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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庄子和谐发展价值观包括君民平等的民主政治和谐发展观+万物齐一的宇宙和谐

发展观+内圣外王的个体和谐发展观以及,小国寡民-的社会和谐发展观等四个方面$具有重

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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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民平等的民主政治和谐发展观

庄子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 这样一个基本的

判断却并未成为近人的共识!很多学者甚至认为

庄子无政治%甚至反政治" $老子多政治语!庄子

无之&庄子多超人语!老子则罕言",

-#.

$/老子0五

千言!基本上讲的是(治道)!庄子却反对任何形

式的统治!是个(无治主义者),"

-!.不管这些学人

据以何种视角!何种文本材料!何种论述目的!但

是仅就庄子无政治的结论而言!则无疑是偏颇和

有失公允的" 庄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庄子哲学

以实现心理的自由境界为根本目的-F.这已成为

学界基本的共识!但是对庄子$自由,思想的认识

却远未达成一致" 事实上!庄子的自由思想非常

的丰富!而且自成体系!包括悠游于泥涂的行动自

由%神游问$道,的思想自由以及批评现实和建构

理想社会的政治自由" 已有的部分研究!不是聚

焦于庄子游于泥涂的行动自由并将之作为消极遁

世的不作为加以批评!就是空洞地渲染庄子神游

问道的思想自由并将之深化为精神自由的最高境

界!忽视甚或否定其批评现实和建构理想社会的

政治自由!这显然缺乏对/庄子0文本的充分%深

刻%全面的解读!也未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做到

$知人论世," 事实上!庄子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

体验!并持彻底的批判态度" 庄子并没有像老子

那样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建构一整套政治

治理体系!而是从人的本位和解构现实政治秩序

出发!否定现存的政治秩序!追求精神自由和极具

超越性的政治自由!探索生命个体的价值与终极

意义!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证伪着庄子无政治的结

论!并显然支撑着庄子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这样

一个早就应该成为学界共识的基本观点"

庄子政治思想蕴含了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根

基即平等自由思想" 一切的自由必须以思想自由

为前提!而思想的自由又以思想的平等为基础"

徐复观认为齐物即是主张物的平等包括思想的平

等!/齐物论0就是要追求在平等基础上的各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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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各得自由" $他在现实无可奈何之中!特别

从自己的性!自己的心那里!透出一个以虚静为体

的精神世界!以圆成自己!以圆成众生的性命!从

政治%教义的压迫阻害中解放出来#欲使每一人!

每一物!都能自由地生长" 一方面!他好象是超脱

世俗尘滓之上&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沉浸于众生

万物之中!以众生万物的呼吸为个人精神的呼吸&

以众生万物之自由为个人的自由&此即他所说的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他所欲

构建的!和儒家是一样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

并行而不悖)的自由平等的世界",

-M.就这样!庄

子从自我的精神世界投身于世俗生活!思想自由

以$道,关怀化身为现实的政治自由诉求" 庄子

在/应帝王0篇中对君主专制政治极尽批判和嘲

讽之能事!从另一个维度抒述其对民主政治%平等

自由生活的诉求" 庄子指出!为政之要在于$安

其性命之情,2/在宥03!在于顺其自然!以天下民

心走向为执政基石" 庄子反对任何形式的$为,!

他把独裁者以私意立法规制百姓的行为比作$犹

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 严复在评说/应帝王0篇

时指出#$此篇言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此

解与晚近欧西言治者所主张合" 凡国无论其为君

主!为民主!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 为帝王者!

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

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得各尽其人职!各自奋于义

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

-K.在庄子看来!/马

蹄0与/至乐0中马%鸟之死!其罪魁祸首就是外力

的干预和强制!就是在所谓的人治%德治以及刑治

中承受$撅饰之患, $鞭荚之威,的摧残!接受$以

己养养鸟!非以鸟养养鸟,而扭曲真性的命运"

在庄子看来!自由%多样性是自然与生俱来的天

赋!依据$道,庄子发现了自由与多样性的平等内

涵并通过$道,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平等意识" 在

这里!庄子显然在呼唤一种遵循自然本性的统治

方式!即在尊重自由天性和社会的多样性中法自

然之道!$不一其能!不同其事,2/至乐03"

