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就莊子一書有關「夢」的觀點，討論其意涵與關涉的問題。相關的文獻，〈齊物論〉

和〈大宗師〉各兩章。討論方式是疏解原文，再將疏解所得作一綜論。全文共四章。

第一章說明〈齊物論〉「瞿鵲子問於長梧子」一段。此段「夢」字意涵是遞進的：第一層：

夢與覺相對，喻指吾人經驗的種種性質；第二層，以大夢標示整個經驗的「無實在意義」，由大

覺觀照而知；第三層再以夢象喻（1）大覺為語言表達的蛇足，及（2）相應於人心靈的大覺是愚

芚無知。以此遞進涵融的意涵，說明人心體道的狀態和「道」的部分特性，并由體道和夢的

比方，討論真理裁定的問題。

第二章，由一問題出發，以體會驗證的實踐性格為基點，探討「真人不夢與莊周夢蝶」論

述的表面衝突，能否得到調節？先討論不夢，使不夢與心齋聯絡，藉神與氣的說明，理出莊子

對人類心靈結構，和理想運作方式的看法；以此為基點，再討論不夢和夢蝶相容、或相牴時，

夢蝶的幾重意涵，說明「物我」的新關係，及如何了解此關係。

第三章，疏解〈大宗師〉「顏回問於仲尼」一章。論題是以「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為中心，說明生死問題及如何處理「知與情」。結論由氣與神說明本無生死。「本無生

死」，必須透過心靈鍛煉及提升自我境界，才能成辦；了解「本無生死」，則生命如夢之「非真

非假」――非真，故有形軀之變易；非假，才能鍛煉心靈，提升我境。

第四章，綜論。以四個問題為導引，綜合說明前三章疏解所得的意旨：

一、超越經驗意義的夢覺，如何能畫分、互通……（即莊子如何知道夢與覺的種種層次與

意涵？）

二、夢、不夢、生死等經驗，都與氣有關，氣在三者之間，關係如何？

三、第三章結論：「本無生死。」這與夢或不夢有何關係？

四、莊子最初了解上述生死、夢覺等的思惟方式為何？在吾人生命中，如何體會并實

際操作？

關於第四個問題，筆者以為莊子何以有如此思想深度；文章理脈何以如此鋪敘轉折？可以

說，完全建立在心靈的實際修煉程序，因名之為「無竟深觀」。觀，借用佛語，表慧，含體用

兩義；無竟，表心體之無窮，為莊子語。以「無竟深觀」讀莊子，可確認「深觀」是莊子思想與

文脈所深依；如此，便足以規畫、建立「深觀」理論。

夢所關聯的體道、真理裁定、不夢、物我關係、生死諸問題、透過氣與神加以說明，就只

是一個問題――心靈的狀態與自我境界。自我的最高境界，就莊子而言，是至人無己，或吾

喪我。這是本論文以夢入手，將莊子部分的分立觀念，予以通貫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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