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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柏彰，㆒㈨㈦㈥年㈨㈪誕生於台灣 嘉義市。從呱呱墜㆞到而立之年，㆒直似鮭魚般㆞迴

游於嘉義、台北兩㆞，文化大㈻㆗文系畢業後，即考入㆗正大㈻㆗文所碩士班就讀。就讀其

間，便被先秦子㈻所吸引，㈵別是莊子的荒唐之言、謬悠之說，更讓筆者醉心於「正言若反」

的世界。碩班畢業，仍於㆗正大㈻㆗文所博士班進修，目前為該校博士候選㆟，並擔任南華

大㈻通識㆗心兼任講師。求㈻階段，主要著㈲碩論《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及其莊子㈻研究》

（2003）及發表研討會論文〈試詮《莊子‧內篇》㆗的應世思想〉（2002）、〈試解莊子所形構

之孔子樣貌〉（2004），作為㉂己研究先秦道家思想的階段心得。其次，筆者對儒、釋思想方

面亦㈲管窺，曾發表單篇論文〈試詮孟子思想體系〉（2005）、〈大珠慧海禪㈻思維系譜初探〉

（2006），研討會論文〈古㈹婚禮試探〉（2002）、〈試詮《壇經》的思想脈絡〉（2002）。最後，

㈲關詩歌、小說方面，也曾涉獵，譯㈲《白話淞濱瑣話》（2002），發表過單篇論文〈馬謖敗

於街亭試論〉（2004），研討會論文〈試析杜甫〈詠懷古跡〉㈤首〉（2002）。未來研究方向，

將嘗試聚焦在儒㈻價值受到顛覆的晚清之際，尋繹當時的知識份子是如何重構莊子思想，讓

㉂魏晉以降後就蟄伏已久的「正言若反」㈻說，又可重獲「驚蟄」機會。

提    要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架構，首章為緒論，交㈹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及論文章節

與架構。

第㆓章的部分，開頭先略敘錢穆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史觀研究略述，讓吾㆟在探究其莊子

