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 

 

《庄子》第一篇题为《逍遥游》，这篇文章纯粹是一些解人颐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含的

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的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

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这些必要条件的第一条是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为了实现这一条，必须充分自由发

挥我们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们的“德”，“德”是直接从“道”来的。庄子对于道、

德的看法同老子的一样。例如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

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所以我们的“德”，就是使我们成为我们者。我们的这个“德”，

即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也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幸福的。 

联系着这种自由发展的观念，庄子做出了何为天、何为人的对比。他说：“天在内，人

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他认为，顺乎天是

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天指自然，人指人为。 

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

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地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

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

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地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

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的《骈拇》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

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获得绝对幸福的方法 

可是道家思想还有另一个方向，它强调万物自然本性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

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的层次的知识和理解。由这种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绝

对幸福，《庄子》的《逍遥游》里讲明了这种幸福。 

这一篇里，描写了大鸟、小鸟的幸福之后，庄子说有个人名叫列子，能够乘风而行。“彼

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他所待者就是风，由于他必须依赖

风，所以他的幸福在这个范围里还是相对的。接着庄子问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



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在这里描写的就是已经得到绝对幸福的人。他是至人、神人、圣人。他绝对幸福，

因为他超越了事物的普通区别，他也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

所以他无己。他与道合一。道无为而无不为。道无为，所以无功，圣人与道合一，所以也无

功。他也许治天下，但是他的治就是只让人们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让每个人充分地、自由

地发挥他自己的自然能力。道无名，圣人与道合一，所以也无名。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