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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养 

 

读《庄子》，学寓言 
 

张艳玲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教授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气势磅礴、纵横恣肆，尤其善用寓言。他的寓

言想象奇特，寓意深远。 

    在《庄子·人间世》中有一个关于“树”的寓言：一个姓石的木匠在去齐国的路上看到一颗

栎树。这棵树很大，它的树荫能够遮蔽数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高度像山一样。当地人把它奉

为社神，很多人都来观赏，但木匠却对它不屑一顾。他的徒弟对此感到疑惑，木匠说：“这是一

棵没用的树。用它造船，船会沉没；用它做棺椁，棺椁不久会朽烂⋯⋯”晚上，木匠做了个梦，

梦到栎树对他说：“那些果树，每年果实累累，是人们眼中的有用之树，但人们为了摘取果实，

折断或拉弯树枝，因为它们有用，反而受到伤害。有时候没用才是大用。” 

    庄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有用？一棵树，它可以做家具，它是有用的；它可以遮阴

凉，挡雨雪，它也是有用的。这个寓言给现实中追求名利的人一个提醒。有一句俗语：山坡上开

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里它只是饲料，是有用的。然而，鲜花也可以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这需

要穿透眼前利益的遮蔽才能看到。 

    《庄子·秋水》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

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

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

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惠施在梁国做国相，庄子去看望他。有人告诉惠施

说：“庄子到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惠施非常害怕，于是到处寻找庄子，找了三天三夜。庄

子知道后，前去见他，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那鹓鶵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不

是梧桐树就不栖息，不是竹子结的子就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就不喝。这时一只鹞鹰拾到一只腐

臭的老鼠，鹓鶵从它面前飞过，鹞鹰看到后仰起头，对鹓鶵发出‘喝!’的怒斥声。现在难道你也

想用你的梁国相位来吓唬我吗？”庄子将自己比作鹓鶵，将惠子比作鹞鹰，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

在庄子看来，人生于天地之间，奔走于金钱，汲汲于名位，实在无趣。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至今，人们很难看破名与利，为利痛

苦，为利奔波，为利失去自由与快乐，“心为形役”，在庄子看来，这样是不值得的。 

    为了名利的人，其实都心有所囿，如果能冲破这个边界，就能获得自由和快乐。儒家告诉我

们，要有社会担当；道家告诉我们，要超越生命境界。读庄子寓言，会让我们领悟到另一种生命

哲学，体悟到另一套人生参照体系。 

    庄子的寓言看似都是一些“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但如果与实际生活联系起

来，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故事都贴近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