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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宋撷英

庄子，名周，生活在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
前 286年，他的著作结集传世被命名为《庄子》。
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一、庄子是宋国蒙邑人

略晚于庄子的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约前
233年）在著作《韩非子》中多处引用《庄子》的
内容，直称庄子为“宋人”。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
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
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
言。”商丘在秦朝属砀郡，始置蒙县；西汉时分封
为梁国，都睢阳，辖蒙县；司马迁著书的时代，宋
国及其蒙邑之地已属梁国，在蒙邑已置蒙县，故司
马迁直称庄子为“蒙人也”。

汉代史籍均记载庄子为宋国蒙人。刘向《别
录》云：“庄子者，宋之蒙人也。”班固《汉书·艺文
志》“庄子五十二篇”句注云：“名周，宋人。”《淮南
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

唐朝之后，商丘近邻鲁西南设置了南华县（今
东明县境内）、皖西北设置了蒙城县，两地分别建
造了庄子祠堂、庄子墓、庄子观等纪念物，言称为
庄子故里。

现代研究庄子的学者绝大多数坚持尊重史籍的
记载。鲁迅《汉文学史纲·老庄》：“庄子，名周，
宋之蒙人，盖稍晚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

《闻一多全集·庄子编》说：“庄子名周，宋之
蒙人。”“我们根据现在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
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
次，在齐国呆过一晌，此外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
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

崔大华《庄学研究·庄子考论》中列举庄子的
故里国属，有宋、楚、齐、鲁多说，“比较以上诸
说，以汉代学者之言为是：蒙为战国时宋国之地；庄
子为战国时宋之蒙人。”“《庄子》中多次记述到漆的
生产和用途，记述了手工劳动者的生活和技艺，这
些都可以印证庄子是一位熟悉当时的手工生产，曾
任宋国管理漆园种植和漆器制作的吏啬夫。”

颜世安《庄子评传》认为：庄子为宋国人，
《庄子》书中所记也可以证明，其出生地蒙地当在
今河南商丘县境内。“庄子之文固然有浓厚的楚文
化特色，但同时也有强烈的宋文化特征。钱穆就曾
从商宋文化的基本特征出发探讨过庄子的生平与思
想。所以庄子文中的楚文化特色，绝不足于否定庄
子为宋人的基本定论。”

1999 年版夏征农主编 《辞海》“庄子”条：
“宋国蒙 （今河南商丘东北） 人。” 于丹在央视
“百家讲坛”讲《庄子》心得时说：“庄子是战国时
候的宋这个国家的蒙地 （今河南商丘东北） 的
人”。 2008 年 11 月版范勇毅注译 《庄子全集》：

“庄子生于战国中期，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
东北）人。”总而言之，“庄子系宋国蒙邑人”是古
今学界的通识。

春秋时宋国之蒙邑，以蒙泽而得名。秦属砀
郡，始置为蒙县，至北齐废。蒙县经时代变迁和宋
元明清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水患，其城址逐渐淹没。
史籍记载，无论称谓蒙、大蒙城或小蒙城，距宋国
都城（又名归德、睢阳、商丘县城）或远或近，但
大致方位一样，即在商丘古城之北。宋国蒙邑的地
理位置在今商丘市北部，包括今梁园区北部和民权
县东北部这一带区域。

1971年，商丘地区文物部门在商丘市北，距
离约 10公里处的李庄乡蒙墙寺村发现古城遗址，
认定为汉文化遗址。蒙墙寺遗址与史籍所载蒙县县
城方位相吻合。2007年商丘市人民政府公布此地
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蒙墙寺向西偏北约6公里，在今民权县老颜集
乡唐庄村有庄周陵园。陵园占地 40余亩，陵墓前
有碑亭，内存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 1789年）所
立石碑一通，上刻“庄周之墓”四个大字，背面镌
刻立碑者 326名官绅士民名讳。园内立有庄子塑
像、碑林、牌楼等。2002年该处被定为河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蒙墙寺向北偏西约 10公里，在今民权县顺河
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现有六角亭等纪念
物。据当地人世代相传与地方史志记载，青莲寺村
北街有一宅区系庄子出生及生活处，称为庄子胡

