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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庖丁解牛》试论技与道的关系
杨　林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10）

摘要：庖丁解牛是高中语文课程中一篇比较经典的文章，其文章内容主要阐述了庖丁解牛的三个阶段，从开始的“全牛”到“未见全牛”，

再到后来的“神遇而不以目视”，三次转变说明庖丁解牛的技艺不断提升，一直到最后神乎其神的境界。文惠君在了解到庖丁的事情之

后，也有所感悟，从庖丁的技内之道向着技外之道开始过渡。但是无论是哪种，我们都可以将其概括成一句话，即“道也，近乎技”，

从对技艺的追求向着对“道”的一种追求。本文就以《庖丁解牛》这篇经典的文章为例，以原文为依据来分析一下文章中技与道的关系，

并对其进行延伸，来畅谈一下文章之外的技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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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技与道的关系？我们从表面的内涵来了解一下。技就

是技能、技术和技巧，而道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启示或者升华，它

是一个虚无缥缈但是又存在的东西。运用庖丁的话来讲，他更加

关注的是道，因为道的深度要比技多出无数个数量级。这样就可

以分析出来道与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练习，我们可以将技看成是

道的一种载体。而庖丁所阐述的技中之道，文惠君理解的则是技

外之道。庖丁在练习技术的时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便是初次解牛阶段，即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这句话

的含义是庖丁在解牛的时候，心如止水，用心转移，可以将其他

一切的干扰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全力以赴的干一件事情，那就是

认真的研究解牛的技术。第二个阶段就是“三年之后，未尝见全

牛也。”三年在这里代指多年的意思。在多年磨炼后，其技术已

经进步神速，可以轻易了解牛的内部结构，在精神上与牛的身体

结构达成了统一，从而做到了“目无全牛”。第三个阶段则是指

庖丁在觐见文惠君的时候，其技术可以看成神乎其神，即以神遇

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在这个阶段，庖丁的理解已经上

升到了“道”的层次，用原文阐述就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

大窾”。通过对这个过程，其实可以发现，这就是人在练习、修养、

磨炼的时候，获得某种启发，升华自己，从而实现由技术到创造

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所谓道由技生。笔者结合文章内容以及多年

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技与道的关系。

一、原文分析

这个故事围绕的核心便是两个字“技”“道”，通俗的来讲

就是技与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其实文章已经给出了答案

“道也，进乎技矣”。什么意思？就是道这种东西无论是深度还

是高度都要远远的超出技的范畴。

先从文本内容入手，庖丁解牛的技术高超，这在文章有着较

为形象生动的描写“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

砉然响然，奏刀（马砉）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

首之会。”这句话直接阐述了庖丁在宰牛的过程中已经做到了得

心应手，用职业话术来讲就是炉火纯青，用道教语言来讲就是进

入化境。当庖丁阐述完自己的水平之后，文惠君表示感叹：“技

盖至此乎”。技术竟然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而庖丁对于文惠

君的赞叹不置可否，并且说出来自己的想法——“臣之所好者，

道也，进乎技”。这是他对文惠君一个中肯的回答，也表露了他

的想法，引出了“道”这个内涵。“我所关注的不是宰牛的技术，

而是由宰牛技术总结而出来的道，这种道要远远超出技的水平。”

在这里庖丁再一次阐述了技与道之间的关系。

为了让文惠君更加深刻的了解自己，庖丁就将自己的宰牛的

一系列经历阐述了出来。“始解牛，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见

全牛”。即：在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不过就是一头完整的牛而

已，但是在多年之后，我关注不再是牛的身体，而是其内部结构。

“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意思就是：

经过多年的摸索、探究、实践，我可以很自然的就可以按照牛的

身体结构将其拆卸开来，就好像不是我刻意操作，而是一种精神

在引领着我，这一切显得十分自然。庖丁为了解释这种“神欲行”

的感觉，开始用一些案例和细节来为自己补充“彼节者有间，而

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意

思是说在牛的各个关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隙，这个空隙十分

狭小。一般来讲，刀是没有办法进入的，但是庖丁在这种状态下，

仍然可以拿着刀挥舞在这细小的空隙里，游刃有余。在这里庖丁

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即将刀无限放大，将关节缝隙缩小，

但是刀仍然可以进入到关节缝隙之中，以此来展示出自己宰牛技

能的水平。

文惠君听了庖丁的经历以后，也悟出了养生的道理，即“善哉，

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矣。”

这个故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庖丁所讲的一句

话：“道也，进乎技”。问题是，这句看来十分明白的话，它表

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加深思，会认为它很简单。“道者，

进乎技”，意思是：我重视的是道而不是技。但是，仔细想想，

在上述文本中，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将“进乎技”的“进”

理解为“转向”，也就是说，我关注的并不是“技”，而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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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东西“道”，由对“技”的追求引向对“道”的追求。所以

