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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其生命哲学摒弃了以道德伦

理衡量人生价值的伦理哲学，着重从宇宙、道等大维度来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法万物”的思想观点，把“贵生”“为我”发展为

“达生”“忘我”，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齐生死”的

认识论和“安时而处顺”的人生态度由此构成了庄子生命哲学的两个理论向度。

庄子的生命哲学有助于人们对死亡的深刻理解，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生命质量，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对当代社会构建科学生死观、健全生

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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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

其追求超脱人类生存困境、超越生存有限途径

的哲学，着重聚焦于人的生死问题。相比其他

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是以道德标准作为衡量人

生价值的尺度，强调个体对群体或社会的义务

与责任，庄子以自然主义的道论为逻辑起点，不

是以人文而是以宇宙为价值尺度考察人的生命

本质，从而建立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探

讨生死问题的生命哲学。这种站在自然、宇宙

维度对人的死亡本质的思考，对加强当代生命

教育、帮助人们了解死亡的本质、树立正确的生

命观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

拟在对庄子生命哲学形成背景进行考察的基础

上，阐述庄子生命哲学的理论向度，挖掘庄子生

命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

命观，从而更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一、庄子生命哲学的形成背景

　　庄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折射出时代的特

征。庄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少

有的大变革、大纷争、大动乱时代。《史记》记

载：“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政由方伯。”［１］４４天

子的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统治秩序的

崩坏使得诸侯群起而互相兼并。

仅据《春秋》记载的２４２年间，发生在各诸

侯国间的战争就有４８３次，朝聘盟会就有４５０

次，总计９３３次，平均每年都要发生两次战争、

签订两个不平等条约［２］。到了战国时代，各国

之间战争的频率和惨烈程度，都较之春秋时代

进一步加剧，频繁而又旷日持久的战争是这一

时代的特征，连年征战必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

亡，人民的生命损耗于无意义的征战之中。对

此，庄子感叹道：“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

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３］３４４乱世促使庄子开

始把对个体生命的自我保全与生命的价值作为

自己理性思考的重心。

在政治上，世袭贵族的统治因战争惨烈程

度的加深而受到新兴地主、军功阶层的冲击，围

绕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滥用酷刑成为暴君权

臣维持自身统治和打击政敌的手段。《左传·哀

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４７６年，楚国大夫白公胜

杀死了子西和子期，囚禁了楚惠王，自立为楚王。

后来白公胜兵败，逃到山中自缢而死，他的属下

被烹杀［４］。《吕氏春秋·至忠》记载：宋国名医

文挚治好了楚王的病，反而被楚王烹杀，头颅在

鼎中煮了三天三夜［５］。《史记》中也记载：“赵襄

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

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１］１０９９

在统治上，人民遭受着国内统治阶级的黑

暗统治。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战争需

求，对人民施以重税。吕思勉将先秦税收总结

为“无定时、无定数、无定物”，称之为“最恶的

税”［６］。《管子·治国》记载：“凡农者月不足而

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夫以一民养

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

也。”［７］民众因为苛税而“解冻而耕、暴背而

褥”，却依旧“无积粟之实”［８］４０１。

在生活上，生活在战火纷飞和严酷统治下

的人们，其生存状况是极其恶劣悲惨的。《战

国策·秦策四》中的描述让人触目惊心：“韩、

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国残，

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

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

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

亡为臣妾，满海内矣。”［８］４０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民遭受着大变革时

代的种种压迫，生存状况极度悲惨。老子说

“民之轻死”是因为“无以为生”，所以不得不轻

死［９］１８４。生存成为一种苦难，死亡也就不再是

可怕的事情了。个体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社会的

困难普遍发生，引发了庄子对生命保全、人生价

值和精神自由进行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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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消极与回避的态度。比如，庄子认为人们

