字本,印行者为贾祭酒。顾活字本生平不特未

见,亦所未闻,目录记载均不之及,故着于此,以待访求。沅叔。∀

(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 �第三册子部 894页, 北京: 中华书

局。)而贾咏 ( 1464# 1547)字鸣和, 号南坞,河南临颍人。此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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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待访之书。

+ 可参见刘海涛�丛林论 <庄 >与明代学风 �一文, 见�海南

大学学报 �, 2008年第 3期。

)可参见谢明阳�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 �一书,台北:台湾

大学出版社委员会,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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