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的天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哲学的天籁》

13位ISBN编号：9787505730649

10位ISBN编号：7505730649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罗龙治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哲学的天籁》

前言

Page 2



《哲学的天籁》

内容概要

《哲学的天籁:庄子》是由《庄子》原典中最具故事性的部分采选出来改写而成。庄子的哲学，是自由
的哲学。是把生命放入无限的时间、空间去体验的哲学。许多哲学家是把一棵活生生的树砍死了，才
作分析。庄子则就一棵活生生的树来体验他的生命。世俗的人说庄子是消极的、避世的、颓废的、虚
无的。但事实上，究竟谁才是真正面对生命的真实呢？世俗又说庄子是个人主义、神秘主义、无政府
主义。其实，庄子的睿智却高高地超出了这些主义。这些主义和庄子没有什么相干。正如一切的知识
不能附丽在大道上面一样。人世的生活，在庄子看来，是“无生命的秩序”，庄子所要追求的却是“
有生命的无秩序”。人，喜欢树的形状和颜色。庄子却喜欢树的生命。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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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龙治，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文学博士。曾执教于台湾科技大学，现已退休。著有《进士科与唐代
的文学社会》、《唐代的后妃与外戚》、《狂飙英雄的悲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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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齐物论第二 大地的箫声 南郭子綦（qí）有一天斜靠着矮桌，仰头向天慢慢地吐出了一口
气，悠然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他的弟子颜成子游便问道：“怎么回事啊！你今天的样子和往日大不
相同哩。难道说人的形体可以变成枯木，心灵也可以化做灭灰（死灰）吗？” 南郭子綦说：“子游，
你问得好。刚才我进入忘我的境界，你知道吗？你听过人的箫声，却没有听过大地的箫声；你就是听
过大地的箫声，也还没有听过天的箫声啊！”子游说：“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南郭说：“人的箫声
，就是排箫或云箫，是不必说了。大地的箫声就是风声。”子游说：“风声我也听过啊！”南郭说：
“不要急，慢慢听我讲风声的道理。”南郭继续说：“大地吐发出来的气叫做风。风一发作，所有的
孔穴便大叫起来。记得大风吗？大风一吹，山林巨木的孔穴，有的像鼻子，像嘴巴，像耳朵；有的像
圈圈，像舂臼；有的像深池，像浅坑。这些孔穴一起发声，有的像急流，像羽箭；有的像叫骂，像呼
吸。有的粗，有的细，有的深远，有的急切。所有的孔穴像在唱和一样。大风过去以后，所有孔穴都
静了下来，只有树枝还在摇动而已。这就是大地的箫声。” 【点评】 （一）人吹出来的箫声，使你
听来有喜怒哀乐。大地山林的箫声，你会认为它也有喜怒哀乐吗？ （二）声音的本身是没有所谓喜怒
哀乐的。这点只要你换一个立场去听，就会明白了。用“人”的立场去听箫声，便有喜怒哀乐。用“
自然”的立场去听箫声，便没有喜怒哀乐了。 （三）所以，喜怒哀乐是“人为的分别”，而不是自然
。 天的箫声 颜成子游对南郭子綦说：“刚才你讲的拿大地的箫声和人吹的箫声相比较，我好像听懂
了。那么更高境界的天的箫声又是怎样的道理呢？” 南郭说道：“用刚刚我讲过的道理做基础，你才
能听懂天的箫声。现在你注意听吧！天的箫声是什么呢？风吹各种不同的孔穴，发出不同声音。这些
声音所以有千万种的差别，乃是自然的孔穴状态使然。而使它们发动的还会有谁呢？” 【点评】 （
一）风是谁发动的？ （二）风声是谁发出的？（风声指各种孔穴的声音） （三）一切都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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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天籁》

