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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名稱	
      	  《莊子》主體觀探究— —
「復性」與「氣化」為核心的存有論詮釋
      	   
	相關論文		★ 《道德經》「無為而治」意蘊之探析	★ 《莊子》苦樂觀的現代詮釋
	★ 安心之道探究--以《大乘起信論》為依據的哲學詮釋	★ 論《維摩詰經》之入世精神－以現代「人間佛教」思想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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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儒學文化精神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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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動物的道德地位：Singer的效益主義進路動物的道德地位考察	★ 從Tom Regan的動物權利觀探究台灣流浪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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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探究的主題是《莊子》的主體觀。採取的研究進路乃是以「心」作為探究之起點，進而以「復性」、「氣化」的存有論進路詮釋之。最後的總結是，在《莊子》「復性」、「氣化」的存有論脈絡下，人由自覺「順乎自然而無容私焉」的「真宰」運作，而俱現出「若性之自為」而「使其自己也」不礙性之自顯「自生」、「自化」，且以存有為依據與存有者消長生息的主體觀。


首先，依主體自覺「真宰」、「真君」「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真實運作與否，展示了「心」主體性的二種開展，構劃出了《莊子》「心」主體性「稠適而上遂矣」的自覺向度。這樣「稠適而上遂矣」的「心」主體自覺向度，即是「喪我」而顯「吾」的進路。


其次，「性」在《莊子》存有論的隱卅顯二義(隱含義卅顯現義)下揭示「復性」的存有論進路。即「性」為《莊子》內隱含藏的存有質素，而主體依「性」以顯現存有，「復性」即是存有者卅物充其內在價值的完滿具足。主體不礙「性」之自顯，而「若性之自為」、「而使其自己也」的自然流露。


最後，「心」之 「齋」進路開展以虛觸道「惟道集虛」及以虛待物「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二路。順乎此，由主體以虛待物「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可以提到「物化」，即主體與物相化的主體自覺活動。「物化」即主體以存有為歸趨，與物相化的主體自覺活動，進而呈現《莊子》「觀於天地之謂也」、「化貸萬物」、「自生」、「自化」的主體觀。
	關鍵字(中)	
      	  ★ 「主體」
★ 「氣化」
★ 「復性」
★ 「存有」
★ 「存有論」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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