庄子平等自由的政治思想根源于其哲学之本

$道,的平等天性!因而具有超越现实政治的深邃

性%超越历史条件的前瞻性和超越一般理论建构

的绝对性"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

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 ++在太极之先不为高!在六极之下不

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2/大宗师03在庄子那里!$道,是最高存在!既独

立于宇宙万物之外!又内化在宇宙万物之内"

$道,甚至就是宇宙本身!是宇宙在时间维度和空

间维度的展开!无时不在!又无处不在" $东郭子

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1)庄子曰#(无所不

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1)曰# (在薒稗")曰# (何其愈下

邪1)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1)曰#(在屎

溺"),2/知北游03 $道在蝼蚁,表明即便是蝼蚁

杂草!也蕴道其中!循道而行!道是自然本身的呈

现!无高低贵贱之分!上下尊卑之别" 庄子用

$道,彻底解构了一切为世俗现实等级制辩护的

终极存在的神圣性!破除贵贱之分而平等地看待

万物"

-%.庄子的道论彻底颠覆和解构了以贵贱等

级%上下分别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观

念体系" 庄子以此$道,为核心建构了他震铄古

今的平等自由观"

庄子认为!君臣平等的政治自由状态是最理

想的政治境界" 庄子虽有$无君于上!无臣于下,

2/至乐03的论断!但是他并不是非君的$无政府

主义,者!庄子非但肯定了君主的存在!而且提出

了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即无为而为" $天地

虽大!其化物也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

众!其主君也"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 故曰#玄古之

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 2/天地03不仅如

此!我们沿着庄子的思路继续向前走!便可以发现

庄子所谓的$无君臣,其实是$一君臣,!是君与臣

的一视同仁!是君与臣的平等共治!是现代民主政

治的目标追求" 庄子提出$以道观之何贵何贱,

的疑问!答案则是$万物齐一, 2/秋水03!$与天

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 2/人间

世03" 在$道,面前!人人都是自然之子!人人都

是平等的" 不唯如此!在庄子看来!不存在强加的

$平等,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庄子尤其反对卢梭

$民众如果不自由!就强迫他自由,的自由观" 因

为!在庄子看来!$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2/列

御寇03" 在这里!庄子不仅要求达到结果之平

等!而且要求致平等之过程%手段%方式也必须是

平等的&不仅要求达到结果之自由!而且要求致自

由之过程%手段%方式也必须是自由的" 这实际上

就是统一和兼顾了自由平等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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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在这一点上!庄子的识见不仅远远超越了当

时的认识!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在理论上必须予以

仰视!而于实践则更需倍加努力"

二%万物齐一的宇宙和谐发展观

庄子万物齐一的宇宙和谐发展观!在现实层

面是对以儒家为首的实用主义的批判!在理论深

层次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颠覆" 人类在宇宙

自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与周围万物处于怎样

的关系1 这是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追问

的基本问题" 由于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认

识!各种学派和思想才各执一端!相持不下" 然总

体上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在历史上长久

的占据统治地位!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给予了重

要的支配性影响" 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优越性日

益增长!$人定胜天,的人类自我中心价值观以及

$人是万物的尺度,之类的狂妄设想成为一般人

根深蒂固的思想并决定着人们的集体实践" $正

像宗教世界观使上帝成了世界的主宰一样!他也

使人类在上帝的特别关怀下成了地球的主人" 人

相信自己高于其他的创造物而被选择" 于是!在

人类世界中!每一群体也相信自己高于其他群体

而被选择!以致唯有他自己的观点%价值和习俗才

是真实的",

-I.但是近几十年人类中心主义遇到

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挑战!并逐渐开始消解和弱化"

庄子借王倪之口提出了物我齐一%天人合一的哲

学基础!即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中心!人不能成为万

物的尺度"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

然肴殳乱!吾恶能知其辨4,2/齐物论03不管是生

存方式!还是价值形态!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特定的

选择和表现!彼此间全无优劣高下的判别基准"

万物齐一的宇宙和谐发展观由庄子首创于

!""" 多年前!但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却并未受到

应有之重视!在思想文化上一直处于微弱的%少数

的%边缘性的%异端性的地位" $齐物者!一往平

等之谈" ++毕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 ++若

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凡爱利!人我毕足!封畛

已分!乃奚有之哉1,

-L.要求人与物之间讲平等!

