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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荣格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以老庄思想为首的道家哲学是荣格思想的重要源泉。本

研究立足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及阐释学方法，对《庄子》一书

中所蕴含的道论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明确庄子之道的自性化内涵，并从中提炼出庄子道论

思想中的中国式自性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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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eory founded by Jung was influenced by Taoist philosophy, the Taoist 
philosophy headed by Chuang Tzu’s thought w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Jung’s thought.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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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eory founded by Jung,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and 
hermeneutics methods, this study aimed to deeply explore the theme of “the Tao and individuali-
zation” in Chuang Tzu’s thoughts, founded the individualization connotation of the “Tao” in 
“Chuang Tzu”, and further concluded the way of Chinese individualization in Chuang Tzu’s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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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性(Self)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核心概念。荣格认为自性是人格的完整性，是方向与意义

的原则与原型，心灵发展的目标即自性。自性化则是个体不断接近自性，成为真正的自己的过程。莫瑞·斯

坦认为，自性化是一个人实现其自生命伊始就具有潜能的过程(周党伟，赵艺敏，2019)。 
自性这一概念的形成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印度与中国文化的影响。《荣格的工作与生活》

一书的作者芭芭拉·汉娜认为“荣格借用东方人的方式取来了‘自性’这个词”(李亦雄，1998)。荣格

的自性化理论深受东方智慧尤其是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正如申荷永教授所说：“中国道家哲学，道之

原型意象，老子与庄子的启发，正是荣格获得其自性与自性化的源泉。”(申荷永，高岚，2018)。 

2. 荣格与庄子 

荣格曾称自己为庄子的信徒(申荷永，高岚，2018)，对老庄哲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并投入了巨大的精

力。如果说，老子所代表的道家精神是荣格最后的精神皈依，那么在荣格童年时期，就曾与庄子有了跨

越千年的交流。 
在荣格自传中，荣格回忆其童年中的一段经历。在荣格家附近，有一个斜坡，在其上有一块突出的

石头。儿时的荣格经常坐在石头上进行想象游戏。他会思考“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人呢，还是那个被

人坐着的石头。”(刘国彬，杨德友，2009)荣格的这一思考，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典故。

《庄子·齐物论》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

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荣格、庄子这两位智者思考

的对象虽然不同，但其思考的问题却惊人的一致。庄周梦蝶最终启发庄子提出齐物论的道家哲学。荣格

在石头上所玩的想象游戏最后被荣格发展成积极想象的技术，并最终形成其自性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说，

荣格与庄子是知己呢？ 

3. 庄子之道 

庄子是老子道思想的继承者与发展者。相比于《老子》的朴实无华，《庄子》一书更加汪洋恣肆，

让人读罢，有畅快淋漓之感。那么，庄子对道的本体、功用、属性以及表征上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3.1. 道的本体 

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本体的论述，即承认道的实存性，道包容万物，创生万物，是世界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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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岱年所说：“到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亦主张道是宇宙之究竟本根。”(张岱年，2005)庄子把作

为宇宙根源的道称之为“本根”。庄子说：“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

根。”(《庄子·知北游》)在庄子看来，道仿佛不存在，也不轻易为人所知，然而他的作用却极其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不仅重视道的本体论意义，还进一步指出道的认识论意义。在庄子看来，人的

认识是有界限的，而“道是脱离一切具体认识的抽象，是绝对无差别的认识境界。”(刘笑敢，2011)在庄

子看来“任何常人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辨，任何爱物的感情，都是对道的破坏。”(刘笑敢，2011)。 

3.2. 道的作用 

那么作为世界“本根”的道有什么作用呢？同老子一样，庄子认为道创造了万物，是万物的起源。

庄子说：“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庄子所说“生

天生地”所阐释的正是道衍生万物的功能。 
除此之外，道还是世界的总根据，决定天地万物的发展。庄子说：“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

