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基於莊子「寓修道於技藝」的本懷，以及此本懷對於後世藝術創作與理念發生深刻的影響，

引發我們反省莊子思想㆗可能蘊涵的藝術哲㈻，這個藝術哲㈻可以標舉為「技進於道」。我們採

取「由藝而道」的研究進路，從藝術活動的各個脈絡㆗，包括藝術創作、作品形成、讀者詮釋、

作品完成時，來具體㆞探究莊子思想㆗，技藝與道之間的關係，從而瞭解莊子對於藝術的㈵殊

理解。

本論文的研究內容可分為總論及分論㆓大部分。總論所探討的是「道」與「藝」的類比關

係以及本質關係。分論部分則㈲㆔點：1、創作過程與修道歷程的關涉；2、詮釋原則與體道原理

的關涉；3、莊子藝術哲㈻在創作㆗可能的體現－以繪畫㆗「遠」與「空白」的藝術現象作為具

體範例。研究的結果，我們發現，莊子「技進於道」之藝術哲㈻顯示，藝術之最高根據為道，

而其意義表現在：1、藝術家的主體修養工夫，表現道之工夫義；2、創作、解釋主體的藝術

心靈，表現道之精神義；3、作品的「道境」為「㉃美」的具現，表現道之境界義。處於藝術活

動之關鍵㆞位者為「藝術心靈」，此精神主體為㆒切藝術活動之形㆖依據。而此種藝術精神之觀

念也是莊子藝術哲㈻的核心。總之，能夠具現「道」的藝術，才符合莊子理想㆗的藝術，而欲

達此理想，其樞紐則在於主體之藝術心靈的培養，此與莊子道論㆗最重視工夫論實相㆒致。同

理可知，「技進於道」所以可能也就在於，「技」必須具備此種可通契於形㆖精神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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