当然要彻底清算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丧我,正是为此设计!只有做到$丧我,!才有条

件避免$与物相刃相靡,的进步自由状态!回到万

物与我为一的自然平等状态" 齐物说也就是生命

形态的相对论!它否定一切自以为中心或尺度的

偏执之见!用更具普遍性的物道主义纠正人道主

义膨胀的自大心态" 教人学会设身处地的用异己

的立场%角度和眼光去看待是非之争" 既然放弃

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中心的立场!乃至达到

$丧我,的圣境!$物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庄子

看来!世界万物都是平等的!只因人的主观评价才

有了高度%优劣之分" 世界的生物都是自然而然

的!只因有了人的功利需要后!才被纳入$有用,

与$无用,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 庄子在老子

的$无为自然,$虚无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无

差别的自然,和$命运自然,的理论" 其中!$自

生,指$人为,!而庄子虽然同样把$自生,看作

$人为,!但他的内容却有差别!人在认识中的对

立范畴如此与彼%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等!就是

指差别而言" 本来!人处于理论状态是无所谓差

别的!人为的差别损害了事物本来的样子!即自然

被分成了两部分" 庄子说!如果人们不抛弃这个

$差别,%这个$人为,的分割!不可能看到$本来的

自然," 把庄子的自然观称作是 $无差别的自

然,!其根本就是庄子万物齐同的思想" 就此意

义而言!作为认识论相对论主义上的$齐物,论

说!也可以理解为生态论上的相对主义价值观"

/人间世0篇的社树寓言让大栎树以人格化的形

式为木匠石托梦!诉说生物为避人为祸害而求全

生的苦衷#$女将恶乎比我哉1 若将比予于文木

邪1 夫木且%梨%橘%柚!果蔬之属!实熟则剥!剥则

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

终其天年而中道天者!自掊击于世俗者也" 物莫

不若是" 且予求无所不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

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邪1 且也

若与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1,古来注家多谓

此寓言在申明庄生有关居乱世之明哲保身之术!

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却能

从中直接发现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生命

观" 成玄英疏末句云#$汝之与我!皆造化之一物

也!与物岂能相知4,

-$.

庄子万物齐一的宇宙和谐发展观的第一个目

标是齐物" 齐物就是平等待物!不伤物!庄子反对

人类智慧对自然的征服"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

之罪也",2/马蹄03 人类出于自身眼前利益的需

要!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对自然生命的肆意践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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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破坏自然界的平衡!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最

终也必伤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庄子主张!

$圣人处物而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自伤

也" 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这话反过来

说便是#凡伤物者!亦将为物所伤!连物都伤人!又

怎能与人和睦相处呢1 现代人在经历了世界大战

的惨痛$自伤,和环境破坏后形成的频发的自然

灾害后!或许对庄子的$不伤物,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不伤物,背后隐匿的价值取向就是平等待

物!就是齐物" 第二个目标是齐人" 齐物是目的!

但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唯一的目的"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庄子$齐物,的目的就在于 $齐人,"

$齐人,是$齐物,逻辑的必然延伸!物尚且能够而

且应该平等!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平等待人!尊重

人!尊重生命的自由与尊严&就必须打破等级制

度!破除各种歧视和偏见&就必须允许人们平等地

追求自由和心灵的解放" $只有齐物!才可以让

人从物的世界中摆脱出来!心才可以物物而不物

于物!物物是做物的主宰!物于物则是做物的奴

隶"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不在

乎这个世界!在不在乎中!心获得了解放和自

由",

-#".事实上!平等乃合齐物之要义"

-L.第三个

也是最后的目标是齐人物!也即$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合一,!实现天人合一" 庄子$万物齐

一,的社会和谐发展观!虽历来不为人们所重视!

