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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利安與莊子相遇於「渾沌」之地 

──中、西「跨文化」交流的方法反思── 

賴錫三 

［摘 要］ 

朱利安（于連）是當今法國頗具代表性的漢學家、哲學家，其著作不僅對東

方學術有細膩而深入的詮釋，他更提出一套東／西對話的跨文化哲學。他的跨文

化方法論，如「繞道中國」、「外部解構」等主張，曾和許多重要學者──如法

國的畢來德、德國的何乏筆、香港的張隆溪等人，產生激烈的爭辯。近來朱利安

更發表《間距與之間》，筆者認為這是朱利安最深刻而成熟的回應觀點。本文一

方面嘗試透過這部新文獻來檢討這些爭論、釐清朱利安的主張；另一方面更指出

朱利安在這部作品所宣揚的跨文化流動觀點，主要從老、莊的「虛無」、「環中」、

「兩行」、「渾沌」等概念，吸收養分而轉化出來。筆者從他這部新著中，強烈

讀出道家的「非形上學」思維方式，尤其可和《莊子》進行對話者甚多，因此嘗

試勾勒一條朱利安與《莊子》之間的跨文化對話之「通道」。最後並比較朱利安

和何乏筆這兩種跨文化哲學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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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人與西方人，又不同一，又不構成異質而分開的整體，要如何

「與對方在一起」？……如今，「世界」也意指：再也沒有「西方」，因

此再也沒有「東方」……中國曾經號稱為「大中的帝國」：然而，「中」

的意思是什麼？不是開頭不是終結，不是日出不是日落，或者正面說，會

不會是一相交、遇見的場合？──尚呂克．儂曦《解構共同體》 

 

南海之帝為儵，北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

之地，渾沌待之甚善。──《莊子》 

 

一、緣起：張隆溪、畢來德、何乏筆對朱利安的質疑 

《間距與之間》一書，1在筆者的觀察，可視為朱利安（François Jullien 或譯

為：余蓮、于連，近來由於作者親自表示希望以「朱利安」為統一譯名，故本文

從之）面對長期以往，他的東（中國）／西（希臘）哲學對話方式（或稱「繞道

中國」的迂迴策略），在方法論上所遭遇的質疑挑戰，給予一種更深入而周延的

（隱性）回應。所謂「隱性」是指，此文並未指名道姓回應某質疑，但文章仍可

見出以迂迴方式，回應或澄清某些頗具代表性的疑點。從朱利安以往寫作的形式

看來，它總是很容易被認定為採取中／西哲學對比的研究架構。儘管朱利安曾多

次做過澄清與辯駁，但跨領域、跨中西的一些重要學者（如張隆溪、畢來德 Jean 

François Billeter、何乏筆 Fabian Heubel 等人），依然強烈指出朱利安採取的正是

東西比較哲學，並傾向二元對立的靜態對比。他們或批評朱利安忽略每一文化內

部自身的差異性以及跨文化間的共通性（如張隆溪和畢來德所批評）；又或者批

評他的靜態平行比較缺乏跨文化的流動生長性（如何乏筆所批判）。然而朱利安

顯然並不接受這樣的質疑與評論，他或者認為批評者不夠了解（或誤解）他的「迂

迴策略」之企圖；又或者認為批評者因閱讀其著作不夠而導致「見樹不見林」。

朱利安反覆強調他既非「幼稚的同化觀」、也非「簡化的比較觀」，更強烈否認

自己取採的是「平行對比」。他主張自己運用的是一種外在解構策略。 

同樣地，朱利安的辯駁與回應，到目前也不被上述幾位批評者接受。批評者

                                                 
1 朱利安著，卓立、林志明譯：《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臺北：

五南圖書出版，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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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認為朱利安的著作本身，就是「比較哲學」自我顯示的最佳明證。其著作的操

作模式，總在東／西「大塊式」的對比下進行，容易讓讀者誤以為東西雙方各自

在「同一性」思想文化傳統中延續自身，或者東西文化的諸多現象總是可回溯各

自「哲學基型」而得其理解，而東西思想原型幾乎總呈現兩條平行線，彼此絕對

異質。2例如，他一向主張中國「智慧傳統」對比於西方「知識傳統」。這也是何

乏筆對朱利安感到不安的地方，它既難以超出東西對比詮釋學的方法限制；更致

命的是，硬生生將東／西放在：哲學／智慧、認識論／修養論、異議／和諧、主

體／無主體等等，二元對立的操作框架中進行書寫，將不利於跨文化對話的持續

生長。3 

換言之，批評者認為朱利安筆下的東西文化觀：一則在各自內部呈現高度的

主流同一性，二則彼此呈現出外部的絕對差異性。批評者這樣的質疑，可從兩個

層面說：一是不管東方或西方文明皆不可能是同質性的鐵板一塊，所謂主流思想

與文化傳統依然不能完全掩蓋眾多差異的支流或小傳統；因此進行中西文化的比

較對話，不宜過度簡化只從核心主流傳統的差異對比來進行，還要考慮文化之間

的同中異、異中同。張隆溪對朱利安的批評依據和立場，主要在此。4類似張隆溪

的批評觀點，還可舉畢來德為代表，他甚至要轉從東西文化的「共通性（經驗或

思想客體）」這一角度，來對照出朱利安的「（絕對）差異性」。5畢來德不同意

                                                 
2 朱利安時常會出現這種論調：「歐洲──中國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恰如兩條分

途的思想大道。」〈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二十一世紀評論》總 52 期（1999 年 4

月），頁 18；不過他在回答張隆溪的質疑時，又進一步做了解釋：「我不認為中國思想同

西方思想一定截然不同。我感興趣的是：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在起源上的不相干性。……

對我來說，研究並非一定要找出二者的相異性，而是企圖超越這種起源的不相干性，使

兩種文化進行對話。」〈答張隆溪〉，《二十一世紀評論》總 55 期（1999 年 10 月），頁 119。 
3 參見何乏筆：〈養生的生命政治：由于連莊子研究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8 卷

第 4 期（2008 年 12 月），頁 115-138。 
4 張隆溪：〈漢學與中西文化的對立──讀于連先生訪談錄有感〉，《二十一世紀評論》第 53

期（1999 年 6 月），頁 148。張隆溪和朱利安的爭議徵結，又表現在兩人對錢鍾書《管錐

篇》、《談藝錄》的不同看法上。 
5 畢來德：「我認為若要將中國哲學文本和西方哲學文本相提並論，就不能不先確立兩者間

有共通的思考客體，並在引導出這個思考對象時，檢閱中西思想各是如何理解它的……

當這種比較不再有任何共通的經驗作為基礎，它便淪為了一種毫無根據的把戲。」氏著，

周丹穎譯：《駁于連：目睹中國研究之怪現狀》（高雄：無境文化，2011 年），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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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利安將中國「他者化」的做法，認為這種持續已久而重新包裝的異國情調，只

