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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是《庄子》外篇之一，中 心 是 讨 论 人 应 怎 样 去 认 识

外物，主要体现了庄子的认识论思想和“无 以 人 灭 天”的 生 存

态度。 其主旨是小大之辨，教人们要超越身边环境的局限，认

识自然或宇宙的宏大、无限，不要以管窥物，坐井观天，夜郎自

大。 从小大之辨引伸到贵贱、是非之辨，教人们不要束于俗见，
把贵贱、是非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秋水》篇告诉人们：从道即

自然的角度去看世界，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贵贱、是非，贵贱、是

非不过是各类事物在自己种类内部的一 种“人 为”约 定 而 已，
没有永恒性和普遍性。

一、庄子认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

从当时的时空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 庄子的认识论

带有相对性但绝非一种纯粹唯心主义领域的相对主义。 庄子

生活的时代值战国中期。 这时期，一方面物质、技术、文化都有

了较大的进步， 这为列国争雄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另一方

面，周王朝衰微，礼崩乐坏，天命神学 与 西 周 德 学 混 合 的 统 治

哲学明显衰落。 人心震荡， 思想上摆脱桎梏的士子们空前活

跃，这又为列国争雄提供了智力资源。 如果说周朝的礼乐制度

在春秋时期还是统治者口头上的点缀的话， 在战国时期则已

为统治者弃之。 庄子的认识论放大了当时社会灾难的迹象，不

见社会的光明和进步， 因而他有时被认为是悲观厌世者。 但

是，庄子的哲学却是独重人生境界之培 养、养 性 方 式 之 探 讨，
以此来指导修身以增益自身的价值，进而实现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敏锐地观察到其他诸子关注的社会世俗层面， 对世

俗层面的各种事物、现象作了比较细致、深 入 的 分 析，而 乱 世

里心灵苦难的东西还未得到深入的治疗。 如果说其他诸子关

注的是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圈子，庄子要探讨的则是极大与

极小、极高与极低的圈子，他总是要个 性 独 标，这 是 他 建 立 自

己学说体系的基本认识前提。 庄子独到的认识视角， 是其积

极、自觉追求的结果，而不是灵感突现的被动运用。 庄子对不

同角度的认识结果有着深刻的体察和觉悟。
庄子生活的时代，儒墨两家一直保持着显学地位。 儒家宣

扬“仁、义、礼、乐”，墨家主张“非命、兼爱、非攻”，在 某 种 意 义

上都是旨在维护封建专制和宗法制度， 并且将相应的是非观

念和道德标准强加于人。 儒墨将这种认识绝对化和凝固化，为

庄子所不容。 庄子不承认绝对的是非和贵贱，因此他以相对主

义作为一种武器， 抨击儒墨的独断论说教， 向显学提出了挑

战，否定他们的是非观、贵贱观、最高理想和道德标准等。
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哲学舞台上，庄子思想是独树一帜的。

相对主义虽然不是绝对正确的认识理论， 但是它有助于人们

冲决独断论的网罗，解放思想，开拓视野。 它对于启迪人们思

索认识真理的新途径，唤醒人们“独断的迷梦”，显然是有重要

意义的。

二、庄子《秋水》中的认识论思想

“道”是庄子哲学的精髓所在。 在《秋水》篇里，庄子表明了

自己认识世界的视角即“以道观之”，从“道”的 立 场 看 待 万 事

万物。 这是庄子认识论的重要思想，在庄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它展示了庄子独到的哲人眼光和高屋建瓴的智者姿态。
庄子由“以道观之”得出“万物齐一”的结论。

(一)“以道观之”的认识视角

庄子用一种超越的眼光，以“道”的独特视角来审视世界。
“道”便是庄子所谓的“无形、不可围”的东西，也是其思想的精

髓所在，在庄子哲学中最为尊贵高远。 “道”是心灵世界里亦梦

亦幻、空灵脱俗的遐思，又是精神空间里 无 拘 无 束、自 由 驰 骋

的畅想。 语言只能描述那些粗浅表面的认识，运用语言是对智

慧的蒙蔽。 庄子用心的直觉来感悟“道”的存在，获得关于“道”
的知识，这种知识难以言说，只能心领神会。 最高修养在于不

失自然，心境处于纯粹自然自得的状态。 行为是以“道”为中心

而进行的，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从“道”的角度出发 的，即“以 道

观之”。 “道”是一个没有偏私的立场，以此为着眼点，庄子看到

的是一个整体的宏观的世界。
(二)认识客体的多变性

庄子看到了宇宙万物的 运 动 变 化，认 为“物 之 生 也，若 骤

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即万物 的 生 长，犹 如 快 马 奔

驰一般，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化，没有一个时间不在移动。 在

论及万物时，庄子的“变化”观点就更加清晰。 他不但认定事物

本 身 在“变”、在“动”，而 且 认 定 这 个“变”“动”具 有 绝 对 的 性

质。 时间的永恒流变泯灭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定准，此时的物或

许就是它在彼时的异化。 这样的异化在无限的时空里恒久存

在着，所谓绝对确定性的认识即不成立。 可见庄子对认识对象

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有清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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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体认识的有限性

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环境里，受到特定时空的限制，于是人类的认识总是限于一定

的范围，加之自身生命存在的局限性，这就造成主体认识的有

限性和客体对象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可以从时间

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理解。 时间方面，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1］26 人世是有限有止、有终有

穷的，而宇宙的客体对象却是无穷无尽、无际无涯的。 生存时

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主体认识的有限性，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空间方面，“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曲士不可以语于