被后人视为一种反文化的虚构!一种道家圣人所

虚构的乌托邦话语传统!只能作为现实生活的批

判性反照而以海市蜃楼的方式闪烁在人的虚空理

念世界中!也得到了再阐释和再评估的机缘" 现

代科学的发现警告人类#宇宙间生命现象的出现

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再

也不能继续走在采取以牺牲自然和环境为代价的

发展道路上" 地球!作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

在宇宙中唯一的一个有生命的星球!其生态圈的

单一与脆弱!强烈的震撼着我们***成千上万的

物种已经灭绝!还有成千上万的物种濒临灭绝或

正在走向灭绝"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庄子的生

态社会观以他的$不伤物,和与$万物齐一,的和

谐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他的价值" 人类与自然的

对峙原本是人为的结果" 人类只注重自己的权利

和利益!就会视自然为异己的和敌对的力量" 在

天人相争的张力意识的压迫下去为所欲为!使自

然生态遭到破坏!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 要恢复人的自然和非人类的自然之间的和谐

均衡关系!最终反过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思想前提就是回到齐物论的平等观念!做到

$不伤物者!物亦不能自伤,"

三%内圣外王的个体和谐发展观

个体如何发展问题!不单是一个私域问题!更

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国家性格和国家发展前途

的社会的公共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庄

子给出了内圣外王的答案" 内圣外王自庄子提出

后就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

人生愿景"

首创$内圣外王,的个体和谐发展的价值理

念"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我修

持及社会责任的一种理想标志!是首见于/庄子0

的" $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忧而不发!天

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方", 2/天下03庄子把

$内圣外王,之道视为百家之学的根本"

-##.

$圣

王,思想!不独古代中国有!古代西方也有" 西方

哲学的重要宗师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就是这

样一种思想!相比较而言!古代中国的$圣王, 思

想更强调德性!而古代西方的$哲学王,思想更强

调智性" 因为!在中国$圣,是要高尚的道德作为

基石的!而$哲学,一词在西方原本就是$智慧,的

代名词" 庄子提出$内圣外王,这一思想的重要

目的在于改变$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2/天下03的混乱局面!

在于防范$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悲剧" 庄子看到

了当世的价值混乱%社会无序%行为无当!为改变

这种$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主张$发明,

2$暗而不明!忧而不发,3 $内圣外王,以指导人

们的行为" 但是庄子并不机械地否认各家学派自

身所认定的是非观!而且认为这些是非各自都有

着无穷的发展趋向" 庄子不能认同的是非!是那

些从道的某一局部对道的另一局部进行否定性攻

击的所谓是非"

-#!.

$内圣外王,是以对人类生存与

宇宙根源的通彻把握为旨归!是最高层次的理想

之境" 它以自然无为思想为主!结合了儒%墨等各

家的某些阐述而有所发展!显示出庄子在学术方

面并不是囿于一家之见!而是兼容各家!有着$和

而不同,的气象" 他根本的价值关怀则是在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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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范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实现

个体的和谐发展"

明确$内圣外王,的个体和谐发展的价值序

列" 确立了$内圣外王,的发展价值理念之后!当

务之急就是如何实现$内圣外王," 对于这个问

题!曾经有过现在仍未完全平息的争论" 有人主

张先$外王,后$内圣,!有人主张先$内圣,再$外

王," 两种主张各据理而争!相持不下" 事实上

对于这个问题!庄子有着旗帜鲜明的主张" 在

/天下0中!庄子非常明确地指出!$道之真!以治

身!其余绪!以为国",这句话表明了三个非常重

要的意思#其一!治身为国要遵循$真道,!不能随

意妄为%肆意恣为&其二!$治身,是首要的!$为

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内圣,才是根本!$外

王,只是余绪&其三!先$治身,再$为国,!也就是

说!先$内圣,再$外王," 庄子不仅是这么说!也

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这一理论原则!

写下了历史上意兴阑珊的一页" 庄子的贡献还在

于他将$内圣外王,之道与$天道,和世俗法则完

美统一了起来" 这个统一!就是 $起于天归于

天,!即$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

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

情"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于天",庄子

乐观地指出! $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 2/天

道03庄子$内圣外王,的价值发展序列!是庄子哲

学的重要内容" 也正是由此发轫!庄子建构了他

独到的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庄子实现了

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的实现又决

定于三个方面#一是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二是民众

的积极和自由行动!三是统治者和民众必须$依

道而行," 很多的研究都注意并强调了第一和第

三两个方面!未能注意到第二个方面" 对第二个

方面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对庄子自由的片面解读!