无限膨胀的欲望是这一切苦难的根源。他曾

说：“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紽，子胥靡。故

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３］３１６即使像关龙逢、

比干、苌弘、伍子胥这般贤明伟大的人，最终仍

然免不了被屠戮的下场，更何况一般的人呢？

人们追求建功立业的志向，不但损害了自身，而

且搅乱了天下。每个人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

才能化“人为物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回归

人的本性，天下才会太平。庄子由此旗帜鲜明

地反对去做圣人，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庄子本人终身不仕，宁愿闲散在乡野。庄子不

是从某一个小的层面去衡量人生价值，而是从

自然甚至整个宇宙的维度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

义。最终，庄子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存

在形式，而不必执着于个体的生死。可以说，庄

子真正做到了超脱于生死，达到了“生死同一”

的境界。

　　二、庄子生命哲学的理论向度

　　庄子生命哲学从宇宙这一宏观角度思考人

的生与死，在个体生命之短暂与整体生命之绵

延的对立中看到了统一，认为个体生命存有超

越死亡的升华。“齐生死”的认识论和“安时而

处顺”的人生态度由此构成了其生命哲学的两

个理论向度。

１．“齐生死”的认识论

庄子以老子自然主义的道论为逻辑起点和

归宿，不把个体生命的消亡看作终点，而是将其

看作物我互化的过程。庄子思想以老子的道论

为逻辑起点，在其生命哲学上的表现有以下两

个方面。

其一，以道的普遍存在来消解生与死之间

的隔阂。庄子认为，道是先于天地万物、超越时

间和空间的独立存在，规定着万物发展变化的

方向和趋势，并蕴含于万物之中。在庄子看来，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３］５１２，细小的草棍与擎天

石柱、丑陋的人与美女西施、世间各种恢诡谲怪

的事物，在道的意义上都是相通的、浑一的，即

“道通为一”［３］６８。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在道

的层面生与死也是相通的，人的生死犹如天地

间的昼夜更替一样，都是事物的正常变化，非人

的意志和能力所能改变，因此要以自然而然的

平和心态面对生死。他把能跟身边众人和谐相

处，称作“人乐”；把能跟自然和谐相处，称作

“天乐”。“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３］４１５－４１６“天乐”的最高境界是站在道的角

度看待死亡。在庄子看来，常人的贪生怕死是

因为不了解死亡，其在《庄子·齐物论》里用丽

姬的故事来谈“倒置之民”的贪生怕死，指出人

们惧怕死亡是因为不了解死亡，故而庄子不禁

问：“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３］９８

我们活着的人怎么会知道已经死了的人不后悔

自己当初祈求活下去的祈望？

其二，以道的运动来阐述生死既对立又统

一的关系。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认为事物

总是朝着与自己相对立的方向发展，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无，循环往复，这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从生命的发展过程来说，出生是从无到有，是一

种道之动；死亡是从有到无，这也是一种道之

动。庄子认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３］２０２，

“通天下之一气耳”［３］６４７，万物之形由气幻化而

成，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３］６４７，死亡只是肉

身肌体消散为气，而后气又化为他物，如此循环

往复，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金木水火概莫能外。

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正所谓“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３］６５，万事万物既在不断地新生，也

在不断地消亡，没有绝对的生，也没有绝对的

死，都只是“气”的运转罢了。“生有所乎萌，死

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

穷。”［３］６３０因此，死亡并不代表个体生命的终结，

而是另一个形体生命的开始，是代表个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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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于道，既然道是永恒的，那么生命怎么可能

止步于死亡呢？

２．“安时而处顺”的人生态度

庄子以道观天地，将一切无生纳入一切有

生，将一切生命融为一大整体，并以此大生命之

一体性和统合性解决一切生命之问题。庄子倡

导从宇宙整体生命的高格局、大视角来看待自

己的个体生命。庄子认为，生和死、醒与梦，或

者世间一切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因为世间

万物都是由“道”生发出来的不同表象，所以在

根本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庄子认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死亡，顺

