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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中國哲學是實踐的哲學，但就道家經典《莊子》而言，其正言若反的性格、詭詞為用的特性，與「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的書寫方式，反而使其實踐哲學之本色為文學造詣之鋒芒所掩蓋，工夫修養之嚴肅性更不為以輕靈順適為宗的玄學家所正視，以致兩千餘年來，研究《莊子》者頗眾，然於「內聖外王」之道有所契入者鮮矣，甚至終不免「頹廢」「無用」「無氣力」之批判。


幸而近年在不少學者的努力下，《莊子》之修養工夫，終於逐漸開始受到應有之正視，筆者則在現有資料之基礎上，就莊子以為「逍遙遊如何可能」之問題，嘗試理出一套修養次第，本論文之寫作進路與處理方式如下：


1. 莊子學說應如何定位，莊子如何看待自己的一家之言，其學術背景與理論根源如何？


2. 生命現實的存在處境如何？生命如何陷溺？陷溺的歷程如何？現實的人心何以深陷芒昧之中？莊子對人心的陷溺，有哪些指點？


3. 陷溺人心之解消，應如何開始？從事道家式之修養工夫應有哪些基本心態？


4. 莊子修養論如何漸次深入？在逐漸深化的工夫修養中，修到什麼地步，又會逐步開顯什麼樣的境界？不同程度的修鍊，又各自會有哪些限制與盲點？又要如何調適而上遂，以至無己無功無名的聖人境界？


5. 最後，探討《莊子》修養論的現代意義。


筆者其以以上之研究方法，為「人生修養如何可能」之問題找出路，並為傳統經典之現代意義，做出適當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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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


王邦雄〈莊子齊物論儒墨兩行之道〉，《鵝湖月刊》200期臺北．1992年2月


王邦雄〈道家思想的倫理空間——論莊子命與義的理念〉，《哲學與文化》二十三卷第9期1996年9月


高柏園〈道家思想對環境倫理的回應態度〉，《鵝湖學誌》第205期臺北．2000年12月


謝大寧〈齊物論釋〉，《鵝湖月刊》229-232期1994年7-10月


5. 學位論文


《莊子修養論及其理論根據研究》安泳周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1985年


《孟子與莊子修養論之研究比較》李志勇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莊子氣論研究》毛忠民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莊子安命哲學之探究》吳建明  南華管理學院哲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


《莊子思想中人與物之存在實況及應有關係》韓京  臺灣大學哲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


《解構的中國知識型理論分析--超越後現代主義的《莊子》文本重述》歐崇敬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莊子安命哲學之探究》吳建明  南華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莊子》內篇與外雜篇修養論之比較研究》許如蘋  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年


《《莊子》的生命體驗與倫理實踐》孫吉志  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心知與氣化--<<莊子>>思維與言說方式之省察》蕭美玲  中央大學哲研所碩士班2001年


《由養生主看莊子的養生觀》黃憶佳  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莊子淑世思想之研究》林鈺清  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孟子與莊子「內聖外王」研究》陳政揚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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