是在宏大（世界觀的對比）敍述下進行，除了繼續羅列一連串東西文化的對比現

象外，根本無助於跨文化對話。6就此而言，畢來德和何乏筆對朱利安的批評，以

及對跨文化對話的強調，則有所契近。然而令人疑惑的是，朱利安在《間距與之

間》這部新作中，再三主張他的企圖正是為達、甚至可達：跨文化交流。或許可

以這樣說，朱利安認為揭露中西文化在起源上的不相干性（因此可呈現出種種差

異對比），終極上是為了導致中西跨文化的對話。如何可能？便涉及朱利安所謂

「外部解構」這一策略環節。儘管上述批評者，並不認為朱利安的做法真能通達

於跨文化對話。 

二、繞道中國的爭論：是阻礙還是開啟「跨文化」通道？ 

畢來德在《駁于連》這一短小精悍的書，開頭就從「他者性」（l’altérité）概

念出發，指出朱利安東／西研究背後的預設，並強烈質疑這種方法論前提： 

 

我們應先注意到，于連（筆者注：亦即朱利安，由於不同譯文用了不同譯

名，本文為尊重原譯文，保留原譯名，但行文一律改稱「朱利安」）的作

品完全建構在中國的他異性（l’altérité） 這個迷思上頭。他所有的著作都

圍繞著同一個觀念，即中國是個完全不同於西方、甚至與西方對立的世界。 

這「哲學」中國正表現了徹頭徹尾的「他者」，既是西方世界的反面，又

具有對等的意義。因此我們看到于連傳達給我們的中國觀，實來自一種巧

妙的鏡像遊戲，中國和西方像兩面對立的鏡子，不斷交相反照。然而，于

連自稱運用了獨家的比較方法，並屢次說明如何進行。他大致上認為，中

國指出一種思想的方向，經由對比之下的反差，顯現出了西方思想的不同

走向。決定整體中國思想走向的最初選擇，讓我們發現了西方思想最初源

自不同的選擇。于連提議我們「繞道中國」，以便更能照見自身，回視西

方哲學。中國人的思想世界恰處在西方的相對極，沒有比繞道中國更能令

                                                 
6 《駁于連》：「于連本身對這種跨文化的對話也興致缺缺。」頁 37。 



 

朱利安與莊子相遇於「渾沌」之地──中、西「跨文化」交流的方法反思── 393 

 
 

西方世界遠離其所熟知的一切、為其思想傳統提供更殊異觀點的了──這

是于連所有研究的前提。7 

 

而朱利安《間距與之間》這部新著，發辭也引用柏羅丁《九章集》第五章的話：「取

消他者性，這將是模糊的單一和沉默。」並再次強調：「熟悉並非認識……必須有

了『他者』 才可能進入『熟悉的』。」8 

他們雖都提及「他者性」，但畢來德以此指謫朱利安，認為他將中國視為「徹

底的他者」，無力正視中國的當代處境和多元現象，因此無能使雙方進入跨文化

對話。9然而朱利安卻認為自己所謂的「他者性」（文章一開始特別強調「外部性」），
10反而可促成雙方「面對面」，甚至由此達成「自我審視」與「互相轉化」。可以

說，兩者是在不同意義脈絡下談及「他者性」。 

朱利安在這本書中，再三強調，他的「東西對照」、「繞道（détour）中國」

是一種策略，終極目的絕非要停在「互為他者」的冰冷對立，而是要透過「間距」

的張力策略，終而進入「之間」的運動轉化。可說朱利安這部新著，以迂迴而暗

示的方式，默默在回應或澄淸上述質疑。他顯然認為批評者對他的東／西「面對

面」策略，理解的不夠細緻，簡化了策略的複雜性。11而他真正的企圖則是，將東

／西原本在不同地理環境、運用不同語言形式，所產生的互為「外部性」之歷史

事實，給予一種「面對面」的互照策略，以為東／西雙方面對面凝視與觀看，終

可進入「換位思考」的轉化歷程。朱利安借用傅科「異質邦（l’hétérotopie 或譯為

                                                 
7 《駁于連》，頁 16、31。  
8 朱利安：《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7、9。 
9 畢來德指出：「于連的立場基本上和李克曼一致，因為他不斷透過每本書來告訴我們，『中

國思想』（又被他稱作『文人思想』），和西方的思想完全相反。」《駁于連》，頁 17。 
10 朱利安亦對「他者性」和「外部性」，做出一些細微的區別：「『外在性』的產生是由於

地理、歷史和語言等因素。『外在性』是觀察所得的結論，而『他者性』則是建構的。」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13。朱利安亦透過德勒茲的「地

理──哲學」角度，來說明東／西方思想的互為「外部性」，乃因位於不同地理環境的

偶然性所造成的不同「選擇」，如此一來，它們皆沒有堅強理由去堅稱自己是站在唯一

真理，只能強調彼此不同的思想效用。可見他認為這種「地理」式考察，有去本質主義

的用意。 
11 他是這樣回應批評的：「我還想要說的是，要細緻而不要簡化。在張隆溪的這篇文章中，

由於將我的分析簡化了，因而就完全變了樣。」〈答張隆溪〉，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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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托邦）」觀點，強調與外部性的異邦他者（如中國）相遇，雖打開一個令人「擔

心」的不安視域，但「不安」不該只停在「互為他者」的焦慮，反而「邀請」出

「轉化」的新空間。12所以在面對中國他者這一異邦文化，重點不是將它美化為理

想烏托邦，而是邀請人們面對異質邦帶來的干擾，從此走向跨文化的理解過程。

他認為重點： 

 

並不在於遠東思想跟歐洲思想很不一樣，而在於他們傳統上互不相干、彼

此漠然。最初時，他們互不轉向對方，他們彼此不看對方，漠然不言──

他們忽略對方。雖然每一次要做的拼湊工作從未完成過，然而每一次首先

要做的是，成功地使雙方面對面，把他們從漠然不相干的情形裡拉出來；

以至於其中的一方得以注視另一方，而且同時審視自己。自一方到另一

方，框架改變了，從此之後，該變化本身就會引人思考。13 

 

