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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 》是庄周 五则寓

言故事之一 ，故事虽短 ，但其不仅

讲述 了 人们观察万事万物 的过

程 ，还充分发挥人类的 自 身智慧 ，

来诠释对世界的认识。 该则寓言

不仅完美地诠释了老庄的哲学之
“

道
”

，而其过程也能够体现更多

现实的 真理 。 本文就从庖 丁解

牛的过程中 阐释人基于现实 ， 从

经历到经验 ， 从经验到理论 ， 从

理论到
“

道
”

的观念与观点 ， 从庄

周 的世界观看如今的现代社会 ，

以此来更客观地揭示现代社会

中所存在的现象 ， 从而帮助学生

解读大 自 然 以 及社会之 中 的诸

多关系 ， 以此来形成 自 己 的观念

与想法 。

―

、 从 经 历 到 经 验 到 理

论——庖 丁 初 解 牛
‘

到 解 牛 之

“

道
”

的形成

吾生也有 涯 ， 而知也无涯。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 ， 而知识是无

《乌衣巷》之诗句 ；

“

江州 司 马
”

和
“

青衫泪湿
”

引用了 白居易所创作

的 《琵琶行 》 。

一首诗引入三位诗

人的作 品 。 所 以 ， 对于该古诗词

进行赏析 ， 需要重点从典故运用

的角度 ，对于其 中 的意境进行分

析 ，体会
“

国 破 家 亡
”

的 那 种 悲

痛 。 部分古诗词还通过
“

欢乐之

景
”

描述
“

悲 伤之情
”

， 像 《旅夜

书 怀 》 当 中 就 描 述 了
“

明 星 低

垂… …大 江东 流
”

这 一 壮 阔 美

景 ， 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作者寂寞

和孤独 的情感 。 所 以 ， 引 导学生

学习古诗词 ， 需要注重诗词表达

技巧方 面 的 分析 ， 以 此 为 着 力

限的 ，大 自 然 中所包含的真理无

穷无尽 ， 但是其 中所蕴含的哲理

又蕴藏在很多事物 当 中 ， 这是无

限与有 限之间 的相互联 系 与 相

悖 。

“

始臣之解牛之时 ，所见无非

牛者 。 三 年 之 后 ， 未 尝 见 全 牛

也 。

”

庖丁解牛是一种经历到经验

到理论的过程 ， 是从开始 的 目 中

全牛 到 目 无全牛 到将之转化为
“

道
”

的过程 ， 是 由 内 而外 ， 从有

形到无形 ， 从物质转化为思想 的

过程 。

在庖丁眼 中 ， 从初始状态对

一只全牛的解剖的肤浅认识到三

年之后对于解牛 的经验丰富 ， 对

于眼前的牛而言 ，
已 经不再是一

头牛 ，而是各种骨关节 、经络等的

组成 ，经过三年的解牛 ，庖丁已经

能够逐渐地看到牛的每一个部分

与全部 ， 细致入微的 了解与观察

让他对于牛 自身的组织与架构了

然于心 ， 牛 已不再是牛 ， 而是大脑

点 ，感受其 中 的 意境 ， 体会诗歌

靈含的情感 。

ｍ

古诗词 审美教学 可从意境

分析角度 出发 ， 重点分析古诗词

意象 ， 再现事物情境 ， 还可从审

美学习 的 角 度指导学生 赏析和

吟诵古诗 ， 品 味其 中 意境 ， 设计

丰富的审美活动 ， 提高学生审美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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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牛 的经历到 目 无全牛 的经

验 ，是对于事物的融会贯通 ， 虽然

在解牛这一行中 已 然 出类拔萃 ，

但是就其解牛而拓展的
“

道
”

， 庖

丁在为梁惠王解牛 的时候 ， 才道

出 了解牛 的真正奥义 ，并以此揭

示了解牛之
“

道
”

与养生之
“

道
”

之间的联系 。

“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

触 ，肩之所倚 ， 足之所履 ， 膝之所

踌 ， 砉然响然 ， 奏刀■然 ， 莫不 中

音 。 合于 《桑林 》 之舞 ， 乃 中 《经

首》之会。

”