同。在胡同北头东侧为庄子故居处，紧靠故居南端
是庄子讲学堂。在庄子胡同东南隅今尚存一古井，
相传为庄子汲水处，称为“庄子井”。

民权县加大庄子文化弘扬力度，投巨资修建了
庄周大道、庄周学校、庄子文化馆、庄子碑林、庄
子广场等，先后多次举办国际庄子文化节和庄子文
化高层论坛，与国家邮政局合作举办了《古代思想
家庄子》邮票首发式，使庄子文化进一步弘扬创
新。2010年 10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民权
县为“中国庄子文化之乡”，并同意建立“中国庄
子文化研究中心”。

二、庄子是一位千古奇人

庄子是宋庄公的后裔。庄公乃宋穆公之子，在
位十九年（公元前 710—公元前 692年）。武、戴、
庄、桓之族都是宋国执政的公族。庄子卒年，宋国
灭亡，庄子生活在宋国的衰弱至灭亡期。当时诸侯
混战，争霸天下，荼毒百姓，庄子不愿与统治者同
流合污，便隐居故里，潜心学问、著书立说、讲学
带徒。

以庄子之才学取得高官厚禄如探囊取物，然庄
周无意仕途，只在不长的时间里做过管漆园的小
吏。他持才傲物，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故常居困顿
之中，还曾向河监侯借粮度日。他偶尔也会钓鱼充
饥，如钓得多了马上就放生回河泽。

宋国人惠施学富五车，是名家祖师，与庄子是
辩友，经常打嘴仗。惠子做了魏国的相国，带着百
乘衣锦还乡，庄子讽刺他奢侈显摆。庄子去魏国访
他，他派人到寻处找庄子，庄子嘲笑他：你别怕我
来谋取你的位置，相国职位不过是一只“腐鼠”而
已。惠施遇难身亡后，庄子过惠子墓，留下了痛失
好友的泪水，哀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
矣！吾无与言之矣！”

庄子曾拒绝楚威王的聘请。楚威王听说庄子的
才学很高，派使者带着厚礼，请他去做相国。庄子
笑着对楚国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
也。可你就没有看见祭祀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
年，然后给它披上有花纹的锦绣，牵到祭祀祖先的
太庙去充当祭品。到了这个时候，它就想当个小
猪，免受宰割，也办不到了。你赶快给我走开，不
要侮辱我。我宁愿象乌龟一样在泥塘自寻快乐，也
不受国君的约束，我一辈子不做官，让我永远自由
快乐。”

《严复集·庄子评点》称：“庄子是自由主义的
始祖。”

他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精神世界里，安贫乐道，
齐观万物，与鱼鸟同游乐；不仅视名利如粪土，还
视死亡如长生，梦化飞蝶，幻化鲲鹏而神游天地。
其妻去世，竟“箕踞鼓盆而歌”送妻升遐。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
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
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
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他继承和发展了老聃的思
想。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
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

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
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

“道未始有封”。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
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设想一种“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
自得。

章太炎《齐物论释》说，“齐物者，一往平等
之谈。”认为庄子不仅把人与人看得平等，而且把
人与世界万物一样看得一律平等。庄子认为如果能
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
即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
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的“无为”是指心
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
也称为“无待”。抛弃了名利束缚，“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是一种心与“道”
合一的境界，被认为是《庄子》的主旨。

庄子的神秘思想对中国道教有奠基作用，老
子、庄子并称，都是道教鼻祖。宋国是殷商的遗民
大本营，庄子神话思想来源于殷商“率民以事神”
的文化传统。庄子在唐玄宗天宝初被诏封为南华真
人，其书《庄子》尊为《南华真经》。

产生于两千年前宋国的庄子思想，以其蕴涵的
深刻智慧、独特的思想姿态和妙绝的言说方式，立

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以寻求个体生存安身之命
的价值为指向，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身的全面和谐，成为照亮现实世界的理性之光。深
邃宽广的庄子思想有着严密庞大的体系，它表现出
对自由的热烈向往 （逍遥）、对平等的积极追求
（齐物）、反抗强权的自觉意识（无为）、执著的求
真品格（自然），具有着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科
学思维品质、宗教般悲悯的情怀，是世界人民宝贵
的思想资源。

