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企圖融合理性的思辨與感性的體悟，是一種嘗試連結中文、哲學、心理與宗教的跨

領域研究。

從結構而言，本文涉及了《莊子》體道思想及其書寫表達方式、冥契主義（即 Mysticism，

又譯為神祕主義）、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理論。集體潛意識理論認為所有人類從古至今共同具有一

超越時空的潛在意識，此集體潛意識得以做為冥契主義的理論基礎，而冥契主義旨在探究天人

合一的體驗內涵，《莊子》的體道思想亦屬冥契主義的一種。因此，研究集體潛意識理論，將有

助於我們對於《莊子》體道智慧的當代理解。

提出新的《莊子》體道思想研究方法，亦是本論文的研究目標。冥契主義除了得以做為

《莊子》體道思想的基礎理論外，心理學進路的冥契主義研究，亦有助於我們調整研究《莊子》

體道思想的方法策略，心理學進路擅長從冥契語言的分析中，掌握言說者完整的冥契體道歷程，

據此重新檢視並解構傳統《莊子》三言的語言表達模式，將得以發展出一種針對《莊子》體道

思想的當代研究模式。

本論文旨在探究《莊子》體道思想所能引發的當代實踐意義，亦即呼應於當代意義治療、

哲學諮商與人文臨床的發展脈絡，期許《莊子》能跨越歷史文化的時空限制，而為當代人們帶

來更豐厚的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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