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首先論述歷代、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時期對《莊子》一書注釋校勘，以及對其

哲學、文學和「三言」研究的情況。指出對《莊子》文體、特別是「三言」作全面系統深

入的研究，迄今還是莊學研究領域的薄弱環節。本文以《莊子》整個文本為對象，對「三言」

進行分類考察，從實際出發，努力還原其在文學史上的本來面目。

本文二、三、四章分別對《莊子》「寓言」、「重言」和「卮言」 展開全面研究。論述「寓

言」淵源、《莊子》「寓言」概況，並在全面分析《莊子》「寓言」具象性的基礎上，歸納其形

態特徵，以及與其他諸子寓言的不同。對《莊子》「重言」、「卮言」研究，都分別考辨其概念，

探討其淵源，並通過全面歸類分析，總結其話語形態特徵。

本文在結論中，概述《莊子》散文「三言」形態上的共性與差異性，表達上的靈活自由

特點，進而論述「三言」體制的影響和「三言」文體對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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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是陳德福君的博士論文。德福君入學之後，確立博士論文的選題是

「《莊子》散文文體研究」。這是一個有相當大的難度的選題。其所以有相當

大的難度，一是有關《莊子》散文的研究已經有很多成果，要有創新不容易；

二是就文體來說，涵蓋的面還是比較寬的，要下紮實的功夫。考慮再三，德

福君還是迎難而上，確立了這個選題。 

《莊子》散文中的「三言」，即「寓言」、「重言」和「卮言」。《莊子·寓

言》篇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天下》篇說：「以

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都可以說明《莊子》作者將「三

言」當作全書文體的體例來看的。所以，王夫之以《寓言》篇與《天下》篇

「為全書之序例。」主要是就「三言」而言的。但是，正如德福君在緒論裏

所列舉的，前人對於「三言」的研究成果，包括郭象、成玄英等人的解釋，

總有未盡人意處。梳理前人「三言」研究的成果，並從文體學的角度進行進

一步的探索，這正是陳德福論文所做的工作。 

關於「寓言」，論文從「寓言」語義溯源入手，在對《莊子》「寓言」的

概況和界定的基礎上，著重論析了「寓言」的具象性，認為「寓言」的形象

來源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對神話材料的改造利用，二是對畸人形象進行寫意

性勾勒，三是對普通人的深情關注，四是對動物題材的創造性開拓，五是對

抽象名詞進行擬人化處理。這比前人對於《莊子》寓言形象的構成溯源更深

入了一步。作者還分析了「寓言」形態的差異，有萌芽式、發展式、成熟式，

揭示了「寓言」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亦為言前人所未言者。 

關於「重言」，論文也考辨了「重言」的語義，認為「重」當讀如「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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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重、藉重、倚重之義；「重言」為藉重先哲時賢之言或托先哲時賢之言。

並從先秦文化典籍中論證其說不誤。作者考辨了《莊子》之「重言」所藉重

的人物，有傳說人物，歷代君臣；有道家人物，其中老子幾乎總是作為正面

的形象出現；有儒家人物，孔子或作為道的權威、闡釋者，或作為道的追求

者、學習者，或作為嘲笑的對象，或作為儒家思想的闡釋者；還有虛擬的入

道人物。這五個方面的歸納，甚為全面。論文還對「重言」的形態特徵進行

概括，提出「重言」或巧設語境以增強形象感染力，或開門見山，直起對話，

且對話內容有體道傾向，辭藻優美富於文采。這些，亦不失為一得之見。 

關於「卮言」，論文同樣從「卮言」的語義界定考辨入手，提出「卮言」

作為一種話語方式，是對前人話語方式的繼承、改造和發展；《周易》中已有 

「卮言」源頭；《老子》中大量議論性的文字，帶有「卮言」性質。同時「卮

言」還受到《論語》語錄體話語方式的影響。此不失為新見。而《莊子》中

的「卮言」，首先是《莊子》中的議論，長短不拘，不待安排，是莊子思想的

自然流露；其次是有關莊子自身的故事，反映了莊子的哲學、政治思想。這

些看法，較之前人，更深入一步。作者把「卮言」分為「議論體」和「語錄

體」，並分別論述其特徵，正是從前面的考證而得出的進行分類的合理依據。 

在論文的結論部分，作者對「三言」的共性和差異性以及表達、體制方

面的特點也進行了總結，亦言之有理，時有新見。論文作者對《莊子》及有

關著作進行了全面的細讀，立論有紮實的文獻依據。既賡續前賢之成果，亦

認真深入剖析原著，披沙揀金，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來，是為可貴。 

德福君是一邊工作，一邊攻讀博士學位的。他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又擔

負著行政工作，職業性質使他一直處於繁忙之中。他能按時如期地完成博士

論文，是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的。德福君為人踏實敦厚，真誠熱情。幾年來，

其工作和學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令人高興。 

謹為之序。 

 

福建師範大學   郭 丹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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