畢來德批評朱利安的原因，在方法論層面大概有二：一是畢來德認為朱利安使東

／西雙方呈現平行整齊的對稱，雖不無洞見，卻過於僵化，以致掩蓋對稱之下的

「深層不對稱」，忽略許多東／西文化的相似性或人類共通處。這一點批評比較偏

向漢學層次的問題，亦即他認為朱利安所理解的漢學世界過於靜態而一致（如他

指斥朱利安以王夫之思想來以偏蓋全東方文人思想全體）。第二則屬於哲學層面問

題，即畢來德認為朱利安的東／西比較，在一種固定視域框架中進行特定材料搜

羅和特定詮釋，使得東／西總呈現平行的對立景觀，並無助於雙方真正的理解與

對話。在畢來德看來，朱利安慣常選擇漢學的特定材料以呈現他所要的特定對比

景觀，然假使採取不同選擇，那麼東／西之間就不必呈現平行對比，反而也有可

能呈現相似與重疊。而由共通性所打開的「交會通道」，畢來德認為更可能促進東

／西雙方的跨文化對話：「他們對其他可能的選擇三緘其口，這些選擇本來可以顯

露出西方和中國相似、重疊和交會之處，進而得以開闢出許多通道，導向相互理

解。這些通道多不勝數，然而于連和他的追隨者未置一詞，或視而不見。」14從上

述這兩點看來，畢來德和張隆溪的批評立場則頗為相契。 

                                                 
12 〈間距與之間〉，頁 15。 
13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15。 
14 《駁于連》，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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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來德顯然認為朱利安的比較模型，會造成東／西對話交流的「通道」受到

阻塞。而朱利安卻否認自己採取的是「比較」進路，15也堅決主張並樂觀相信，不

管是「（東西）面對面」或者「繞道中國」，這些策略都是為了打開對話通道、

造成雙贏局面。由此看來，畢來德和朱利安的觀點一再呈現沒有對話的交錯：畢

來德認為朱利安將東／西差異給過於絕對化和齊一化，忽略雙方的交會重疊之後

果，將不利走向跨文化交流之「通道」。而朱利安則強調他所以特寫東／西雙方

的對比景觀，乃借用互為外部性這面鏡子的反射功用，去照見彼此從內部無法看

見的「成心」「成見」。換言之，朱利安似乎認為要有效達到中／西文化的流動

對話，先去破除文化自我中心的成見，是必要的、甚至是首要的。16朱利安相信，

東／西互照的雙面鏡具有照妖的解蔽功能，一則可解除唯我獨尊的意識型態，二

則可解放中心固著而走向跨域流動。因此，他又將「繞道中國」稱為「從外在解

構」之策略： 

 

這趟繞道中國所帶來的益處是雙重的。……但是這趟繞遠路同時也是返

回。我很清楚地說「同時」，而不是之後，因為，假如是繞遠路之後才返

回，就永遠回不來了：因為我們會養成一些新習慣而漢化了。這種「繞道

中國思想」這個「外在」所得到的利益──用處──不在於「離鄉背井」，

而在於回到我們歐洲思想據以發展的成見，那些被深埋的成見，沒被揭開

的成見，歐洲思想把它們當作「自明性」的事實，因為已經把它們轉化為

它的組織成分，並且靠它們滋養而興盛。經由中國來反思歐洲，乃企圖有

策略性地從側面切入，從背面捕捉歐洲思想，以觸及我們的未思。我所謂

                                                 
15 朱利安：「其實我的研究並非比較。因為比較須一張紙分成左右兩半：東方對西方，像

不少美國人所作的一樣。然而，這是難有成果的。」〈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頁 19。

有趣的是，朱利安雖否認自己採取的是「比較」進路，但批評者卻總是從他的著作中看

到這種操作架構，如張隆溪也直指朱利安：「以『差異的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他在

中國文化中看到的就都是西方文化的反面。」〈漢學與中西文化的對立──讀于連先生

訪談錄有感〉，頁 145。 
16 朱利安強調：「為了啟動文化之間的對談，我們只能先調整我們的視野裏原先的中心焦

點。」、「讓我們利用它以便從外在的角度解讀我們自己的知識史，並且更清楚地發現我

們的先入為主的觀念。」氏著，卓立譯：《勢：中國的效力觀》（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9 年），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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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思」，是我們據以思考的起點，正因如此，我們不思辨這些起點。

於是，繞道中國，就是走出自身理念的偶然性，或者說，透過一種外在的

思想，在自身理念裡退後幾步而與「自明性」保持距離。17 

 

筆者暫不評論畢來德和朱利安對「通道」的遮蔽與開啟之爭論，到底誰較站的住

腳。本文亦暫不評判朱利安著作向來採取的東／西對照，是否真能完成或達到這

部文稿所宣稱的跨文化流動。18本文的用意在於，透過朱利安《間距與之間》，去

盡量同情理解朱利安所謂外部解構策略。尤其筆者從這部文稿中，強烈讀出道家

的思維方式，尤其可與《莊子》進行對話者甚多，因此嘗試勾勒一條朱利安與《莊

子》之間的跨文化對話之「通道」。 

朱利安上述的「外在解構」，形式上來說便是，經由離開自家熟悉的文化圖

像，繞路到另一塊陌生地的文化鏡像來反照。他認為這種「思想上的離鄉背景」，

最能反照出自身被視為理所當然的「習慣」與「成見」。而它們在未經外部鏡像

反照之前，不曾被視為成見而反倒被視為「自明性」真理。換言之，一個文化內

部的真理性所隱含的「成見」，在主流慣性的思維傳統中，難以被「揭露」，它

們幾乎處於「未思」狀態。具體來說，朱利安繞道中國的外在解構策略，乃是為

揭露（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成見與霸權，將西方真理觀暗藏的成見與未思給逼

顯出來。19如此一來，繞道中國便又「同時」是返回（西方）自身。只是這個「返

回」，已是「照見未思」、「解構本質」的返回。朱利安認為這種陌生化之後的

返回，不會只是重返文化本位的同一性回返，而是帶入異質性開啟或破壞性創造

的返回。所以他首先強調這種返回要在「當下」，而非久住在另一種文化中，以

免被另一種文化成見所繫縛（如他所批評的漢化現象）。其次，這種「返回」由

                                                 
17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17-19。 
18 何乏筆顯然不認為朱利安著作所慣常操作的東西對比詮釋法，可真正達到跨文化的流動

生長。換言之，何乏筆會認為，不能單憑演講文稿的宣稱來評價他的功過，更要從他的

著作之實踐操作來總體反省。何氏的觀察值得注意，下文我們也將分析他和朱利安的差

異。 
19 朱利安強調：「我希望能走出這種傳統的束縛，尋找理論的創新，企圖從哲學的故國──

希臘走出來。我是通過進入中國思想世界來走出希臘哲學王國的，並通過這種『迂迴』

的戰略選擇去追問歐洲理性的深處，以期『進入』我們的理性傳統之光所沒有照亮的地

方。」〈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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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站在「出離」的陌異化基礎上，因此可能帶來異質的對照和滲入。同樣地，這