三、《庄子》是一部千古奇书

《庄子》一书，《史记》称：“著书十万余言，
大抵率寓言也。”《汉书·艺文志》记为五十二篇，
今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
一。所传三十三篇，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
亦有不同。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
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自由主义，蔑视礼
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
游》和《大宗师》等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

魏晋以来，对《庄子》校注义疏者不下百数十
家。近人王先谦《庄子集解》简而明，郭庆藩《庄
子集释》博而全，收于《诸子集成》中。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通俗易懂。

研究庄周《庄子》称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之
为“庄学”，仅20世纪上半叶，我国就出版有50多
部专著，论文更是难计其数。《庄子》很早就传到
了日本等国，20世纪 40年代以来，日本就出版了
研究庄子的专著 40 余部。1881 年就有了英译本
《南华真经》，仅 1980年前后，就出版有 20多种英
文版的《庄子》及其研究专著，英语世界庄学研究
也走向了成熟与繁荣。庄学在海外被关注程度也有
渐渐上扬之势。

《庄子》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文汪洋恣
肆、想象丰富、气势壮阔、瑰丽诡谲、意出尘外，
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从文学视角看，《庄
子》其中有神话传说、小说、散文和学术批评四类
体裁。庄子的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
色彩，富有幽默的意趣，尤其善于运用寓言说理，
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被称之为“文
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闻一多 1929 年作《庄
子》一文，盛赞其文学成就，尤其是其想象力、谐
趣和寓言技巧。他认为庄子用寓言最多、也最精；
寓言成为一种文学，是从庄子起的，中国寓言史自
然要以庄子为鼻祖。

庄子是世界古代思想家中最善用神话的少数人
之一，以神话和寓言来启发认识、揭示哲理，古希
腊有柏拉图、希伯来有耶稣、印度有佛陀，中国则
首推庄子。

《庄子》文采飞扬，历代文人莫不慕悦其文
辞，嗜不忍释。金圣叹誉为“天下奇书”。鲁迅
说：“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
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戚扬《庄子补注·跋》云：“庄周为道家巨
子，其书旨趣博奥，为世脍炙久矣。”闻一多说：

“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李泽厚说：
“中国文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内心永远是庄子。”

两千年前的庄子自然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但他
是个文化创造者。《庄子》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
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
玄远高深的水平，《庄子》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
宝。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
《庄子》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
刻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

郭沫若曾盛赞庄子：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
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以思想
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
无仅有。（《鲁迅与庄子》）

庄子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商丘在宋国时期的社会
生活信息，留下了游刃有余、薪火相传、运斤成
风、鲲鹏展翅等众多成语典故，还留下了无尽的思
想文化资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前人
们对庄子的研究也是初步的，《庄子》还会流传下
去，以待后人观赏揣摩。

庄周《庄子》传千古
□ 赵云峰

本报讯（记者 鲁 超）近日，我市知名作家倪传启的新
书《聆听故乡》出版，该书是一本散文集，更是通过文字来
展现家乡风土人情与美丽景象的一本佳作。

《聆听故乡》所收集的散文，大多都是在报纸、杂志、
网络媒体发表过的，是紧紧围绕乡思、乡音、乡愁、乡韵而
写出的优美散文合集。捧读该书，作者心目中的美丽故乡扑
面而来。《故乡的炊烟》给人留下的是温暖，是眷恋，是魂
牵梦绕；《故乡的云》给人留下的是思念，是依恋，是惆
怅；《乡韵》给人留下的是余音袅袅，是乡韵难忘……

倪传启，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注册会计师、高级
咨询师、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理事，曾在《人民日报》《经
济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散文选刊》《商丘日报》《京
九晚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 400多篇，曾
出版散文集《警营心语》《点燃激情》等书籍。