而在开篇 ， 庄周 的 《庖

丁解牛 》 已 然揭示 了庖丁解牛娴

熟的技艺 ， 同 时也暗示 了其解牛

之
“

道
”

所达到 的境界 ， 解牛的刀

的节奏能够与舞蹈以及乐 曲 的节

奏不谋而合 ，这是一种道技合一 、

天人合一的境界 ， 庖丁也以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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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诠释其养生之道 的 意义与 内

涵 ， 这是庖 丁 初解 牛 到 解 牛 之

“

道
”

的形成 ， 这里的
“

道
”

是经历

到经验再上升到理论的过程 ， 如

此之
“

道
”

是融于万物的 ，是妙趣

横生 的 。 也许正是基于如此之
“

道
”

才让之后许多 的人追求庄

周之
“

道
”

的境界 ， 想亲 自感受万

物幻化于无形的状态 。

二 、 从 经 验 到 理 论 到 实

践—— 目 无 全牛 的解牛之
“

道
”

到养生之道

虽然 《庖丁解牛 》 开篇 已 然

解释 了解牛之
“

道
”

天人合一 的

境界 ，但是最后梁惠王通过对庖

丁解 牛过程 的 了 解到 对养生之
“

道
”

的领悟 ， 过程带着点突兀与

牵强 ，更有甚者对解牛之道与养

生之道之间 的关系并没有理顺 。

其实不管是合乎真理的各种

自 然之道 ， 抑 或是太极 、 八卦之

道 ， 《庖丁解牛 》
一文非常深刻地

揭示了包括养生之道在 内 的更多

的奥义与精华 。 庖丁从经验到理

论到实践的过程 ，从 目 无全牛到

游刃有余到悟得养生之道的过程

都极好地揭示了 自然之奥义。

大 自然的万事万物无一不反

映 自 然 的真理 。 《庖丁解牛 》 中

解牛的庖丁从解牛到对牛了然于

心到形成 自 身对于
“

道
”

的看法 ，

不仅 出 于庖 丁 自 身 的 主观能动

性 ，也在于庖丁解牛时 自 身的思

考 ，

一千个读者心 中便有一千个

哈姆莱特 ，不
一样的

“

庖丁
”

也能

解出不一样 的
“

全牛
”

。 而到最

后的养生之道的形成 ， 庖丁对于

牛的解剖便如梁惠王对于养生之

道的追求 ， 只不过庖丁解牛顺乎

牛 之道 矣 ， 而 梁 惠 王 顺乎 身 体

之道 ！

《庖 丁解牛 》 像是一则对于

梁惠王顿悟养生之道的过程阐释

的故事 ， 看似褒扬梁惠王的领悟

力超群 ， 实则更多的是对庄周之

道的诠释。 庄周从很小的庖丁解

牛的故事出发 ， 以小见大 ，从有形

到无形 ，
以解牛之道来进行类比 ，

形成人对于身体的养生之道的解

读 ， 以人们所关注的养生来更多

地诠释大 自然以及万事万物之间

的联结与关系 。

三 、从 《庖丁解牛》看庄周 的

世界观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 这是哲

学界讨论的一＂

ｔ

－

老话题 。 就现在

的很多理论知识而言 ，

一般是先

理论再实践 ； 而就 《庖丁解牛 》
一

文而言 ，是先有 的经验再促成的

理论 ，而后再形成对实践的探索。

而此过程形成的原因 ， 不仅是源

于 《庖 丁解牛 》
一文所存在的年

代 ，也与其作者庄周为 中 国
“

道
”