乎？(《庄子·大宗师》)”其中“所系”、“所待”正是依据、凭恃的意思。在庄子看来，道是世界存在

的总根据，决定天地万物的发展。 

3.3. 道的表征 

老子认为圣人是道的表征，圣人的一举一动都是道的体现。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圣人观，提

出了真人观。陈鼓应说：“真人体现‘道’的无限性、整体性和自由性。”(陈鼓应，2008)。 
那么何为真人呢？在庄子看来真人最大的特征是“无待”。徐复观说：“人生之所以受压迫，不自

由，乃由于自己不能支配，而须受外力的牵连。受外力的牵连，即会受到外力的限制甚至支配。这种牵

连，称之为‘待’。”(陈鼓应，2008)可见无待正是不受外力的限制，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庄子所说的逍

遥游境界。 

4. 老庄之道的比较 

老庄的道论思想有其共通之处，然而两者在某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老子、庄子对于道的本体的认识有所不同。庄子对道的本体的认识基于老子的论述，他们都

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但对“道”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解存在差异。学者崔大华认为老子的“道”是“具

有某种实体性质(并不是实体)的实在”，而庄子所阐释的“道”是“某种内蕴于万物之中，又包容一切事

物和状态的世界总体性实在，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哲学理念。”(崔大华，1999)陈鼓应认为：“老子的道，

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而庄子则将他转化为心灵的境界。”(陈鼓应，2008)。 
其次，老子、庄子对道的作用的认识上有所不同。老子和庄子都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但在内涵上

有很大的不同。老子关注的是道对万物的作用，而庄子则聚焦于人的精神发展。庄子明确提出不仅可见

的万物由道所创造，不可见的精神也来源于道。正如学者陈鼓应所说：“老子特别强调道的‘反’的规

律以及道的无为、不争、柔弱、处后、谦下等特性，庄子则全然扬弃这些概念而求精神境界的超升。”

(陈鼓应，2008)。 
第三，老子、庄子对道的属性的认识上有所不同。相比于老子，庄子之道更加突出道的整体性特征，

学者陈鼓应认为：“庄子建立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认识论系统，这是老子所不及的。”(陈鼓应，2008)
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之上，探索心灵的转化，从这一层意义上老说，庄子可称之为境界哲学。 

第四，老子、庄子对道的表征上的论述有所不同。老子认为圣人是道的表征，到庄子则进一步发展

为真人。从老子的圣人到庄子的真人的转变体现了道的不断发展变化。老子并未明确提出具体的圣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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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圣人在《道德经》一书中更多的是一种泛指，是道的抽象的符号。而到庄子则演变为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如姑射山神人，兀者王骀。 

5. 《庄子》中的自性化道路 

5.1. 逍遥游与超越功能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的首章，历来被学者所重视。那么，什么是逍遥游呢？万勇华认为庄子的逍

遥偏重于精神的逍遥，其含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精神自由(万勇华，2013)。学者刘笑敢则点明了逍遥游与

心的关系，在他看来：“所谓逍遥游只是心之游，即‘游心’……逍遥游的主体是心灵，所游之处时幻

想中的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的实质即思想在心灵的无穷寰宇中遨游飞翔。”(刘笑敢，2011)。 
在本文中，我们把“逍遥”的境界看作是自性显现的境界，而“游”正是通过超越功能的发挥而达

到自性的方法。荣格曾专门撰写超越功能的文章。在他看来超越功能是一种心理功能，是由意识和无意

识内容的结合而产生的。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游心”正是对意识与无意识整合的一种体现。由“游”

打破心灵的界限，也就是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所带来的“逍遥”的境界正是对自性体验的最好说明。 

5.2. 安命与心性的发展 

《庄子》一书中对“命”多有论及，如：《庄子·天地》中说：“且然无间谓之命。”在这里“命”

