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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世俗的理想人格--庄子的精神境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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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大 中 小 〗 ）  

至人之用心着镜，不将不近，应而不减，故能胜物而物不伤。  

在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中，神话和宗教、神话和哲学都发生了密切关系；但两对关
系之间亦有所不同。神话和宗教密切地交融在一起，一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神话
和宗教始终没有发生界限清晰的分离。正如卡西尔所说：“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
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的成份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另一方面，神话甚
至在其最原始最粗糙的形式中，也包含了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了较高较晚的宗
教理想的主旨。神话从一开始就是潜在的宗教。”（《人论》第112页）神话和哲学
的关系与此不同。神话中潜伏着、涵蕴着思想，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理论思维、理
论概念尚为贫乏的古代哲学世界中，哲学思想通过神话表达出来，是经常发生的。庄
子这里有这样的情况，柏拉图那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随着理论思维的发展，哲
学和神话的分离也是必然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思维一经加强了，要求用自己
的要素以表达自己的存在时，就会觉得神话乃是一种多余的装饰品，并不能借以推进
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6页）人类这一思想发展进程尔在批评人们把
相拉图的神话当作他的哲学中最优秀的部分的误解时曾有一段概括的叙述；“许多哲
学思想通过神话的表达式诚然更亲切生动，但神话并不是真正的表达方式。 

哲学原则乃是思想，为了使哲学更纯正，必须把哲学原则作为思想陈述出来。神
话总只是一种利用感性方式的表达方式，它所带来的是感性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为着
表象，而不是为着思想的……象在古代那的神话表达方式里，思想还不是自由的：思
想是为感性的形象弄得不纯净了；而感性的形象是不能表示思想所要表示的东西的。
只要概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那它就用不着神话了。”（同上书，第二卷第169-17l
页）应该说，黑格尔所叙述的由神话换表象到哲学的思想这一人类精神发展的一般进
程，在庄子这里得到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在《庄子》的一些篇章里，已经给理想人格
那种幻想的、表象的超人的神异性以某种理智的、理性的、属于人的精神性的解释。
当然，这种解释在《庄子》中并不是始终一致的，而是属于理性程度不同的三个层
次。 

第一种解释：这种神异性是最高道德境界的体现或象征。例如《庄子》中写道； 

古之真人，不道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
者，登高不僳，入水不漏，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江《大宗师》）。 

至人之用心着镜，不将不近，应而不减，故能胜物而物不伤。（《应帝王》） 

按照这种解释，“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是实指一种特异性能，而是意味一种
主观与客观没有任何对立，“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精神境界的象征，是最高精神
境界“登假于道者”的心境状态。庄子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表象的、神话的形态，在
这里获得一个概念的、哲学的形态——“道”，这是一个非常高远的、需要相当丰富
的精神经历才能达到的境界。 

第二种解释：这种神异性是喻指某种精神修养方法或理智的生活态度所带来的生
存的安全和精神的安宁。例如《庄子》中写道： 



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 

非谓其薄之也，言察平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至德者，火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
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 其生若浮，其死
若体。不息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炔，信矣而不期，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
其魂不罢。虚无恬，乃合天德。（《刻意》） 

非常明显，按照这种解释，根本不存在“火弗能热，水弗能濡”的神异性能，
“个人只要有“宁于祸福”、“虚于恬淡”的精神修养，“循天之理”、“谨于去
就”的理智态度，天灾人祸皆“莫之能害也”。庄子理想人格精神境界原来那种神话
色彩的感性描述，在这里转变成一种思想概念的陈述——“至德者”合于“天德”的
生活。 

第三种解释：这种神异性是可以通过某种方术修炼而获得的特异功能。《庄子》
中写道： 

子列子间关尹子，曰：“至人潜行不室，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傈。请问
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壹其性，养其气，合
其德，以通乎物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却，物奚自入焉！”（《达
生》） 

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乘亦不知也，坠亦
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通物而不惜。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
于无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达生》） 

这种解释认为，所谓“入水不儒，入火不热”，既不是一种道德界体现，也不是
某种精神修养或理智态度带来的安全，而是通过“守气”、“守全”等的修炼工夫而
获得的一种真实的特异功能，一种特殊的“藏于天”的生理状态。 

这可能是最早的气功理论了。“守气”、“守全”的理论，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
包裹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多数人不屑于、也难以接近。但是，经过千百年来无数万术
之士的摸索、残履，证明它确有很多真实的、合理的、可行的成份；它不禁使人惊叹
人是一个多么宽广而深避的领域！然而它又不能在每‘术之士、每个人的同样实践中
得到证验，这又表明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和成熟性有待于提高；因为一种理论的科学程
度和成熟程度正是以它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来衡量的。就〈庄子》来说，这一“守气”
理论的提出，使庄子思想在某个局部发生了一种奇特的转化——神话向经验性质的古
代科学转化，感性表象向方术性质的理论概一念转化。 

《庄子》中对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神异性的三种解释，一方面共同地表现了庄子思
想对神话的脱离，都是舍弃感性表象而用某种理论概念来表述一种属于庄子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具体地显示了庄子思想在先秦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是抽象的、高远的、理
性直观内容逐渐削弱，而县体的、实际的、实践理论内容逐渐增多的过程。 

总之，由于楚文化的背景和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追求，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
染有幻想般的神话色彩是很自然的。但是，总的来说《庄子》一书在形式上不是神话
作品，在内容上复是远远般出神话的感性表象所可能蕴有的观念。因为《庄子》中在
一个地方出现的具有神话性质的感性表象，总是在另外更多的地方，在不同层次上被
理智的、理性的、超理性的思想概念所融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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