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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年的一個深夜，在餘姚縣黃竹浦（《明夷待訪錄‧題 

辭》），垂垂老矣的黃宗羲正為時局感慨。近年可謂是最壞的時代，南

明政權宣告滅亡，滿人加緊了對漢人的壓迫，不但逼漢人薙髮易服，

圈佔漢人的土地，更大興文字獄，今年明史案亦結案（朱眉叔 271），

黑暗徹底籠罩了中華大地。以明臣自居的黃宗羲雖然義憤填膺，卻無

力改變些甚麼，不禁感到絕望。帶着鬱悶的情緒，黃氏不知不覺進入

了夢鄉。

　　醒來時，黃宗羲發現兩旁分別站着兩名白髮蒼蒼的老翁，竟是孔

子與莊子。「久仰兩位先生大名，沒想到今夜得以與聖人相見啊！」

　　「丘不才，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7.34）？」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遙遊》6），我

自問也未稱得上聖人。」

　　有幸見到兩人，黃宗羲立刻畢恭畢敬地向兩名先生請教在絕望之

世中如何自處，他們又是怎樣看待希望和美好人生？

　　孔子笑道：「孩子，雖然我們相差了二千多歲，但所處的境況又

是多麼的相似啊！當年兵荒馬亂，諸侯之間紛爭不斷，我帶着弟子周

遊列國，希望說服諸國國君放棄戰爭，推行仁政，但根本無人肯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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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當時我何嘗不是絕望到極點？後來我想通了，我不怪責命運為

何讓我生在絕望的時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12.5）， 

你我所處時代的好壞，個人的際遇都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只能聽天由

命，但我們前提是我們仍須盡人事，抱持希望，等待機遇來臨，以求

能見用於世。『窮達以時，德行一也』（《郭店楚簡．窮達以時》169）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7.11），即使身處絕望之世，也要

保持自己的道德修養，『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

子世家》90），君子從不憂慮希望不來，只憂心到時自己未能把握機

會，濟世為民（《論語》4.14）。」

　　話未說完，一旁的莊子放聲大笑，並說：「孔子啊孔子，這麼

多年了你還在談這一套，你既然知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語》12.5），為何還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論語》14.38）？依我看

來，希望和絕望這樣的概念都不過是人叫出來的（《莊子‧齊物論》 

17），有希望，所以才有絕望，只是相對的概念（《莊子‧齊物論》 

21）。時代的好壞都只是依天道而行，不必執着於希望。人不懂順應

天道自然，卻意圖以人為改變它，豈不知受損的不過是自己的生命和

精神啊！孔子，你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你明知世途黑暗，卻

依然力求你所謂的仁義道德能見用於世，結果君主不用，甚至被困於

陳蔡間（《史記‧孔子世家》89），差點丟掉性命，終生鬱鬱不得志，

像隻喪家狗（《史記‧孔子世家》79），難道這稱得上是美好人生嗎？

倒不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吧（《莊子‧人間世》40）！」

　　孔子聽了，笑道：「周，我固然知命運之不能控制，任何情況下

都要以保存生命為底線，像以戈搏虎，不假舟楫渡河這種輕視生命的

行為，我不認同（《論語》7.11）。我不是要求人人都要捨生取義，

這一點我與你意見相同。『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15.7），我會按時代和國家的治亂決定出仕與否，我不強求出仕和

改變絕望時代的機會，不事奉無道的君主，但若有君主賞識，給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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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仕的機會，讓我能為百姓服務，為黑暗的世道添上一點光明，我不

會推辭。不為時用的時候，我會透過學習和時刻反省自己（1.4），追

求仁義，修德以正我，著書講學（7.3），『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14.28），無論用與不用，君子總是不憂不懼（12.4），秉持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208）的理想，

這便是我心中真正的快樂，是我理想中的美好人生，想要獲得它，必

須透過自我的修養完善啊（《論語》15.21）！」

　　「人生短暫，哪有時間精力去不斷修正自己？這樣活着，不但違

反了人的本性，也違反了天道自然，這與美好人生是南轅北撤的。

在我看來，美好人生就是活得逍遙自在，能『乘天地之正，而禦六

氣之辯，以遊無窮者』（《莊子‧逍遙遊》6）這般無所待地活着。保

存質樸的人性，不刻意去追求美名，不刻意去避開惡事（《莊子‧養

生主》29），一切順應天道自然而行，分辨清楚內我和外物，放下偏

執的我和成心（《莊子‧齊物論》11），學懂『心齋』（《莊子‧人間

世》37）和『坐忘』（《莊子‧大宗師》73），真正的自我和精神自然

能不再受世俗萬物影響，可以完善地被保存。當年楚王曾差使大夫請

我到楚國當官（《莊子‧秋水》106），若我出仕，我的真我就難免受

到世俗毀譽所影響，我的精神也會被困縛其中，終身勞勞碌碌不見成

功，疲憊困苦不知為何，這不是很可悲嗎（《莊子‧齊物論》14）？與

其追求世俗的尊位，當一隻被供奉的神龜，我寧作一隻拖着尾巴，在

泥巴裏活得逍遙的烏龜（《莊子‧秋水》106）！」

　　兩人還欲繼續說下去，黃宗羲開口了：「兩位先生都說得很有道

理，你們都看重天命，皆欲順天時而行，莊子更着重於亂世之間如何

保存真我，因任自然，世道無論絕望或希望也不能影響我，真我能如

鵬鳥般扶搖直上九萬里（《莊子‧逍遙遊》2），一生無牽無掛，殊不

快樂自在？但我轉念一想，若每個人都如這般活着，則社會何來改

變，何來進步？對於社會的黑暗與百姓的苦難，說服自己這是自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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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許能減輕自己的痛苦，卻不能使之消失。人生活着，不能單為

自己生存，民胞物與，天地生我育我，豈能對它們的苦難視而不見，

這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嗎？置之不顧，我也終會是受害的一個。私以

為美好人生，不但使令自己能快樂自在，若能使他人都能獲得美好人

生，豈不是更有意義嗎？孔子雖不為時用，著《春秋》而誨人不倦，

影響多少後人，可見他的努力並無白費。天道黑暗，我仍願奮力一

試，誰知沒有成功的時候呢？」

　　孔莊二人聽了，相視一笑：「今日之辯，誰勝誰負，誰是誰非，

與其譽一人而非一人，『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大宗師》 

62）！」

　　「爹！爹！」兒子的叫聲喚醒了黃宗羲，原來剛剛都不過是一場

夢。睜眼時已接近破曉。

　　「爹，我找到了你的書稿，寫得不錯呢！請你繼續完成它吧 

（〈題辭〉）！」

　　「是啊，黑夜之後終會破曉，絕望的時代終有完結的一天，只要

肯嘗試努力，就不能說沒有成功的希望。或許我來不及見到明君到訪

（〈題辭〉），但仍願意如孔子般，留下一些光明，啟示兒子和後代，

鼓勵那些處在絕望中的人。」

　　同年黃氏完成其著作，取名《明夷待訪錄》，以示等待明君來

訪，等待希望和光明之世來臨（〈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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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寫得相當不錯的一個故事，能熟練將不同文本的材料與思想交織

為有趣的故事，實在不簡單。故事清晰地比對出孔莊處世之別，有闡

釋，也有讓二人交鋒，加深思考。文末以《明夷待訪錄》作結，巧妙

地帶出自己對二家思想之取捨。（鄭威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