“道”比“技”更进一层。应该说，中国古代在对庄子《庖丁解牛》

故事的理解中，大部分人取的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郭庆藩的

《庄子集释》，其中注云：“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这里表达的就是一个“转向”，我所关注的不是“技”，而是寄

托在“技”中的“道”。然后，他又以疏的方式进一步解释说：“舍

释鸾刀，对答养生之道，故倚技术，尽献于君。”这是从形态层

面而言，讲的是宰牛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与宰牛之技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郭庆藩所指之“道”就是养生之

道，是技外之道。接着他又解释说：“进，过也，所好者养生之道，

过于解牛之技耳”，同样也是说明“进”为“转向”之意，只不

过转向后是比转向前更高的一个层级。

二、庖丁的技中之道

在庖丁所论述的技与道关系里主要阐述出了两个字，即“超

越”。超越是指在某种东西，超了另外一种东西，即道超越了技，

这与哲学之中的“扬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不是对某件事物

或者某个东西进行否定，而是超越它，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超

越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庖丁解牛的过程中，庖丁以

及很好地解决了解牛技术的问题，那么此时他就不再是问题，而

是超越它，获得庖丁所谓的“自由”。庖丁自己就对这个概念进

行了深入的阐述，从开始的见到的全牛，到三年之后未见全牛，

再到一段时间的磨炼之后达到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状态，即

不用看，仅仅凭借着精神和感觉就完全可以达到解牛的目的。这

个过程中正是说明了庖丁在初始状态还是比较依赖技术，但是当

技术问题被解决掉以后，就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道”

的状态，而这种道也正是庖丁极力关注的内容，这是对技术的一

种超越。不过庖丁的道始终处于技中之道，即围绕宰牛来讲的，

但是文惠君则是对其了升华，从宰牛之道转向了养生之道，对于

我们来讲，则是可以转向其他方面，比如艺术之道、教学之道等等。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不论什么术，都是从道的理论基础上产

生的，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殊途同归，庖丁对于解牛的技术来讲，

已经登峰造极了，而到了术的顶点之后，所行的技术也返露出了

道的影子。可见术是无法脱离大道本质的，庖丁技术会高于其他

的屠夫，正是因为他观察了牛的身体结构，理解了用力的方式，

他这个过程已经无意间算是在悟道了，这里的道指的就是变化的

本源。文惠君也同样理解道的规律，所以在庖丁的手法中，能够

触类旁通，得养生之道。大道三千，皆出一门。庖丁解牛是“道”

和“术”的结合而达到的境界。心中有牛，且有牛的各部位的关

联，心中的牛或立或卧，或生或死，观照到微妙之境，这是道的

运用。怎么解，先从哪着手，是用什么样刀具，未割开里面怎样

下刀，部分解开后如何下刀，见与不见一样，间隙骨节大小无别，

能游刃有余，这是术的高明。道是根本，术是发挥。术不能离了

道，不然反受其咎。道，意为天道，又或是自然规律。自古以来，

万物运转与一“道”字百般牵连。道德经里有，“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其中可以看出，人地天和宇宙，是互相牵制，

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统一的。道生于其间，维系着四方基本平衡，

推动着四方的前进。

三、文惠君的技外之道

文惠君的养生之道则是很好地阐述了什么是“技外之道”。

文惠君的技外之道是对技与道关系的一种延伸，而庖丁的技与道

关系则是原始含义。不过文惠君的技外之道也是一步步地转变而

来的。在文惠君的初始认识中还停留在技中之道，他说道：“善哉，

技盖至此乎”。这里他还只能够理解到技术这个层面。但是通过

庖丁的阐述以及解释，文惠君则是掌握了技外之道的内涵，从而

得到了养生之道，即“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矣。”当然，

文惠君在庖丁解牛之道的基础上得到了养生之道，而其他学者通

过对庄子文章进行解读，也得出了其他的道。养生和宰牛是两件

没有关联的事情，但是却存在着相同点。无论是养生之道还是宰

牛之道存在着同构性，即只要掌握了事物的内在变化规律，就可

以升华自己的思想。庖丁正是因为掌握牛的肢体结构，掌握宰牛

的规律，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做到宰牛的自由。文惠君则是需

要深入的掌握生命机理，认识到生命的规律，顺应生命的发展趋势，

才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实现生命的自由。

四、结语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总结以及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技与道其实

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无论是庖丁解牛的技中之道，还是文惠君养

生的技外之道，其阐述的都是一个共同的道理，即遵循事物的发

展规律，才可以获得自由，感受快乐。技术是道的载体，道则是

技术的升华，二者虽然矛盾是相关影响，内在联系，因此深入了

解《庖丁解牛》这篇文章，才可以更好地掌握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

进而深入了解技与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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