種面對面的書寫實踐，不僅對西方文化具有「出離與返回」的功能，朱利安認為

對東方文化也可能具有一番「出離與返回」的經歷。因此外在解構是可以雙向同

時進行，而打破各自成見的益處則屬於雙方共享。然而可以反問的是，朱利安的

「漢化」擔憂、「立即」返回，是否仍挾纏細微的歐洲中心主義？他的「漢化」

焦慮是否暗示出他在跨文化交流的保守與限制？何乏筆曾言，「漢化」可理解為

「被漢語哲學所轉化」，其說甚有趣味。這裏也反映出朱利安和何乏筆的重要差

異，值得釐清與探討（本文在最後一節將處理他們兩者的間距）。 

三、差異與間距的分辨：從形上學到非形上學的轉化 

朱利安透過「繞道中國」所要揭露的「歐洲未思」或「西方成見」，解蔽關

鍵，主要在於對西方形上學、真理觀的重新照見。20或者說，對照東方式的「非形

上學思維」（過程宇宙觀），重新反思西方形上學思維的固著性。可以說，朱利

安希望透過東方「非形上學」與西方「形上學」的互相映照，經由外在中國來解

構西方本質主義的真理觀。21例如他在《勢：中國的效力觀》引言第五小節就標名

為「反觀我們的哲學成見」，其中提到西方哲學偏見在於：「偏向獨一、『超越』

的極化，而不是互相依附和相互性……與西方思想發展相較之下，中國人的思維

之原創性在於他們不關注任何終極目的，視之為萬物終極（筆者注：即西方形上

學的本體論追求）。他們從現行的進程之內在邏輯的點出發，從現實本身出發尋

找現實的詮釋（筆者注：即從變化角度來思考力量之間的關係之「勢的邏輯」）。」

                                                 
20 就這一點而言，朱利安多少承繼了海德格、德希達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立場，只是他兼

具漢學家特長，大量發揮借鏡東方資源的漢學優勢，巧妙佈局於所謂繞道中國的「外部

解構」策略。然就解構的內涵來看，朱利安只是海德格、德希達解構西方形上學的差異

重複。 
21 朱利安亦曾透過西方本體／現象的形上學結構，所產生的絕對超越性傾向，來對照東方

因傾向內在的過程性，所以不易產生斷裂性的批判思維。換言之，朱利安認為西方知識

分子的批判性，和他們的超越性／世俗性的對立有關；而東方由於缺乏這種二元斷裂的

張力，使得知識分子容易落入「批判的沉默」、「無爭的和諧」。這種立場，也表現在他

對嵇康的反省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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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而《間距與之間》這部作品，雖然處處歸結在形上學的解構這點上，但進行討論

的方式，則透過一個迂迴或中介，它借由討論「差異」與「間距」的不同，步步

呈現他資取東方思維的養分，來解構西方式的「同一與差異」之形上學結構。他

改以東方式模糊不定之「渾沌」思維，來思考跨文化之間的流動可能。底下先從

他對差異與間距的區分談起。 

首先，朱利安強調自己在思考文化之間的流動性時，拒絕採取文化多元論所

經常援用的「差異」（différence）概念，而堅決主張改用「間距」（écart）來取

代「差異」。他強調這不是玩弄修辭遊戲，而「間距」與「差異」也並非同義複

詞，他將兩者視為反義詞。對朱利安而言，「差異」概念預設了「分類」、「定

義」思維。據此，文化多元是被歸類出來的，而歸類背後隱藏著自以為的中心或

超然標準。他認為，「差異」和「認同」處於二元共構的關係。不管孰先孰後、

誰上游誰下游，差異總是暗指或遙指了更普遍的認同。23朱利安敏感於在西方形上

學的思考模型下，認為「差異」一概念總容易挾纏著「形上同一性」的幽靈。這

種形上同一性（認同的超越根據），長期來一直扮演西方文化的意識型態（成見）

總根源。而順著同一性思維，則容易導致本質主義的文化認同。自亞里斯多德以

來，對事物的本質追求，總建立在「最終差異」的區分而獲得本質認識。不管是

對某物的認識或對文化的認同，只要落入同一／差異的二元符號邏輯，就容易落

入本質主義的單一認同之死水。對於朱利安，差異這一概念無法令人們真正遭遇

「他者」，因為它會將令人不安、讓人不適的他者經驗，透過抽象的分類與界義，

將其安排在井然有序的類別中，然後再度悠哉地回到習慣與安全的認同裏。也因

為差異是一種「整理──排列──存放」的概念，透過它來思考文化的他者性課

題，並不能產生真正交流，只有繼續先前的認同慣性。 

朱利安所期待的文化相遇，不是加強自己的同一性認同，反而必須反思單一

認同的虛妄，以期共同走向自我轉化與流變不定的豐饒歷程。可見他以「間距」

取代「差異」，也是為了解構同一性形上學和本質主義的文化認同。而一個文化

走向「死亡」、還是保有「活力」，關鍵就在於能否去除本質、單一之認同，並

走向沒有實體、不斷變化的流動更易： 

                                                 
22 《勢：中國的效力觀》，頁 7。  
23 這裏的「差異」之批判分析，主要只在陳述朱利安的觀點，至於「差異」概念在法國後

結構主義脈絡的豐富性，以及它是否必落入同一性形上學之糾纏？還是它本為解構同一

性形上學之藥引？等等複雜問題，已超出本文的討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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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不可能有文化認同。或者說，人們無法定義一種文化的本性會是如何

──會做成如何──，甚至也無法建構其存有或其本質。什麼是文化的「本

性」呢？正是自我轉化和改變。不再自我轉化的文化將是一種死的文化。

猶如我們說起一種死的語言：一種語言之所以會死，乃因為人們不再說這

個語言，它就不再變化了；它膠著固定了，因為它不再為人使用了。此外，

中文裡典範地用「文化」這兩個字組成的詞來說明我們現代的「culture」

一詞：「文」（意謂：文本──漢字──典範──完成，也表示以文化民

的君主之最佳代表：周文王）；「化」表示「變化」。我之所以會特別強

調這一點，乃是因為它不僅在理論上也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當人們討

論法國「文化認同」時（像大家定期所做的），我認為人們在概念上出了

差錯。大家出發去尋找所謂的文化堅固──純粹──核心，但是這個追尋

卻否認了文化必須變化。必須變化，因為正是變化使文化活潑生動，因此

總在變易之中。24 

 

朱利安吸收了中文語境下的「文化」義蘊，尤其突顯「化」的非實體性、非本質

性之流變精神，由此重新思考文化本性或反思文化認同。「化」字乃是《莊子》一

書最核心概念之一，不管是氣化、物化、變化、造化，「化」字最能凸顯《莊子》

「化則無常」的非形上學思維，尤其著重萬事萬物總在生成流變、變動不居，卻

又彼此交換的流通歷程。25筆者認為朱利安（在這部新作中）直接或間接透過《莊

子》這一類「非形上學思維」的「（變）化」觀，來破除同一而連續的文化本質與

文化認同，從而大膽地宣稱：「不可能有文化認同」、「文化的本性正是自我轉化和

改變。」尋求一種固定而單一的文化認同，對朱利安而言，是虛妄而不可得。原

因無它，文化如同人的主體一般，根本就沒有一個實體性硬核在背後支撐，文化

總是在彼此遭遇的動態過程中，或主動或被動地互相轉化。可以說，形上同一性、

根源性的解構，使得朱利安放棄人與文化的恆常主體之追求。但這樣的放棄並不

導向沒有認同的虛無，反而打開了一條永未完成的「認同變化」、「變化認同」之

                                                 
24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27-29。 
25 關於《莊子》的「非形上學思維」與「人文化成」的關係，請參見拙文：〈氣化流行與