被认为是万物先天性的存在条件。庄子的“安命”说主要有“安之若命”和“安时处顺”这两种。“安

之若命”出自《庄子·人间世》一篇。庄子在此篇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此外，《庄子·德充符》中亦有“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的论述。 
在庄子看来，有道之士能够安于现实，面对任何环境都能够顺应天命，泰然处之。虽然庄子认为命

运具有不可抗拒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面对命运，我们无能为力。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进一步

提出“安时而处顺”的方法。庄子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然而，不管是“安之若命”还

是“安时处顺”，庄子的落脚点都在于获得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悬解”。 
在荣格看来，自性对于世人的影响正如命运之于普通人的力量一样，荣格称之为“上帝意志”。荣

格认为：“把以冲动的形式表现在我们身上的自然力量描述成‘上帝意志’，不仅更加有利，而且更加

‘正确’。”(杨绍刚，2019)在荣格看来，认同自性的力量，接受自性的存在，正是对自己祖先心理生活

习性的认可。存在于我们身上的这股力量正是一种生存能力的体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荣格认为：

“通过遵守这种习性，一个人就会有一个合理的生活预期。”(杨绍刚，2019)荣格在这里所诠释的正是庄

子“安命”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心理学意义，那就是学会接受自性的力量，学会与自性相处。 
荣格曾说：“你没有觉察到的事，就会变成你的命运。”(李德荣，2003)可见，在荣格看来，无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命运的作用，那就是影响你的人生。而庄子的“安命”说对我们如何处理与无意识之

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申荷永教授所说：“荣格把其分析心理学的目的定义为‘自性化过

程’，强调自性，真正自我或内在的觉醒与成长。所谓的‘觉醒’，便是让我们的自我意识到自性的存

在；而自性的‘成长’，则意味着我们对无意识生命历程的体会与接受。”(申荷永，徐峰，宋斌，2004)
而庄子“安命”观正是我们与内在无意识和谐相处，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方法。 

5.3. 齐物论与自性显现 

我们说自性的境界是“逍遥”，也就是实现心灵的解放，获得自性的体验。而“安命”正是“逍遥”

境界的基础。然而，现实是我们并不能“安命”。不能安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执着于“我”。此处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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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意识中的“小我”，心理学中称为“自我”。我们执着于“自我”，所以就有了你我、对错、善恶、

美丑、贫富之分。庄子的齐物论正是为了消解狭隘的自我，而帮助人们获得真正的我，也就是自性显现。 
齐物论开篇即提出“吾丧我”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区分“吾”与“我”。学者方东美认为这里的“我”

是一种“小我”。他认为之所以称之为“小我”是因为“在思想上或情操上，每个人都常以自我为中心，

同于己这就是之，异于己者就非之，所以造成许多隔阂，把和自己不同的看法排斥掉，或隔绝起来，而

自以为是。”(陈鼓应，2007)庄子在《齐物论》开篇提出“吾丧我”正是为了打破小我，而使自己认识到

真正的“我”。正如学者陈鼓应所说：“‘丧我’便是摒弃偏执的我。‘吾’乃是开放性的、本真的自

我。”(陈鼓应，2008)。 
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庄子的齐物论正是自性之整体性的最好阐释。荣格曾明确区分“自我”与

“自性”。在荣格看来，自我是意识的主体，而“自性”才是人心灵真正的主人。“自我”正是荣格所

说“吾丧我”中的小我。这个“我”有其认知的局限性，它是明确的，判断的，所以单纯从“小我”出

发，人们总会陷入各种二元对立的处境中，所以不可避免的有了各种情绪、挫折，这也是人们出现心理

问题的原因。 
自我的追求是否真的是人类生命的必然追求？在荣格看来不是。否则也不会有心理疾病以及“中年

危机”的出现。在荣格看来“中年危机”正是自我怀疑的一种表现。既然“自我”只是意识的中心，那

么谁才是自己整个心灵的中心呢？荣格提出“自性”的概念。“自我”有着一定的界限，它只能在已知

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但人的心灵事实上是没有疆域的，所以荣格用“自性”来取代“自我”。“自性”