这种片面解读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对$内圣外

王,发展价值序列积极意义的解构"

探讨$内圣外王,的个体和谐发展的人生途

径" 物质上的贫乏反而成就了庄周丰富的精神世

界"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2/外物03

贫乏的物质条件并没有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使庄

子精神萎缩%颓废下去!倒像一种净化剂!使庄子

的精神高洁%超越起来" 当魏王询问庄子$何先

生之惫邪,!庄子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区分了$贫,

与$惫,!并表达了类似孔子忧道不行的担忧"

$贫也!非惫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 衣弊

穿!贫也!非惫也" ++今处错上乱相之间!而欲

无惫!奚可得焉1,2/山木03" 庄子并不着意于改

变生活的$贫,!反而置身于$立言传道,的$去

惫,中!追求精神的自足和内心的高仰!毅然独立

于浊世当中" 虽终身受贫穷之困!但他并不追慕!

而是十分鄙弃荣华" 他淡泊名利%视相位如腐鼠

2/秋水03!他憎恨权势%讥邀宠为舐痔 2/列御

寇03!这并非一种怪癖的心理性格!而是对个性

精神自由的特殊理解和追求" 他把名利权势%荣

华富贵看作政治枷锁和人生负累!看作是对人生

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体生命的牺牲" 庄子的社会

理想!就是一个能够提供个体生命追求其精神自

由!实现其个体生命的终极理想的社会" 在这个

理想社会里庄子一种怀古的叙述方式阐明他的两

条基本原则#追求生命个体自由的权利和批判现

实社会不合理的权利" 庄子的$出世,$无为,$无

用,思想!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协调的音调!不

为传统的正统思想所接受" 而只是作为那些消极

避世或者说是隐居出世的贤士的精神寄托和慰

藉" 到了今天!在社会的高速发展让人们迷失了

自我!心理压抑不堪重负的时候!庄子的那种个体

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思考!

终于在人们的心里引起了共鸣" 用庄子$逍遥

游,般的自由!来解放迷失的灵魂!舒解在现在社

会高效率%快节奏的不堪重负下沉重而疲倦的心

灵" 正因为如此!长久以来!庄子的社会理想被视

为某种反文化的虚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精神鸦

片" 毫无疑问!在一个把永恒的进步奉为不可置

疑的真理而信奉的时代!在人定胜天的自大陶醉

和无限的攫取!控制自然的妄想情境中!老庄的清

静无为说自然显得落后%保守%愚蠢%反动" 只有

当永恒进步的信奉发生动摇!增长的极限和生产

发展的局限效应开始向人类敲响警钟的时候!道

家始祖的社会理想才有可能获得全新的理解评

估" 个体是存在于群体之中的!个体价值的体现

和个体精神自由的实现!都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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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社会环境" 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体单独的存

在" 庄子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可给他提供追求个

体精神绝对自由和实现个体生命终极意义的社

会" 在于其对个体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个体

生命的终极意义的阐释"

四%(小国寡民)的社会和谐发展观

庄子的至德之世确立了一种原始而纯朴的社

会生存状态的存在!与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的

社会现实相距甚远而成为道家哲学文本中的一种

理想观念" 正确认识和评价庄子的社会发展思想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时代任务" 因为我们不仅需要

拨去笼罩在庄子社会发展思想之上浓厚的迷雾和

误解!更需要从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这一宏大历

史视野去深刻解读和体悟庄子的社会和谐发展

思想"

庄子的社会和谐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对当时社

会的严厉批判之基础上的" 庄子所处的时代!战

争不断!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正酝酿着前所未有的

巨变" /庄子0一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

也描述了当时的经济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 在庄子看来$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

也,2/骈拇03!整个社会处于极其轻浮的躁动中!