人文化成──《莊子》的道體、主體、身體、語言文化之體的解構閱讀〉，《文與哲》第

22 期（2013 年 6 月），頁 39-96。已收入拙著：《道家型的知識分子論：莊子的權力批判

與文化更新》（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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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饒。 

相對於「差異」所隱藏的形上學思維，朱利安認為「間距」可對治形上學的

成見，也就是西方形上學帶來的本質主義之種種意識型態。例如：追求「人文」

的本性、追求「文化」的本性，都屬於這類慣性思維。朱利安樂觀地認為他的「間

距」概念，可以避開認同陷阱，也會放棄本性追求，並可打開「反思的空間」。26

如前所論，朱利安認為文化的本性其實就是沒有常性，沒有任何不變、核心的本

質之性。朱利安也不以任何先驗本性或普遍理性，做為人文的本性之分類界定。

它透過間距的思維方式，要邀請的是：「人文的自我反思」。所謂人文自我反思

著重在：透過反思來促使人文不斷地自我轉化與開拓。換言之，人文是一種可能

性，而反思則促成可能性的通道不斷被開通。27而這種反思能力也是一種理解力： 

 

我倒是邀請大家透過探索開採文化之間的間距與思想之間的間距，思考我

稱之為人文的自我反思。因為透過世界上的文化所凸顯出的並且使其發揮

作用的間距而進行自我探索，這就是人文自身在這條探索的路上借由這種

面對面來自我省察，也就是在他所具有的資源與可能性當中，同時自我拓

寬和自我反思。從本義上說來，只有自我檢驗，自我探險，用種種方式在

自己裡面打開間距的人，才是「人」；人的文化多元性則是這樣的人之拓

展。在哪兒確實找得到這個人文共有呢？我不假設它是在一開始就給予的

某種普世性裡，我把它放在可理解的裡面，也就是說，放在思考之中。要

是我提出一個建立人性共同之處的原則，這將是：所有文化都是可理解

的，即使我們每一個人肯定對這種「可理解的」之認識是有限的。因為作

為人的官能的理解力，不是一種停止成長的官能，不是某種侷限在「知性」

的範疇裡的能力（即使是大家熟知的康得所列的範疇），而是一種開放的、

在工地上進展的能力；它自去範疇並且重新自我範疇化，它因為穿越一些

被打開了間距的可理解性而更能自我拓展。28 

                                                 
26 〈間距與之間〉，頁 11。 
27 這種人性觀，也和朱利安不主張單一的理性主體、文化主體的觀點相合。朱利安和《莊

子》亦相似，都不主張單一的個我主體或文化主體，而強調人只有不斷覺察自身的成心

成見，才能展開人性與文化的創造生長。《莊子》的觀點，參見拙文：〈氣化流行與人文

化成──《莊子》的道體、主體、身體、語言文化之體的解構閱讀〉。 
28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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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距」所以能打開反思空間，朱利安認為，這是因為透過面對面的反照作用，

促使人們位移到對立面來反觀自身位置，其結果便可能發現埋藏的成見或規範作

用。當重新換位而理解了自己、鬆解了框架，便也同時拓展了理解力。29正是這種

能不斷自我打開、變化自我的理解力，才是人文該有的生成狀態，同時也是文化

該有的活力狀態。間距透過「（他者）打擾」而非「（自我）認同」，所打開的位移

運動，使得朱利安強調它深具「孕育力」、「生產力」。如前所述，「認同」不管是

做為「差異」的上游或下游，它總是更基源或更終極，所以終究難逃同一性形上

學的框架。朱利安認為「差異」背後的「認同」幽靈，深藏著害怕與防衛，這種

恐懼實來自同一性形上學的鬼魂做祟。同一性形上學總是借屍還魂，所謂差異也

可能只是它的變形。朱利安一再強調他的間距概念，可以完全跳出差異概念背後

的形上幽靈，可以排除任何先驗性、本質性的成見預設： 

 

間距不會加給自己超然的立場，人們只能從這種超然立場去整理歸類差

異。而且，透過所打開的空間，間距使雙方彼此注視：在他者的眼神之中、

從他者出發，並且與他者有別的情況之下，這一方發現了自己；而且，沒

有必須要求理論上──方法上──的先驗性，這先驗性是人們很難定位

的。不需要先驗性，只要「拉開距離」，就會產生間距；間距也不會超越

任何一邊，也不會引發假設。此外，因為間距不是來自分辨識別，而是來

自距離，所以間距概念讓人聽見賴以生成的分開動作；與其說它是分析性

的，倒不如說它是有動力的，它源自自我開展並且加以拓展。間距的本性

──對我而言，這點是最基本的──乃在於它之後不像差異那般，它不是

表象的或描述的，而是有生產力的；它在其所拉開的雙方之間造成張力，

就呈現出這一點。30 

 

間距的雙方，彼此面對面、相注視，誰都沒有特別超然立場，誰也不能宣稱擁有

先驗本質真理。相反地，一方的存在都將造成另一方的挑戰張力，因為它們都可

能映照出自己「未思」的「規範」。這便是朱利安「從他者出發」而「發現了自己」，

                                                 
29 朱利安指出：「作出間距，就是跳出規範，用不合宜的方式操作，對人們所期待的和約

定俗成的進行移位；簡而言之，即打破大家所認同的框架，去別處冒險，因為擔心會在

此處沉溺膠著。」《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39。 
30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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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擴展了所謂人性與人文的反思或理解能力。透過這種由外部（他者視域）來

解構自我的轉換作用，讓朱利安樂觀地肯定「他者打擾」的生產力。他一向樂觀

地相信，這種孕育力具有「對內（自我）反思」、「對外（彼此）開採」的雙向效

益：「文化之間的間距也是使文化彼此發現對方各自的孕育力……它們不僅可自我

探索，每一種資源從此還能被對方開採。因為間距自我探索並且可被開採。」31 

四、「間距」開啟了「之間」：乞靈於老莊流變、空虛之道 

朱利安在〈間距與之間〉，完全不接受他的「繞道中國」、「外部解構」策

略，被誤解為「跨文化交流」的阻斷與落空。著作中，他特別著力在「之間」這

一概念，強力為自己辯護。可以說，透過「之間」這個概念，他要為「朱利安模

式」的「跨文化對話」，提供哲學基礎或哲學說明。32這一概念的提出，在筆者看

來，既針對西方傳統形上學的（外部）解構，更從東方的非形上學立場吸收資源，

尤其從老、莊的「虛無」、「環中」、「渾沌」等概念蛻變而來。為證成筆者的

觀察，底下進入對「之間」的分析。 

從隱喻來看，「之間」是經由面對面的雙方對照，所打開的空間隱喻或通道

意象。它是「間距」的對照張力與反思理解，所要進入的流動交換之理想狀態。

朱利安對「之間」的說明，同時透過遮詮和表詮來表達。從「遮詮」面向看，朱

利安主要在於澄清「之間」不是西方形上學的概念，只有跳出希臘以來的存有論

思考模式，才能契近它。如他指出： 

                                                 
31 同前註，頁 41-43。這也是為何朱利安強調文化遭遇，可以抛開「真理」角度，改從「效

益」角度來思考。因為希臘哲思不比中國更真或更不真，但雙方的重新遭遇卻可能為彼

此都帶來「回收效益」。《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43。 
32 筆者特別用「朱利安模式」一語，表示「跨文化對話」可以有多種模式。例如何乏筆的