编辑推荐

《哲学的天籁:庄子》编辑推荐：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50余位台湾名家解读，好
评最多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余秋雨作序，于丹、王刚、梁晓声、张颐武等10多位文化名人倾力推荐
。台湾人从小读到大，畅销海内外30年！影响海内外的国学启蒙读物，辐射五大洲华人圈！60余位国
学大师倾力协作，25万册古书遴选精华。强大写作阵容，力推中华传统经典；时代华语图书重金重磅
独家引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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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
，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
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
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余秋雨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
香火于天下。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
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
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主编寄语这可以说是一套青春版的，通俗版的国学的，国粹的著作。我
们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都问了好几年了，也挺酸的——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是
谁？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从哪儿来？这下可真把我问住了，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呢，从这套书里面也许
就能答案。——王刚 著名演员、“天下收藏”主持人孔子、老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的遗产，是我们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经典。我们了解史性文化的经典，可以发现古代人，近代人，现代人和当代人之间
文化基因的“形成，嬗变，解构，再形成，再嬗变，再解构的过程。”——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这套
书在台湾有深厚的根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非常深湛，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十分可靠的，所谓
把中国的文化尽收眼底。通过一套书可以让你充分掌握中华文化原典的全部内容。——张颐武 著名文
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选择在这个时候问世，我想他起码
给我们这个浮躁和喧嚣的社会带来了几点好处。以文明，化育人心，生生不息。在当下，让文明和我
们每个人的心灵发生关联。所以我说，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出台，是功不可没的。——于丹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人问我，能不能推荐一套经典书籍。在这里，我隆
重推荐《中国历代经典宝库》，走进经典，品味人生。希望大家关注《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在阅读
中找到人生的答案，在阅读中找到那份心安。——延参法师 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传统文化对于我们
人生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套书能把传统文化做通俗化的处理，做了很多解释和翻译的工作。所以
这对年轻人接触传统文化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很愿意向大家推荐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这套书
充分考虑到年轻人的需求，拉近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解玺璋 著名文化学者一个对自己前途
充满信心的民族，一定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充满自信。《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书正是这样一套
提升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前途自信的读物。这一套能为我们年轻人打底子的书，这套书能够凝
聚起我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王泉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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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太简 无可读性
2、收到了书，物流很快，书很不错，包着的。
3、感觉评论部分似乎少一些，而且文章是白话文了~
4、简单翻译， 没啥意思。
5、居然是白话文版的，原以为是文言文版的。
6、不错，给青少年看非常有好处。
7、庄子察觉了人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不自由。人为什么不自由，因为人有依赖。人依赖物质而生
活。人依赖情感而生活。人依赖知识而生活。人依赖艺术而生活。人依赖上帝而生活。如果人要实现
自由，便须先去掉依赖之心。
大鹏要凭借巨风才能高飞。如果他心中忘了巨风，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叫“无待的逍遥”。
列子御风而忘不了风，所以不是真的逍遥。许多人认为盘桓在树下休息的人，便是真正逍遥的人。这
是不正确的。因为有心依靠樗树而得来的逍遥，仍然是有待的逍遥。所以，逍遥要看你的心境怎样，
有依赖心就不自由了。

8、没原文 ...
9、庄子的思想确实高深莫测啊
10、，什么啊，直接就是译文？原文都没有，有这样的吗？
11、庄子哲学的白话导读
12、作为入门看看吧，没有古文与原文对照
13、自然之道
14、大部分内容是一个个个的故事，下面还有分析出了这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可能庄子的思想太高
深了，有些故事硬是看不懂
15、千万不要买这本书，根本就是垃圾。浪费我的钱，好后悔！一次买的三本书都这么差劲。郁闷！
16、诸子百家，吾独爱庄子
17、正文前面东西太多了，显然没有深得庄子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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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天籁》

章节试读

1、《哲学的天籁》的笔记-第91页

        3般若即“”妙的智慧。
4道不能用心智、眼睛、耳朵去获得。要无心无象才能获得。
5 不以远为远，不以近为近，不以大为多，不以小为小。天地不大，毫毛也不小
6庄子把人为的知识、道德、法制都看做“穿牛鼻、络马首。

2、《哲学的天籁》的笔记-第1页

        如果人要实现自由，便须先去掉依赖之心
2人不要从他人画出自己，不要从自然画出人，不要从无价值画出价值，不要从过去和未来画出现在
，不要从死亡画出生存，不要从无限画出有限。这样才能超出束缚而得到自由。   
3无待的逍遥
4圣人无名
5有大疑惑的人，才可能有大觉悟。不疑不惑的人，终究不会有大悟。
6依赖“不依赖”，便是变化之道。不要有心去依赖，也不要有心不依赖。“有心”便是人为而不自
然了。
7心斋就是化去，除去自我，不为功，不为名，不为己，这样才能真正感化人。
8庄子的“道德”和儒家的“道德”不一样，庄子的“道德”是以自然为本位。儒家的道德是以人为
本位。
9形体不过是精神的旅舍而已
10当人需要用“仁爱”来互相救助的时候，这世界便已不好了。
11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12大自然赋给我形体，用生活来使我劳动，用岁月来使我年老安逸，用死亡来使我永远休息。
如果我们用获得生命的形体来自得的话，就必须以失去生命的形体也能自得才好。凡是悦生恶死的人
，便是不通自然之理的缘故。
13 上帝在我们面前摆着一部大书，能够读这部大书的哲学家才是天下最快乐的人。他发现的真理，别
人是拿不走的，他培养的心灵，修身进德，他能安心度日，既不用提防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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