争智斗巧%暴力征讨%口诛笔伐层出不穷!一方面

$礼,$义,规范的原则精神不断沦丧!另一方面形

式主义的$礼,$义,却甚嚣尘上" 所有这些!与庄

子追求的永恒自然与自由人生的理想社会格格不

入!激起了庄子对当时社会深度的失望和激烈的

批判" 因此!庄子提出了$既雕既琢!复归与朴,

2/山木03的价值主张" 甚至于庄子一种反科学

主义的口吻宣示!$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鏝玉

毁珠!小盗不起" 焚符破玺!而民朴鄙" 掊斗折

衡!而民不争++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 人

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 人含其智!则天下不惑

矣" 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2/肱箧03在追求

个体的生命自由%自然的和谐有序%人与自然的物

我齐一的道路上!庄子已渐行渐远!既超越了与他

同时代人的认识!也超越了历史的局限"

庄子希冀于生活在$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有限的资源与过多的人民分享!势必发生利益之

争!导致人群的不和和欲望的膨胀" 这是道家所

认为的一切祸害的根源" 庄子的理想社会继承了

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

$小,"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恰恰同今天人口爆

炸而其他物种大量灭绝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们在

优游卒岁的生活方式下不会激发过多的物质利益

的贪欲和奢望!这是庄子标举$无为,哲学盛行于

世的地方" 所谓$小国寡民,与$禽兽多而人少,

的说法并不是凭空设想的神话!而是实现$道法

自然,和$天与人不相胜, 2/大宗师03的生存理

想的必不可少的生态前提" 当然!个体是存在于

社会这个群体之中的" $小国寡民,其再小再寡!

即便果真$老死不相往来,!它同样作为一个群

体!必然对存在于其间个体的状态!包括其精神追

求状态与物质生活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个

体生命的价值与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体现!也必

然跳不出这个群体的制约" 所以说!庄子论政治也

罢!论个体生命罕言政治也罢!他的对个体精神自

由的追求与个体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必然地显示

出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要求和治理构想"

庄子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带有浓厚的复古情

怀!但同时也构建了现代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因素"

庄子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建德之国%至德之世,!

是超世俗和超人类的" $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

之国!而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直做而不知藏!与

而不求其极" 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

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2/山

木03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 当是时

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

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散之

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

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2/马蹄03 $子独不知

至德之世乎1 ++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甘

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鸡犬之声相闻!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 2/肤箧03 $至德之世!不尚

贤!不使能" 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

为文!相爱而不知以为能!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

不为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

迹!事而无传",2/天地03

庄子的社会和谐发展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庄子的宇宙观是具有深刻辩证精

神的相对时空观念" 时间的长短是相对%空间的

大小也是相对的" 因此脱离大小的相对语境!而

片面理解庄子的$小国寡民,!并进而将庄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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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寡民,的思想贬低和扭曲到一种厌世%退世的%

崇尚先古的%过往的社会发展理想!则是沿袭了大

多数人一贯和固执的愚见!沿袭了在理解庄子上

向来存在的自我式解读逻辑!沿袭了一种不自觉

的可能继续的错误" 事实上!在庄子那里!国不争

大是为小"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疯狂争霸的谋求

大国并一统天下的年代!庄子的$小国,构想更多

是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社会发展思想" 在

当下即是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坚决反对

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

义" 反对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合并和国家吞并!

反对破坏性的打破国际势力平衡!积极寻求建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 民不过剩

是为寡" 人口过剩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绝对人口

过剩"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在逻辑上应该没有

困难" 在历史上!也是有着生动和丰富的注解的"

在当代社会!人口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在一些发

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二是相对人口过剩" 在这一

点上!庄子比马寅初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的思

想来得更早更深也更远" 庄子先见并且是首创性

地提出人口控制的相对论观点!这种人口控制的

相对论观点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口空间控制论!即

在人口数量确定的特定历史时期反对寻找人口的

空间聚合!人口的大规模的空间聚合在具体的政

治实践中!除了经常处于乌托邦状态的儒家的

$以德立邦!民影从之,的幻想路径之外!根本的

路径是通过战争兼并而获得大量的人口!这种人

口增长是庄子极力反对的" 在当代中国!庄子的

这个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最近几年城市

化过度发展!大量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的政策失

误!重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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