道者，束于教也。” ［2］160 井蛙坐井观天，以为世界只有井口大。主

体活动范围的局限，必然造成主体眼界的差异。 在有限空间里

活动的主体要去认识无穷无尽的客体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使认识活动陷入了困境。

(四)认识工具的局限性

语言作为人类的认识工具和手段， 不可能穷尽描述所有

的认识。 在庄子看来，如果人们在认识活动中试图凭借语言去

描述、议论事物，就只能获得对事物表 面 现 象 的 粗 浅 认 识，而

不能深入透析事物本质的内在精微。 即使人们凭着心意领会

了事物的内在精微，也不可能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 即使用语

言去表达物的本性，也未见就能表达的淋漓尽致，或者说表达

出来的就是事实存在的物， 思想见之于文字的东西与存在物

也有一定的偏差。 可见， 作为认识工具的语言有相当的局限

性，它只能描述极其微少的一部分认识，而不能尽乎其全地表

达所有的认识过程和事实。
(五)相对主义认识倾向

《秋水》开篇就讲到 河 伯“以 为 莫 己 若 者”，认 为 自 己 就 是

天下的最大。 及至见了大海的浩瀚辽阔，才自叹弗如。 这是大

小的对比，但庄子借北海若之口并没有讥笑河伯的浅陋，北海

若拿自己与天地相较，从而显出了自己的渺小。 万物的量是没

有穷尽的，时序是没有止期的，得失是 没 有 一 定 的，终 始 是 没

有不变的。 所以，大小的判断不是绝对的，每一层次上相对的

大都可转化为另一层次上相对的小。 这是对大小的相对理解。
庄子所讲大小的另一重含义，即有限与无限的相对。 从小大层

次进入有限无限的层次，具有了终极意义。

三、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局限及现代启示

（一）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

庄子的相对论认识思想虽然有标新立异之处， 但也有一

定的局限性。 在庄子看来，事物的变易性使人难以获得确定性

的认识，认识应当放在相对运动的层面上来理解。 在庄子哲学

中，相对主义与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致性的。 不过，
庄子虽然肯定物质的运动变化， 但只是片面地看到了运动的

无休无止，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忽视了物质的相

对静止性。 表明庄子对物质的存在状态缺乏全面完整的认识。
庄子比较透彻地看到，主体认识总是相对有限的，而客体

对象在宇宙间总是绝对无限的， 这就势必形成主体认识的有

限性与客体对象的无限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这种矛盾的存在

是永恒的。 其实，人类认识本身就是不断产生主客体之间的矛

盾，并坚持不懈地解决这些矛盾的无限过程，这一过程永远没

有终点。 庄子的“以道观之”，是一种独具个性的认识眼光，渗

透了庄子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相对主义倾 向，“万 物 齐 一”的

结论更是将这种相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庄子之所以坚持价值评价的相对性， 除了其一贯的相对

主义认识论根源外，就价值论而言，是因为他没有能正确把握

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流变性与稳定性，以及评价的多样性与

统一性辩证关系，特别是只看到价值的流 变 性，否 认 其 恒 常、
稳定性。 流变性是相对的，稳定性则是绝对的。 庄子割裂了价

值相对性与绝对性为代价，建立其相对主义评价论。 其实，价

值的相对性中包含绝对性。 否认价值相对性，就是否认价值主

体性、条件性、特殊性、历史性，从而忽视了价值的丰富性和变

化发展；否认价值绝对性，就会否认价值的客观性、确定性、普

遍性、恒常性，将其看成主观随意的，从而陷入极端相对主义。
（二）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现代启示

在庄子认识论中，认知，特别是感性认识的相对性所引起

的困惑，在“万物殊性”、“万物皆一”两个对立的理论观念的叠

合中，因获得一种理解、一种解释而消融。 在庄子看来，万物存

在都是相对性的，它不仅是我们认识的感性表象，而且也是世

界的真实状况。 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蕴涵着“万物殊性”那种经

验的确切性，另一方面蕴涵着“万物皆一”那种理智的实在性。
在庄子认识论中，对具体事物认知的相对性，上升为一种理论

观念———相对主义。 相对性不再是庄子认识进程中的困惑或

障碍，相对论成了庄子观察、对待自然、社会、人生各个领域内

具体事物的立场和态度的认识论基础。
庄子对历史上同时代诸子百家在价值评价问题上的独断

论之批判， 也适用于当代文化冲突， 特别是文化霸权主义现

象。 先秦时期，时局动荡不安，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便呈现出

党派林立， 百家争鸣。 每一学派都从各自利益和价值标准出

发，宣传思想，竞相是非，都以自己的价值标准为绝对原则，极

力否定和批判他人的价值标准。 庄子看到了这种价值评价的

片面、独断性，针对性地强调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相对性思

想，虽然有陷入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但是其历史意义不可抹

杀。 目前，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趋势

不断加强，随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效日 益 密 切，这 必 然 促 使

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每一种文化又都有其深

层独特的价值观念。 相对论思想启示我们要努力寻求能达成

人类公共理性和人类普遍道德生活秩序的道路。
庄子从更高的价值取向来肯定人的生活质量， 这对提高

人们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水平有积极意义。 依其相对主义评价

标准，庄子认为世俗人们追求的真、善、美、利是无意义的。 而

真正的价值在于人的生命和精神自由。 他哀叹世人为物质价

值，为功利奔波劳累，致使精神受到束缚而不想升华。 为此，他

主张追求一种自然无为的自由精神境界。 庄子的相对论认识

思想为现代人的文化精神生活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更多发人深

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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