「跨文化批判」模式，可能就是在批判「朱利安模式」後，「接著講」的另一種「何乏

筆模式」。當然，跨文化批判或對話，不必限於上述兩種模式，而這兩種模式也可能反

映出他們身處的時代處境之不同。至於何乏筆式的跨文化批判模式，更強調漢語的當代

哲學潛力，並更加著重漢語哲學與歐洲哲學的互文生長。可以說，解構歐洲哲學的形上

學成見已不是何乏筆的最關心處，他最關心的無寧在於當代歐洲和漢語哲學可以跨文化

而實質地動態生長出如何的未來性。換言之，何乏筆不從過去的歐洲和過去的中國之歷

史對比出發，而是以當代性的處境和課題為出發。參見何乏筆：〈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

語哲學〉，《修養與批判──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頁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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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本性是，不留焦點，不留固定點，它就不引人注意。之間總是遣回

到不是自己的他者。如是，「之間」的本性乃以凹狀存在，而不是滿滿的，

它沒有屬於它的定義，因此無法擁有本質。……我們看到為什麼歐洲哲學

未能關注「之間」：之間必須──或者也可以說它命該如此──避免存有

問題，而這個問題，自古希臘到現在，乃是哲學據以立論的根基。因為「之

間」沒有定義，而定義製造「存有」，所以「之間」避免了本性與屬性問

題；結果是，之間是那個逃離了「有關存有的論說」──即本體論──之

掌握的。33 

 

焦點、定義、本質等等概念，都是希臘形上學思維下的存有論概念群，它們和同

一／差異共構相即之分類模式，有著表裏關係。「之間」則完全屬於──不固著、

難定義、無本質──難以命名、無法歸類狀態。這種近乎「無名」的處境，卻具

有一種流變與轉化的力量，它總是讓固定的一方不再能固著於自己，而流向他者

去運動，或者說對他者敞開。此即朱利安所謂「之間總是遣回到不是自己的他者」。

這種令存有論思維想不透、摸不著的「之間」，乃因為它打破了希臘人形上（本體）

／形下（現象）的二元區分，也捨棄了形上（同一性理型）對形下（差異性現象）

的優位與超越。換言之，西方形上學走向了同一性的絕對超越之追求，它總是在

形下的現象之外、之上，找尋更終極、更基源的實體物。34而朱利安所嚮往的「之

                                                 
33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61。值得一提的是，朱利安對

「之間」的描繪方式，總讓人想起海德格對「無」的描述，而海德格亦一再指出西方形

上學未曾真正沉思過「無」的深意。關於海德格對「無」的探討，參見氏著：〈形而上

學是什麼？〉，收於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冊（上海：三聯書店，1996 年），

頁 135-153。 
34 參見《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本體論捕捉不到之間，因為

本體論之本性，即有關存有的論述，乃觀照實體事物……本體論發展的存有思想，由於

無法立足於『之間』，因而追求對『之外』的認知；這個『之外』也被理解為『之上』，

也就是說『物理之上／形而上』。該思想只能在這種超越當中找到出路。簡而言之，人

們因為無法給予不具本性的之間實質，所以才能──才必須──想到『之外』及其對高

度的嚮往（即對『之上』的嚮往。）」頁 65。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朱利安似乎並未完

全否棄西方形上學的價值與意義，甚至認為形上學依然還是一種資源，如它豐富了西方

文化對理想的想像與世俗的批判，另外它也可反照東方因缺乏形上學思考的長短處。如

以《本質或裸體》一書為例，它一方面解釋了西方裸體繪畫的恆定性，另一方面也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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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不再是形上學的高度嚮往，而是非形上學的流動交換： 

 

對柏拉圖而言，之間的想法找不到實際上可以立足之處，它只能來自混合

與「駁雜」，來自必須解開的錯亂之混淆的認同。希臘人對「極端」深深

著迷，因為只有極端會凸顯出來，具有可以分辨的特徵而且可讓人辨識它

們之間的差異。但是希臘人很可能忽略了流動的「兩者之間」與過度時的

「模稜兩可」，它們都不具有特定屬性（它們是《老子》一書裡所謂的通

「道」）。其後果是：柏拉圖無法給這個生命之間任何實質，因為把生命

一分為二，在「之外」裡提倡了他在《泰阿泰德篇》當中所謂的「真正的

生命」，該生命奠基於存有並且排除了生成與曖昧。但是生活的思想卻因

此被遺棄了。哲學自此之後思索「真正的生命」，可它豈不因為生活不停

地越界而進入另一方，而默默地變化，因而放棄了這個逃離了「本質」的

「生活」嗎？哲學豈不因為缺乏「之間」的概念，而「放棄了」生活？換

句話說，放棄生活的後果的確很嚴重。35 

 

所謂希臘人對「極端」著迷，也就是對精確固定的本質真理之追求。他們總在「最

終差異」的區分之下，追求「同一性認同」，以獲得理智的清明與確信。然而這種

對「抽象」的著迷，對現象流變之外、之上的恆定追尋，使得希臘形上學不容許

模糊、混淆、瞹昧，同時也排除了流變、生成的可能性，而模棱兩可的「之間」

也就沒有立足之處。朱利安認為，西方哲學因競逐於超越而抽象的「（真正）生命」，

卻因此錯過當下而具體、流變而多彩的「（豐富）生活」。所以他要警告西方哲學

因追求抽象生命而走向離棄生活的危機，因為「放棄生活的後果的確很嚴重。」36

言下之意，西方哲學偏向抽象思維，東方智慧重在生活體驗。而「之間」這一概

念，正是乞靈於東方（老莊）生活智慧之體驗。如他上述提及的《老子》之虛無、

通「道」，以及底下所提及的《老子》之呼吸「橐籥」、《莊子》之渾沌「虛空」，

甚至文人繪畫（亦受老莊啟發）的氣韻生動之「留白」： 

                                                                                                                             
出東方「不可能的裸體」。氏著，林志明、張婉真譯：《本質或裸體》（臺北：桂冠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頁 39、107。 
35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71-73。 
36 朱利安這種觀點，可追溯到胡賽爾的「生活世界」。參見氏著，張慶熊譯：《歐洲科學危