倪传启新书《聆听故乡》出版

本报讯（焦风光）日前，我市作家万济江凭借获得“夏
衍杯”创意奖的电影剧本和多部电影作品，被中国电影家协
会吸收为会员。另外，因为万济江创作的小说、散文、剧本
及报告文学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且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他
也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万济江多年来笔耕不辍，之前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后，他是我市唯一获得四项国家级会员资格
的作家。

近年来，万济江创作了多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电影作品。其中，电影剧本《一个都不能少》
荣获“夏衍杯”创意奖；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李学生》入
围加拿大国际电影节金枫叶奖，参加第 27届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国产电影新片推介展映，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
奖”；电影剧本《大爱如金》获河南省面向全国征文优秀
奖；电视连续剧剧本《早晨阳光好》获中组部等四家单位联
合举办的面向全国征文优秀奖。

万济江成为我市唯一获得

四项国家级会员资格的作家

2月14日，夏邑县郭店镇骆天庙村村民在该村无框画生
产车间加工无框画。这样的无框画通过电商每日发货1万多
单，成为乡村振兴一大主导产业。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文化简讯

2月16日，游客在永城市演集街道办事处时庄村参观传统手工染坊。近年来，该村
充分利用厚重的文化资源和美丽的田园风光，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先后建成了五
大文化艺术苑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之一。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2月15日，在商丘古城内的睢阳区非遗保护中心，非遗传承人通过讲解、技艺演示、
手把手示范等方式，与游客积极互动，展示非遗手工艺文化，让游客充分体验传统手工艺
的独特魅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2月 17日，在宁陵县刘腾龙笔
庄，省级非遗传承人刘兰亭在传授
孙子刘恩杞制笔技艺。

公元 1858 年，英法联军攻陷
大沽，京津罹遭兵祸。为避难，刘
腾龙携全家移居宁陵县城，刘氏以
制笔为业，开庄设店，立号为“刘
腾龙笔庄”，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多
年的历史。

“刘腾龙毛笔被授予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也是我们的优秀传统
文化，我们一定要好好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作为刘腾龙毛笔的第
五代传承人刘兰亭说。

出生于 1994 年的刘恩杞是刘
兰亭的长孙，自幼在制笔世家成
长，长久的熏陶，再加上长辈有意
识地传授和自己对这项传统工艺的
兴趣，让年少的刘恩杞就对毛笔工
艺了然于胸，对家传手艺念念不
忘，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情感。

大学期间，刘恩杞擅长写作，
2014 年毕业后在一家网络媒体工
作。念及刘氏笔业的传承，后来他
毅然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宁陵中原
毛笔生产基地“刘腾龙笔庄”。

刘恩杞跟随爷爷刘兰亭专心学
习制笔技艺，从选毛、齐毛、梳
理、清杂等 82道制笔工序中，认
真领悟，细心操作，秋去冬来，苦
练多年。他不但掌握了毛笔制作技
能，而且学到了爷爷“制笔做事先
做人”的处事之道。

如今，刘恩杞经常到全国各地
展销刘腾龙毛笔，先后去过国际
（深圳）文博会、国际（合肥）文
博会、全国文房四宝（北京）博览会、海峡两岸（厦门）文
博会、全国非遗（昆明）联展。他创作的作品先后获得中原
（鹤壁）文博会“金奖”、中华老字号（杭州）精品博览会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老字号品牌奖”。

刘恩杞介绍，笔庄在做笔中有“清杂”这道工序：“清
毛犹如正国风，秃横细绕如奸佞，不得可怜不惜用，见一去
一莫同情。”技师们将秃峰、弯毛、杂色毛剔除出去，才能
制作成为万毫一体的合格毛笔。去年，纪检监察部门就以

“刘腾龙毛笔制作”为题材，拍摄制作了《做正直毛笔 写清
廉史话》视频，在河南省纪委监委官网推送。

正式经营笔庄七年的刘恩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刘腾龙
毛笔第七代制笔传人，他现在掌管着商丘市区的刘腾龙笔庄
门店，也在努力创新传承，让刘腾龙毛笔走出商丘、走向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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