应自然，而不是忤逆自然，“生而不悦，死而不

祸”［３］５０６。《庄子·列御寇》记载，庄子临死前

告诫弟子不要厚葬自己，自己要以天地为棺椁、

以日和月为四壁、以星河为珠玑，将自己的生命

融入万物之中，谓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３］７７。这表明，庄子将死看作人重归于

物化，回归原本的那个自然、回归原本的那个

“道”的历程。庄子认为人的求生欲望是沉迷

假象的低级情感，告诫人们应该从道的高度来

看待死亡，以“安时而处顺”的态度对待死亡。

庄子在《庄子·知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３］６５８换句话说，人的

一生如同白驹过隙一般，稍纵即逝。生，是自然

而蓬勃的生；死，是自然而坦然的死。当有人死

去时，活着的人会发出悲凄的哭声，为之哀叹、

为之悲悯，可是无论怎么悲凄、哀叹、悲悯，死亡

依旧是死亡。庄子认为以抗拒的姿态面对死亡

是不可取的。在原本朴素的生命过程中，人们

被外部世界的种种假象所迷惑，开始去追求财

富、名利等虚幻的东西，这些都是与道的性质背

道而驰的，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无法直面死亡的

来临。庄子提倡应以自然而然的态度去面对死

亡。《养生主》和《至乐》中记载，老聃去世后好

友秦失“三号而出”，庄子妻死却鼓盆而歌，都

是控诉人们把自己禁锢在世俗的道德情感之

中，如此不仅背弃了自然法则，也忘却了每个人

的生命都是自然而然地来到世间又要顺其自然

地离去的。庄子认为面对死亡不应该痛哭流

涕，否则，既违反了自然天性，又增加了世俗庸

情，更是忘记了去享受体验人生的精彩。

　　三、庄子生命哲学对当代生命教育

的启示

　　人们对死亡这一自然现象认识的缺失，容

易导致人们对生命极度漠视或对死亡过度恐惧

两种极端情况。一方面，人们对生命极度漠视，

不了解死亡的人，对生命缺少敬畏之心，更不会

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另一方面，人们因过

度恐惧死亡而不能以正确心态面对自身生命终

将消逝的结局，终日困惑于自身生命的价值，或

是走向唯心主义道路，诉诸宗教，沉溺于虚无缥

缈的永生和来生之中。

生命教育是指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进行生

命、人生等问题的知识传授，帮助教育客体树立

正确生命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生命教育

是所有教育的基础。现代“生命教育”概念始

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针对当时青少年中

出现的吸毒、自杀、他杀、性危机等现象，由杰·

唐纳·华特士提出和倡导实践的［１０］。虽然经

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仍旧有很多国家缺乏

系统的生命教育，青少年因缺乏系统的生命教

育而造成的自杀和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事件不

断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７０万以

上的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

数的许多倍，自杀发生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２０１９年自杀是全球１５～１９岁人群的第四大死

亡原因［１１］。据调查，自杀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

伤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全社会，尤其是对青

少年进行系统的生命教育迫在眉睫。庄子对生

与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思考，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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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对生命存在与生命意义所作的理性辨

析，为当代生命教育提供了不同视角和新的思

路。如何批判地汲取庄子生命哲学中的生死智

慧，构建积极而又健康的人生观念，引导人们尤

其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是研究庄子

生命哲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庄子生命哲学

对当代生命教育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庄子对死亡的系统阐述，对生与死本

质的揭示，有助于人们对死亡的深刻理解，更好

地实现自己生命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进而转化

为人生发展的动力，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

而生”。只有认识到自身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

分，才会充分体会到自身生命的独特性和不可

替代性；只有真正领悟死亡的意义，才会有足够

的勇气去面对与承担人生的一切挑战，才能努

力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有尊严和价值。

其次，庄子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因循自

然”地完成个体生命历程，以正确的心态看待

个体生命必将消逝的问题，不以贪生怕死的态

度来对待死亡，有助于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生命

质量。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

力图超越死亡困境，实现生命永恒。庄子的生

命哲学以其唯物主义的立场，更加理性地看待

死亡，对待死亡具有洒脱、彻底的态度，不以来

生和永生来麻痹自己，不给宗教以可乘之机，对

更好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建构现

代生命教育、更好指导生命关怀实践提供了重

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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