機和超越現象學》（臺北：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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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是一切為了自我開展而「通過」、「發生」之處。因為中文不是源自

「是／存有」這個動詞，所以它不必關注存有……我們所謂的「世界」，

也許說得太客觀了，難道不是指「天地之間」，就如老子說的：「其猶橐

籥乎？」「虛而不屈，動而愈出」（《老子》第五章）。呼吸行於「之間」，

如人體裡面的氣囊；是呼吸使我們活著。又好比，文人畫家在筆劃之中留

下之間，因此使筆劃生氣蓬勃。這個理所當然的事實卻不是一個非存有／

不存在或空無的空白，它與來自印度的佛教的空是不同的，佛教的空仍然

屬於本體論。它倒是如王弼所注疏的，是有運作力的「無」，並且「有」

乃從無取得「利益」。又如，生活在出生與死亡之間開展，以持續的變化

來自我更新，如《莊子》所說的：「注焉而不滿，酌焉而不竭。」37 

 

在經由遮詮過程而表明：「之間」和西方形上學、存有論、本體論的脫勾之後，朱

利安又進一步表詮該如何恰當理解「之間」。這就從對西方形上學的自我反省與外

部解構之後，轉而向東方「非形上學」的他者視域敞開，尤其是通向於老莊的道

之視域。例如上述所謂：通道、橐籥、渾沌、環中、留白等等，完全不是西方形

上學的「實體」、「實有」事物，反而都呈現出所謂「凹狀」特徵。「凹狀」是一種

「虛」或「無」的（負）空間隱喻，但它不是實有取消後的空洞之虛無，反而呈

現生氣蓬勃、活力湧現之可能。38若以朱利安喜歡用「呼吸文化」來指涉東方文化

做譬喻，身體或天地就都具有中空、虛納的「之間」特徵，因此人的呼吸之氣、

或者天地氣息交換，總是「注焉不滿，酌焉不竭」地永續循環、千變萬化著。對

於朱利安，這便是東方非形上學的智慧之道，它們來自於當下具體的生活體驗，

而非抽象思辯。而山水繪畫的留白，其實也是透過無／有、虛／實「之間」來呈

現，它總是透過：可見性與不可見性「之間」的微妙變化，來彰顯氣韻生動。山

水畫所要表達的乃是變化的精微過程，而不是西方裸體畫對超絕理型的形上追

求。39 

                                                 
37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63。 
38 如以《老子》的話說便是屬於「無」之「妙用」：「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徼」、「有之以為利，無之以為用。」另外，朱利安所謂「佛教的空仍然屬於本體論」的

判斷，似乎不甚精確。 
39 如朱利安在《本質或裸體》一書強調：「中國繪畫希望建立及誘發的，是『虛』與『實』

之間的交錯與相互作用──亦即透過竹枝或石塊的形態佈置，可見的與不可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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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利安的間距與之間，乞靈於老莊生活之道的體驗，並不僅止於上述，仍然

還有再發揮的餘地。不過，筆者想先轉換一下陣地，位移到《莊子》視角，另類

觀察《莊子》和朱利安的交會通道，尤其透過「兩行」、「渾沌」等觀念，來和

「間距」、「之間」做更進一步的交流對話。 

五、朱利安的間距與《莊子》的兩行 

〈齊物論〉處理的核心課題之一，便是如何回應「是非」，或者如何「齊」

「物論」。「物論」在〈齊物論〉裏，簡單說，可被表述為「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而「是非物論」要如何「齊」？何謂「齊平」是非物論？

首先得說明是非物論和名言符號的關係。從《莊子》看來，儒墨是非乃透過語言

符號的區分和偏執所產生。就「區分」這一角度說，《莊子》繼承《老子》第二

章的語言觀，認為語言具有二元結構的分類特性，如美／醜、善／惡、有／無、

難／易、長／短、高／下、前／後，等等概念，雖看似相反、實相依待。認同一

方價值（美），通常也就建立在差異與排除之上，而被排除者則邊緣化為他者（醜）。

可謂他者以吊詭方式，成就了中心價值。《莊子》進一步將這種語言符號的二元

結構性，表述為：「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說也，雖然，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方可方不可，方不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40也由於這種「彼

／是」方生、「可／不可」相因，其結構來自名言的「分」與「成」之特質，故

《莊子》乃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无成與毀，復通為一。）」
41「分」是「名言」（名辯）的基本特徵，它在命名與分類的區分作用下，雖確立

了某些本質內容或價值標準（成也）；但它同時也限定或裁縮了事物的可能性（毀

也）。換言之，思想、價值或任何文化體系，由於不可能離開語言運作而存在，

但語言的開顯作用（成也），在《莊子》看來，同時也隱含著遮蔽危機（毀也）。

所以《莊子》經常嘲諷人們對語言缺乏省察能力，不能看到語言分辨功能的限制

性，如〈齊物論〉言：「故分也者，有不分也；辯也者，有不辯也。」42不要以為

                                                                                                                             
與『無』之間的相互滲透。」頁 111。 

40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論〉（臺北：華正書局，1985 年），頁 66。 
41 同前註，頁 70。  
42 同前註，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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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辯」的功能是絕對普遍有效的，事實上它經常有所宰割而犧牲、也有所遮

蔽而不明。一旦不小心，就會落入「儒墨是非」的爭鬥不休，成為《莊子》嘲諷

的變調八德：「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

有右，有倫，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43 

「封」是遮蔽後的封限，「常」是區分後的定著。一旦人們陷入了通道遮蔽

而封限、語言僵化而不流，便會形成一系列對立的框架（畛），而那些看似左右

倫常有別、意義階層有序的符號世界，同時也會是一個話語權勢的鬥爭世界。故

《莊子》批判：「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行

也。」44這也再度回應了「儒墨是非」的鬥爭結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大家各自站在對自己有利的語言視角看對方，結果自然容易造成：自己所肯定的

