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是我國第一部莊子思想研究的學術著作，對莊子的生平和成就進行了新的價值評估，

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歷時多年，對莊子的籍貫、鄉里進行了仔細的考證，探討了莊子的生平行歷和思想

淵源。指出老莊思想同源，均本之於周代形成的易學，但彼此不具傳承特徵。道家和儒家同根，

是道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回應。莊子對老子和孔子的評鑒相對客觀，由此可以看出《論

語》的避諱、溢美孔子的缺陷。莊子的三言的書寫方式具有邏輯性、創造性。他的藝術理念、

教育思想、認識世界的途徑、人生價值理想的表達，皆博大精深，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莊子

的樂生至人的理想和解決現實苦難的思考皆具有建設性和啟發性。莊子提出法治的概念，並詳

細地表達了他的法治主張。莊子對道的強化和重建具有實踐性，與老子的道家對周易的化解性

質不同，莊子建設了實踐道學的理論系統，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是作者已經出版的二十多部著作中感到特別珍惜的一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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