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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莊的生平和定位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時代的楚國苦縣人，約略是今

天河南省周口市的鹿邑縣；現在的鹿邑縣境內，仍有一個「老君

台」的遺址。老子曾經擔任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很久，職責是管理國

家圖書。想必飽覽群經，學問淵博，相傳孔子還向他請教過

「禮」。老子後來因為周王室的衰落而離開，西出函關，隱居去了。

這時候的老子至少已經七十歲了。出關前，他留下了一部五千言的

書，就是所謂的《道德經》，通常直接稱之為《老子》。在道教

中，老子被尊為道祖，還升格為神仙。 

莊子，名周，字子休。戰國時代宋國的蒙人。曾經擔任為蒙漆

園吏。他的生平年代約與孟子、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根據《莊

子•秋水》篇的記載，楚威王曾要重金禮聘莊子為相，結果被莊子

拒絕了。莊子聲稱寧可在野泥巴裡打滾，也不願意被束縛在廟堂

中。莊子一生過著淡泊名利、隱居和清貧的生活，始終消遙自樂。

莊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妻子過世後的「鼓盆而歌」，顯示

出他對流俗的灑脫和超越。他留下了充滿寓言體的《莊子》一書，

被林語堂尊稱為「古典時期的散文泰斗」。 

在孟子眼中，莊子乃楊朱之徒。但遺憾的是，楊朱的學說無可

考。老莊或可歸之為楚學。楚國在中國的南方，可能由於氣候溫

暖、豐衣足食的緣故，向來在風氣上傾向於知足常樂，在性格上也

比較自由寬柔。甚至，楚國有許多人被形容為「隱者」之流；他們

對於政治與社會制度採取疏離的態度。除了老子以外，屈原和許行

也都是楚人。莊子雖是宋人，但宋與楚接近。楚國由於距離的緣故

受到周朝文化的影響很少，不像魯國是儒家的大本營。也因此，老

莊都瞧不起儒家所最重視的「仁義禮教」。尤其是莊子，按照《史

記•老莊申韓列傳》的講法，更極盡「剽（ㄆㄧㄠˋ）剝儒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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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 

老莊開創了道家思想，在中國文化裡佔有極為重大的影響和份

量，並隨著時代的治亂，而與儒家更迭交替為主流思想。奈何許多

學者總將中國人的心靈世界過度化約為只是儒家。事實上，傳統以

來對於庭園、建築、山水畫、乃至於對農居和田園生活的嚮往，都

有濃厚的道家境界──追求簡樸、與大自然合一、淡泊名利，以及

消遙自樂。即使是儒家的文人，在苦讀經書、追求功名之後，也會

期待後半輩子告老還鄉，回歸道家式的田園之樂。尤其在亂世或兵

疲馬乏之際，道家思想總最能撫慰人心，而其休養生息的主張也大

受歡迎。 

老莊政治思想的價值，在於對比出了一種超越性的政治理解，

並且非常具有特色。他們不像儒家那樣去標榜仁義禮教，也不似墨

家一般追求愛利萬民，更厭惡法家和許多國君只顧鞏固權位和富國

強兵。老莊楬櫫的是一種無為和消遙的政治藝術，期待讓人民各適

其適、自化自成。他們代表了中國最接近自由與多元主義的文化傳

統。 

無怪乎，《老子》一書被廣為翻譯成各國文字，頗為通行，並

曾被美國《紐約時報》列為全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而莊子更不

遑多讓，堪稱為中國最偉大、最有想像力、也最具有超越意識的思

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