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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5310 中國古代哲學專題研討: 從莊子到郭象 
Seminar: Issu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Zhuangzi to Guo Xiang      
課程網址 https://cuforum.cuhk.edu.hk 

      劉笑敢  

E-mail: liuxiaogan@gmail.com 

 
從莊子到郭象 

 

 本課依據莊子原書討論莊子思想的各個側面，兼及影響廣泛的郭象《莊子注》

的創造性建構。講授和討論以引導學生閱讀《莊子》和討論莊子之理論觀點和思

想體系爲主，重點在於理解和掌握莊子的一些基本思想觀念，比如安命、逍遙、

齊物、真知（不知），懷疑和直覺等，以及這些思想與現代社會與人生的關係。

課程也將以郭象注為例討論詮釋學的相關理論課題。 

 本課是研究生的研討課，選課的學生要準備自己閱讀《莊子》及《莊子注》

原文，以及相關資料，並積極參加小組討論。討論時間約占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三

十左右。 

 成績評定： 

 課堂討論（小組報告、主持、全班報告，自由討論） 40％ 

 期末考試或論文        60％ 

 獎勵成績（bonus）        5 % 

 

研討大綱： 

一、如何面對無可奈何的現實  

二、從超脫到逍遙 

三、紛繁的世界與齊物的境界 

四、汪洋恣肆中的哲學問題 

五、莊子哲學體系的擬構  

六、郭象的註釋及其哲學  

七、莊、郭研究中的詮釋學課題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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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 

（有 * 號的可以在大學圖書館 Reserve Books Section 閱讀） 

原典註釋及英譯 

*郭慶藩《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73。 

*陳鼓應 《莊子今注今譯》,北京︰中華書局，1983。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Burton Watson, t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or Chuang Tzu:Basic Writings,1964. 

A.C.Graham,tr.Chuang-tzu: The Senver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 

Victor H. Mair, tr. 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Honolulu: Univeristy of Hawai’i Press), 1998. 

 

關於莊子與郭象的參考書籍 

*崔大華《莊學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1992。 

陳鼓應《老莊論集》，香港︰中華書局，1991。 

葉海煙《莊子的生命哲學》，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0。 

*劉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或 2010 修訂版。 

*_____《莊子與沙特－兩種自由的追求》，台北︰正中書局，1994。相關章節。 

*湯一介《郭象》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9。 

*王博《莊子哲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顏世安《莊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陳少明《齊物論及其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王曉毅《郭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韓林合《虛己以游世——《莊子》哲學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二輯：註釋，詮釋，還是創構？》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7。 

吳怡《逍遙的莊子》，台北︰東大東大圖書公司，1991。 

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2。 

崔宜明《生存與智慧－莊子哲學的現代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相關章

節。 

關鋒《莊子內篇譯解與批判》，北京：中華書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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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編輯部《莊子哲學討論集》，北京：中華書局，1952。 

吳康《老莊哲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劉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89。相關章節。 

吳光明《莊子》，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8。 

董小蕙《莊子思想之美學意義》，台北︰學生書局。1993。 

莊耀郎《郭象玄學》台北：里仁書局，1998。 

盧國龍《郭象評傳──理性的薔薇》，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楊立華《郭象《莊子注》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0。 

Paul Kjellberg and Philop J. Ivanhoe, eds., Essays on Skeptcism, Relativism, and Ethics in 

the Zhuangzi, Albany, NY: SUNY, 1996. 

Huang Yong, "The Ethics of Difference in the Zhuangz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March 2010, Vol. 78, No. 1, pp. 65–99; 

_____ "Respecting Different Ways of Life: A Daoist Ethics of Virtue in the 
Zhuangz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9, No. 4 (November) 2010: 
1049–1069. 

David B. Wong, “Zhuangzi and the Obsession with Being Right,＂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vol.22, no.2 (April 2005). pp.91-107. 

 

其他參考書籍 

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臺北：學生書局，1974。第二章。 

牟宗三《才性與玄理》，台灣︰學生書局，1985。 

_____ 《莊子齊物論義理演析》，香港：中華書局，198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臺北：學生書局，1990。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灣︰三民書局，1993。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新編》（二）北京︰人民出版社，1984。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魏晉南北朝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83。 

Chang Chung-yuan, Creativity and Taoism: A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rt, and Poet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A.C.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9.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d Hansen: A T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A Philsoph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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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Cook, ed. Hiding the World in the Worl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詮釋學參考文獻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E. Linge,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夏鎮平、宋建平譯《哲學解釋

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second,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London: Sheed & Ward Limited, 1989. 洪漢

鼎譯《真理與方法》I，II，臺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93，1995。 

Jean Grondi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foreword by Hans-Georg 
Gadamer, translated by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嚴平譯

《詮釋學》臺北：桂冠圖書公司，1992。 

James Risser, Hermeneutics and the Voice of the Other: Re-rea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洪漢鼎《詮釋學──它的歷史和當代發展》，北京：人民出版社，2001。 

______ 主編《理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北京：東方出版社，2001。 

*殷 鼎 《理解的命運》北京：三聯書店，1988。 

嚴 平 《走向解釋學的真理》北京：東方出版社，1998。 

艾 科（Umberto Eco）等著、柯里尼編，王宇根譯，《詮釋與過度詮釋》北京：三聯書

店，1997。 

*傅偉勛〈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見其《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教》，台北︰東

大圖書，1990，頁 1－46。 

*劉昌元〈哲學解釋學、方法論與方法〉，《社會理論學報》，vol.1,n.2.207-227. 

*_____ 〈研究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跨世紀的中國哲學》沈清松主編，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王中江 〈“原意＂、“先見＂及其解釋的客觀性──在“方法論解釋學＂與“哲學解

釋學＂之間〉，《學術界》2001 年第四期。 

*_____ 〈經典詮釋與體系建構____中國哲學詮釋傳統的成熟與特點芻議〉，《中國

哲學史》2002 年第一期, 頁 3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