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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庄子在“轴心时代”的哲学贡献称为“心的突破”，并认为有三维内涵：“个体化心灵”之挺
立、“本体化心灵”之呈现以及“心灵化生存”之创辟。“个体化心灵”之挺立意味着庄子关注的是
个体生命如何独立而逍遥的存在于世间的问题；“本体化心灵”的呈现是经由“心”与“道”的理论
融合而实现的，庄子由之而营构出了蕴涵着“虚”、“通”、“真”、“和”等特征的“常心”；“
心灵化生存”的创辟则意味着庄子哲学非仅止于“精神境界”，从“形-知-情-志-物-世”构成的“现
实性生存境域”中跋涉而过，个体方能成就“游心”、“游世”的本真之存在方式。
本书以《庄子》内七篇为文本材料，以先秦时代的哲学突破为理论背景，以“心”为庄子哲学之“道
枢”或“环中”，以“天-道-德-命-形-知-情-志-物-世”等概念的统合为“整体性存在境域”，而对庄
子哲学进行了“心以贯之”的哲学诠释与理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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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心的突破”
——轴心时代背景下的庄子哲学及其特质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哲学突破
一、王官之学：“宇宙王制”与“德礼体系”
二、老子：“道的突破”
三、孔子：“仁的醒觉”
第二节  “心”义源流
一、西周时期的心灵观念
二、春秋时期的心灵观念
（一）、《左传》：“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二）、老子：“圣人常无心”
（三）、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战国时期的心灵观念
（一）、思孟学派：“心”与“性”
（二）、稷下道家：“心治”与“国治”
第三节  庄子：“心的突破”
一、“自事其心”：“个体化心灵”之挺立
二、“常心”：“本体化心灵”之呈现
三、“游心”：“心灵化生存”之创辟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灵府与心斋
第一节  独成其天
一、天人之辩：“方之外”与“方之内”
二、天人关系：“不相及”、“不相胜”
三、天与心：“天府”与“灵府”
第二节  唯道集虚
一、“若有真宰”
二、道与气：“虚”与“通”
三、道与心：“心斋”与“坐忘”
第三节  其德甚真
一、“德不形”
二、德与命：“讬不得已以养中”
三、德与心：“真”与“和”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忘形与真知
第一节  形有所忘
一、成形
二、形化与物化
三、形与礼：“有人之形，故群于人”
四、形与心：“德有所长，形有所忘”
第二节  其知情信
一、物论：“有待”与“无涯”
二、是非：“言未定”与“辩无胜”
三、知与道：“知止乎其所不知”
四、知与心：“莫若以明”
第三节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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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无情与一志
第一节  无人之情
一、哀乐之情与礼乐
二、好恶之情与是非、生死
三、“人故无情”
第二节  自喻适志
一、“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
二、一志与神凝
三、满志与适志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  乘物与游世
第一节  乘物以游心
一、物与道：“道通为一”
二、物与心：“乘物”与“游心”
第二节  虚心以游世
一、“以物为事”
二、“无用之用”
三、世与心：“虚心”与“游世”
第三节  小结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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