既包括已知的，也包括未知的，它是人的心灵的真正主人。“自性”不仅是人心灵的中心，而且还包含

意识和无意识在内的全部内容。而庄子齐物论正打破自我与自性之间的界限，从而使自性得以显现的重

要理论。 

5.4. 体道与自性化方法 

同老子一样，庄子也重视体道。在庄子看来，道无形无相，只有通过体验才能接近道。那么什么是

体道呢？学者崔大华认为体道是对在心目中已经设定的作为体现世界最后根源、最高本质“道”的那种

精神世界的体验、皈依，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不属于确切意义上的认识活动。那么如何体

道呢？庄子提出三种体道的方法，那就是“心斋”的方法、“坐忘”的方法以及“见独”的方法。庄子

的这三种体道的方法正是庄子中所蕴含的中国自性化方法。 

5.4.1. 心斋 
心斋的方法见于《庄子·人间世》一章，“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

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如果把“心斋”的“心”

看作是人的意识的话，心斋即是意识对无意识的准备状态，即意识以一种开放、包容、尊敬的态度对待

无意识，而这也是自性化之始。 
“心斋”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理解“气”。在庄子看来，听从感官(耳)和意识(心)都不能接近道，只

有顺从于气才能感受到“道”的存在。那什么是气呢？陈鼓应认为：“在这里‘气’当指心灵活动达到

极纯净的境地。换言之，‘气’即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陈鼓应，2007)简单来说，庄子的

“心斋”是抛却感官的束缚，而以空明的灵觉之心感悟体验道。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庄子的“心斋”之法，我们可以把“心斋”的步骤具体分为以下几个

步骤： 
1) 让自己的意识处于平静状态，可以通过专注于某一意象或观察自己的呼吸使自己平静下来； 
2) 在这一过程中，慢慢的使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的感觉过渡到觉察自己意识中呈现的一些想法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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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注于观察这些想法、意象是如何出现的而不加以干涉； 
4) 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慢慢的想法和意象也不再出现，内心出现一种映照万物却不为万物所束缚

的内在体验。 
5) 在这状态中，自性体验得以显现。 

5.4.2. 悬解 
“悬解”一词见于《庄子·养生主》和《庄子·大宗师》两篇。在这两篇中，庄子都阐释了“安时

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悬解思想。崔大华认为庄子所说的悬解包含三层含义：从生命之实体意义上理

解，生为悬，死为解；从人之认识意义上理解，有生死系念者为悬，无生死系念者为解；从人之精神状

态上理解，无有系累即是悬解(崔大华，1999)。 
生死是人生第一件大事，生之喜悦，死之恐惧伴随人的一生。正如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那样，对人生

影响最大的两种驱力，一种是生的驱力，一种是死的驱力。而庄子悬解正是一种摆脱两种驱力，从而使

人获得心理解脱的方法。烦恼，恐惧，忧患等人类不愿意面对的心理负面能量通常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

荣格称这一部分被压抑的心理负面内容为“阴影”。“阴影”是分析心理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荣格用来描述人类内心深处隐藏的或无意识的心理层面。因为阴影所代表的内容通常不被人的主人格所

接受，所以被压抑在人的无意识深处。荣格认为承认阴影是进行自我认识的基本条件。 
庄子悬解的方法正是对人生苦恼的一种解脱。在庄子看来，面对人生中的种种烦恼，要做到“安时

而处顺”，只有这样才能“哀乐不能入也”。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悬解”正是面对无意识中的

阴影，与阴影达成和解的方法。正如申荷永教授所说：“阴影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存在，意识到阴影存

在本身，已经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觉察自己的阴影，乃至达到某种心理的整合，也是心理分析过

程中重要的工作目标。”(申荷永，高岚，2018)。 

5.4.3. 坐忘 
“坐忘”是庄子的另一种体道方法，出自《庄子·大宗师》一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