所生成 的哲学观有关。 除此之

外 ， 《庖丁解牛 》在一定程度上也

体现了庄周 的世界观 ， 与万事万

物融为一体 ， 万物有形的 同时也

可化为无形 ， 庄周可 以将 自 己 的

思想寄托在蝴蝶之上 ， 便也可 以

将 自 己 的思想依附于庖丁或者牛

之上而形成 自 己 的
一番见解与观

点 。 作为庄周而言 ， 养生之道事

小 ，庖丁解牛才是庄周想要表达

的真正大义 ， 也是庄周基于这则

小故事想要表达的 自 己对于世界

的看法与见解 。

随着世界的发展 ， 经济得到

带动 ，人们对于很多事物 的欲望

愈发强烈 ， 从对于无形之中 的生

命 、名誉到有形之中的物品 ，从无

形到有形的过程 ， 使得更多 的人

被利益所驱使 ， 人们更加执着于

脚下所能够看见的一切 ， 对于实

实在在的物质的依恋 ， 使得他们

抛开了对精神思想等无形物质的

追求 ，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显 出 了

从前古人智慧的深思熟虑与妙不

可言 。 也只有将 自 己驱逐于物质

利诱下的利益之外 ， 人们也许才

能够真正去审视 自 己 想要什么 ，

自 己值得做什么 ， 自 己需要些什

么 。 而如今 ， 庄周 的世界观为很

多人所追寻 ， 给许多人以精神 的

指引 。 与世界化为一体的庄周 ，

更执着于遵循大 自 然 的规律 ， 如

梁惠王所追求的养生之道一样 ，

让万事万物得以可持续发展 ， 这

是一种现代生态环保的观念 ， 与

之后 苏轼 、 王 安石
“

外儒 内 道
”

“

外法 内儒
”

所不同 的是 ， 庄周更

加趋近 于 自 然 。 没有 利 益 的 驱

使 ， 拿 得起放得下 是庄 周 的 特

点 ，但是眼下生 活 的 人们 ， 谁又

能真正看破红尘 ， 做到万物归一

呢 ？ 人之所以为人 ， 就是源于其

与 大 自 然 所 不 同 的 根 本 所

在——情感 。 也正 是 因 为 有 了

情感 ， 才让这个世界更加 复杂 ，

这是超脱于万物的庄周 ， 可能也

是晚年 的庄周 才会有 的思想精

髓吧 ！

庄周也好 ，老子也罢 ，都认为

地球只是宇宙 的一个小小部分。

庄周宇宙观的诠释只是基于庄周

的角度进行的一番解读 ， 从个人

出发 ， 读庄子是为了 自 身的未来

可期 ，从国家 、 世界 出 发 ， 是为 了

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 而如此也

正诠释了 当下所提出 的
“

人类命

运共同体
”

的理念 。 对于全人类

的命运而言 ， 也许真的只有顺乎

大 自 然乃至整个宇宙 ， 才能够健

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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曽有论文 《 文学形象阿Ｑ与于连 比较谈 ＞ ＜ 浅谈对我校学生行为礼仪的建

议 》 〈 用 心走好每
＿

步 ＞ 《 走 出作文教学的 困境 》 《追根溯源 ，
让文章分析有据

可依 ＞＜诗歌批判性阅读与教学 ＞ 等多篇发表于 《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 ＜ 课程教

育研究 ＞ 〈 中 国校外教育 〉 〈 中 学语文教学参考 》 等期刊 。 主研课题
＂

沉睡文明

的启示
一一从三星堆文化谈古蜀 文化的开放性

”

（ 已结题 ） ， 主研中 国教师发展

基金会重点课题
“

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与思辨读写教学实践研究
”

子课题
＂

语

文课堂批判性阅读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

（ 已结题 ） 。

曾获高新区优秀青年教师 、 高新区优秀班主任 、 校级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

王淑珍 ， 女 ，
１ ９６９年生 ， 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 。 银川市凤城名 师 、

骨干教师 。

曾在 ■

（ 宁夏教育 ＞发表 〈 这条小鱼在乎 〉 ， 〈学周刊 〉 发表＜ 塑造学生的精

神家园
一

德育教育在语文教学 中 的渗透 》 ， 〈 宁夏教科研 〉 发表 （ 高 中语文导

学案编制和反思 ＞ 。 曾主持宁夏第五届基础教育教学课题
＂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思

维发展与提升的高中 生语文写作能力 提升实践研究
”

并获
一

等奖 。 有论文 〈 高中

诗歌教学反思和几点 尝试 》 获得全国基本功大赛观摩研讨会
一

等奖 ， 《 感恩 》 教

学设计参与
“

中语会重点科研课题研究与实验
＂

。

曾获
“
一

师
一

优课
＂

部优 、 省优 、 市优 。 多次承担全区语文研讨会讲座 、 观

摩课、 示范课
，
多次送课下 乡 。 指导青年教师获全国优课

＿

等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