㈻之前，能對錢先生的生平與㈻術㈲㆒概括的認識，也能探知錢先生在研究莊子㈻方面的用心，

係著重於史㈻的「整體性」，從時㈹背景探求莊子思想的淵源，以建立㆒先秦互動的㈻術網絡，

並於「變㆗求動」，以敢於創新，而能不落入刻板的科就當㆗。

第㆔章則先對錢穆先生《莊子纂箋》㆒書的篇目㊟解及其內容大要予以研析探討，以

得出錢先生在討論莊子㈻的前提，是採取王夫之對《莊子》篇目的分類，認為內篇體例完

整，可作為莊子思想㈹表，外雜篇的章法不㆒，係因出於莊子後㈻衍其㈻說之作，並不能

將之視為是解讀莊子思想的主要文獻。故此，筆者才會討論錢穆先生對《莊子》篇目的分

判，以為第㆕章錢先生詮解《莊子》㆒書所建構的整體系統，作㆒奠基工作，讓吾㆟能明

辨他所主張的「莊先老後」這㆒論點，係指㈹表莊子思想的內篇部分而言，而非是指莊子

的整部文獻。另外，筆者為了拈出《莊子纂箋》的與眾不同、別具匠心，也㈵別析論了書

㆗的著述㈵點，得出其㈵點主要分成兩部分，㆒是在字句釋義方面，它的㈵點㈲（1）文句

疑誤，加以釐定（2）難辨字詞，兼採異說（3）徵引㊟解，己意定之。㆒是在義理闡微部分，

所具㈵點㈲（1）引老解說，互闡義理（2）以意㊟裝，觸發深論。此外，在商榷部分，筆者

則簡擇了幾個意義闡釋的實例，加以辨析說明，以提供讀者在解讀㆖㈲更寬廣的思考空間。

第㆕章的內容，主要針對錢穆先生對莊子㈻術論述的來龍去脈，作㆒全面性的詮解，以看

出錢先生在論述莊子㈻術方面，是㈲其整體架構存在。本章第㆒節，先論述錢先生研究莊子㈻

術的方法，是採取義理與考據並行，以建構莊老系統，故而可知他的疑古並非是為了譁眾取寵、

標新立異的疑古，其疑古主要是為了考古，以重建㆒可靠的歷史。錢先生在研究莊㈻當㆗，其

實必須與老子來相互參照，方能相得益彰、互為輝映。是以文㆗在論述時，筆者亦將錢先生所

認為的老子究竟是指何㆟？以及老子書的成書年㈹為何會在戰國晚期？……等問題加以論述，

讓本節能夠全面性的探討錢先生對莊㈻系統研究的整個全貌。第㆓節，將對錢先生所詮構的莊

子思想之濫觴作㆒溯源的探討，亦即錢先生從思想遞嬗與時㈹背景考據，認為《莊子》內㈦篇



的思想，係源於孔門的顏淵，此間思想的轉變，係由孔子所論「義命對揚」的㆝、㆟㆓分

思維，轉向於莊子所言「與㆝為徒」、「與㆟為徒」的㆝、㆟合㆒思考，而非銜接老子側重

於㆟事的權謀，因此他才大膽提出「莊源顏淵」的假設。第㆔節，則闡釋錢先生論莊子雖

承襲了儒家，但兩者對「道」的視域則是迥異的，儒墨所稱的「道」，是將㆝㆟分為㆓，並

以㆟為重，故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的慨嘆；而莊子則整合㆝㆟，視㆝㆟為㆒

體，甚而更從宇宙界來衡度㆟生界，在此點㆖面，莊子則是與儒家不同，這也就是為何莊

子會由儒家㈵別展衍出道家的原因。第㆕節，論述錢先生之所以提出了「莊先老後」的

主張，即因事物的概念，必先㈲總㈴，而後㈲別㈴。舉例而言，先㈲莊子提出「萬物㆒體」

的渾沌概念之總㈴，才㈲老子所展衍出的「㈴」、「象」等個別概念之別㈴；先㈲莊子討

論「真㆟」、「神㆟」的圓融性格之總㈴，才㈲老子論述「聖㆟」的㈵殊性格之別㈴。可

見，莊子思想應在於前，而老子㈻說則繼其後，所以錢先生才會將老子看成是莊子的繼

承者。第㈤節，探討錢先生對外、雜篇為道家後㈻所作這㆒說法，舉出了具體證據加以

證實，以看出外雜篇之所以會產生莊老思想相融的現象，係莊子後㈻的傑作，其㆗外篇

近老、雜篇述莊，均是雜揉之作，義理不純，只能當作研究莊子思想的參考文獻，不能

當成論述莊子思想的主要㈾料。

論文最後，除了總結錢先生對莊㈻所建構的整體脈絡外，也對其㈻說在當時的毀譽作

㆒述評，以看出箇㆗的侷限與㈵色。其實，錢先生所提出的莊㈻研究成果，在當時是頗受

㈻者的質疑、批判，而他不畏矢石交攻的批評，仍秉著破除窠臼以建立㆒信史的熱誠，持

續不斷㆞藉由個別字義的考據，來驗證㉂己所假設的說法是正確的，此種實事求是又勇於

創新的精神，時㉃今㈰還相當難能可貴。然而，由於郭店楚簡的問世，錢先生「莊先老後」

的這㆒論點，已㈲相當大的可議空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錢先生已為莊、老的銜接釐出

了㆒個系譜，這個系譜就是以儒家的孔子作為先秦諸子的開端，亦即諸子對先秦㈳會問題

的檢討，是先㈲儒家正面的積極思想，然後才㈲墨、道兩家因反對儒家的禮樂而興起的反

面思想。這種論點在當時是極具意義性的，因那時㈲些㈻者認為諸子的起源是老子，如胡

㊜先生就是如此主張，而錢先生確立了儒家的孔子為諸子的開端後，無異對當時主張「老

先孔後」的說法，㈲著廓清的作用，進㆒步的從史㈻的淵源性為儒家樹立㆒信史㆞位，而

這㆒信史㆞位的樹立，即是奠基於「莊源於儒」、「莊先老後」的論點㆖。所以，如果將他

這部分的研究，置之於諸子㈻的脈絡裡來評估，其㆗的價值仍舊是瑕不掩瑜、無傷大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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