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陈鼓应认为：“‘忘’为与外界适然融合而无心。”(陈鼓应，2008)徐复观先

生曾就解释过“坐忘”的方法，在他看来：“‘堕肢体’、‘离形’，实指的是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

‘堕聪明’、‘去知’，实指的是摆脱普通所谓的知识活动。庄子的‘离形’，并不是根本否定欲望，

而是不让欲望得到知识的推波助澜，以致溢出各自性分之外。在性分之内的欲望，庄子即视为性分之自

身，同样加以承认的。所以在坐忘的境界中，以‘忘知’最为枢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

知识活动。”(陈鼓应，2007)。 
如果从分析心理学的视角阐释庄子“坐忘”的方法，忘字阐释的正是意识对无意识的开放，意识与

无意识整合的方法。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平静自己的内心； 
2) 锻炼自己的注意力； 
3) 使自己以一种不评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各种想法； 
4) 专注于自性体验。 

5.4.4. 见独 
庄子“见独”的方法同样见于《庄子大宗师》一篇，“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

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陈鼓应认为所谓的“见独”指的是洞见独立无待的道。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一书，最重视

‘独’的观念。老子对道的形容是‘独立而不改’，‘独立’即是在一般因果系列之上，不与他物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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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的意思。不过老子所说的是客观的道，而庄子则指的是人见道以后的精神境界。”

(陈鼓应，2007)“朝彻”是对道的初步体验，获得一种“至人若镜”的心境，可视为自性的浅层次体验；

“见独”则是感受到“自性原型”的强烈体验；最后的“无古今”和“无生死”是真正摆脱时间和生死

观念的束缚，获得精神解放的体验，属于自性最深层次的体验。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庄子的“心斋”、“悬解”、“坐忘”、“见独”是一个系统的自性化过程。

“心斋”是自性化的前提准备，是意识与无意识的面质之始，是对无意识的一种开放、接纳；在与“无

意识”的面质过程中，必然会面对来自阴影的沖击，而“悬解”正是庄子提出的与无意识中的阴影达成

和解的方法；“坐忘”是意识与无意识融为一体，打破二者的藩篱，融为一体的过程；而最后的“见独”

则是见道的过程，即获得自性的体验。我们可以发现，庄子的自性化过程是一条系统的求道过程。 

基金项目 

2021 年泰山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支持(5013210008)。 

参考文献 
陈鼓应(2007). 庄子今注今译. 商务印书馆. 

陈鼓应(2008). 老庄新论(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 

崔大华(1999). 庄学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李德荣(2003). 荣格性格哲学. 九州出版社. 

李亦雄(译) (1998). 荣格的生活与工作. 东方出版社. (B. Hannah, 1986) 

刘国彬, 杨德友(译) (2009). 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 上海三联书店. (Jung, 1958) 

刘笑敢(2011).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申荷永, 高岚(2018). 荣格与中国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申荷永, 徐峰, 宋斌(2004).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心理科学, 27(6), 1432-1434. 

万勇华(2013). 庄子的理想世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绍刚(译) (2019). 伊雍: 自性现象学研究. 译林出版社. (Jung, 1969) 

张岱年(2005). 中国哲学大纲. 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党伟, 赵艺敏(译) (2019). 荣格心理学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 K. Papadop, 201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9354

	庄周梦蝶的自性化内涵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The Study of Chuang Chou Dreaming a Butterfly’s Individualization Mean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荣格与庄子
	3. 庄子之道
	3.1. 道的本体
	3.2. 道的作用
	3.3. 道的表征

	4. 老庄之道的比较
	5. 《庄子》中的自性化道路
	5.1. 逍遥游与超越功能
	5.2. 安命与心性的发展
	5.3. 齐物论与自性显现
	5.4. 体道与自性化方法
	5.4.1. 心斋
	5.4.2. 悬解
	5.4.3. 坐忘
	5.4.4. 见独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