正是建立在對方所否定的，而自己所否定的又正是對方所肯定的。大家各是其是，

各非其非的結果，便落入《莊子》所謂的「自彼則不見，自知則知之。」45（自以

為的）彼和（自以為的）此，總是看不見對方所看見的，總是只見到自己想見的。

可以這麼說，《莊子》認為語言深度影響人的視角位置，一不小心，甚至可能完

全被語言分類給支配觀看世界的視角。 

這裏便又涉及語言「區分」所可能隨之而來的「偏執」，亦即《莊子》對觀

看視角的固執不化之反省。一言蔽之，語言的固化、視角的偏執，涉及《莊子》

對是非物論背後的「成心」揭露。對〈齊物論〉言，人的思想與文化無法摒除語

言，而語言所開顯的知見有它約定俗成的意義，《莊子》也並非要全然否定或取

消知見。它只是強調：「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46亦即語

言作用（夫言），不會只是空氣般無意義的拂動（非吹），它可以有意義的指涉

（有言），但卻不會是絕對真理而只能具有暫時約定的價值（特未定）。然而人

們卻經常將「特未定」擴張為絕對而普遍（有常），遺忘了自己觀看視角的限制

性。換言之，〈齊物論〉所謂「是非」，是指名言知見被固執化、封閉化之後，

偏執一端知見又唯我獨尊的心態和後果。也就是說，「是非（偏執）」是由「成

心」作祟的後果。不僅如此，〈齊物論〉甚至更深更廣地指出，人的知見分辨、

言語爭鋒所造成的生命傷害，背後都有著「成心」在推動： 

                                                 
43 同前註，頁 83。 
44 《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135。 
45 《莊子集釋》〈齊物論〉，頁 66。 
46 同前註，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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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與接為搆，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若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奚必知代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

也。是以無有為有。47 

 

《莊子》似乎悲觀地認為：每個人幾乎都以「成心」為師，而成心便是「是非」

真正病原。由成心推動的是非爭辯，將導致人生種種耗損與傷折，可以說它也是

人生「失養」的病灶。反過來講，人的養生之道便和「成心」的反思、鬆解有著

密切關係。48「成心」狀態，〈逍遙遊〉將其描述為「有蓬之心」，亦即猶如被茅草

堵塞而不能暢通的心識狀態。這種固化的成心知見，用現代的話說便是深陷意識

型態的牢籠。〈逍遙遊〉曾用惠施為例，說明他為何只固執於壺蘆的容器（本質）

定用、大樹的木材（本質）定用，卻從來看不見、想不到萬事萬物皆可能轉換角

度來另眼相待、另類活用。莊子嘲諷惠施，完全不曾想到「無用之大用」。所謂「無

用之大用」，便是透過對「有（用）」給予去固定、去焦點的虛損作用後，保持「虛

心」、「無為」的敞開心境，然後讓萬事萬物保有最大的可能流動性。如此一來，

它可能產生最大的「妙用」可能。莊子說，這種狀態才能與物無待、無為逍遙。

而它的前提則要洗滌、清掃「有蓬之心」。49這也是為何《莊子》強調「心齋」工

夫，那種直指「成心」（意識型態）的洗滌拂拭。 

「心齋」的工夫重點，關鍵在「虛」。所謂：「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50「心齋」使顏回的成心

成見得以鬆軟敞開，不再那麼絕對自我中心。一旦心齋的反思工夫到位，也就能

清通蓬心、虛懷若谷：「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47 同前註，頁 51-56。 
48 這也可以說明，為何《莊子》在〈養生主〉一開篇就要提及「知」的問題：「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集釋》，頁 115。

因為「知」在《莊子》一書，通常和名言、成心分不開。需要稍為說明的是，《莊子》

不是反智論，也不是反對知識，而是要批判固執不化的成心知見。 
49 《莊子集釋》〈逍遙遊〉，頁 36-40。  
50 《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147-150。可見「聽之以氣」仍可透過：「虛而待物」、「唯道

集虛」、「虛室生白」來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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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虛乎？」51顏回從絕對自我中心（實自回也），到敞開而聆聽（聽之以氣），這

個去自、去我（未始有回）的「虛懷」，正是心齋效果。 

若用朱利安的話說，「心齋」正是對「成心」、「成見」的重新反思和理解。

如前所言，人既需要透過語言來思考與觀看，就代表著人的知見不可能無所限定。

然而限定一旦未被覺察，進而僵化而固著成自我中心，也就掉入了偏蔽而未思，

如此一來，《莊子》才斥之為「是非」。「是非」對《莊子》言，雖不是沒有它

的所見和意義，但極容易落入「自是非他」的爭權奪利。如此人們以各自偏見在

互相遭遇，非但未能彼此照見自身立場的特定，進而促使雙方各自反思其特定知

見的有限性；反而一再重複「自我中心」和「排他暴力」的惡性循環。而這便是

《莊子》所要批判的儒墨是非之惡性循環：「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莊子》觀察人的觀看、立場、知見，並分析它們和語言二元結構的關係，

以及語言符碼和知見立場的交纏共構，指出其背後的成心作祟等等洞見，都和上

述筆者對朱利安的觀點分析多有契同。例如朱利安經常強調中／西哲學與文化的

間距現象，首先就建立在彼此採取了不同的語言使用方式（表意文字 vs. 拼音文

字），而選擇不同的語言使用模式，便規範了不同的思考框架和文化氣質。朱利

安雖認為可將語言視為「資源」而不必是「決定」，因此語言的使用雖開顯某區

域文明的觀看角度，但不能否認的是，他也強調這個開顯同時也會自我凹陷在「皺

褶」中。任何的思想與文化必然都得透過「皺褶」來表現，而一旦「皺褶」未被

反思、不能攤展開來，朱利安便認為這樣的「皺褶」資源，將同時轉變為內部常

規，墮化為同一性觀點的合法保障。換言之，它成了《莊子》所謂的成心成見、

是非知見，成為保障意識型態的基礎來源： 

 

我們抓住了一條皺褶，它形成我稱之為一種思想的共識；然而，從文化的

內部觀察的話，則察覺不出該皺褶。此外，皺褶已經成為常規，於是自以

為具有一種「基礎」之合法性（它自我授權這種合法性）。52 

 

所有的文化都出於一種角力關係，如是，都被混雜的事物修煉過。某些一

致性（理）樹立了自己的威望，就埋藏並掩蓋了其他的一致性（理）；從

                                                 
51 《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148。 
52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47。 



 

410  文與哲．第二十三期 

 
 

此之後，只有跳出那些被同化了的視角──同化到沉積為「自明性」或是

我稱之為「思想的皺褶」──，才能重新發現那些被掩蓋的一致性（理）。

然而，只有遇見一個外在而透過與之對照，才可能產生這種面對自己的突

破與檢視。如此一來，常常接觸中國思想就會間接地使人對歐洲思想內部

的張力更敏感，這點會使歐洲那些被深埋的選擇重新浮現：不再是從外

在，而是從內在，凸顯出在歐洲本身的發展當中使它富有孕育力的「異質

性」。因為這種在文化與思想之間檢視它們的間距之舉，不會把思想孤立

起來。53 

   

當「皺褶」在內部自身成為常規後，就會像版模一樣，強迫人們印製「一致性」

的思想圖像。而原本文化內部擁有的「混雜性」，就逐漸被修整為「同一性認同」

之理。這樣的「理」容易被視為先驗性、本質性的「理所當然」，而這就是朱利安

所指出的「思想皺褶」。「皺褶」隱喻可謂傳神，它向內緊縮又同時向外排擠，形

成自身意識不到的深海溝壑。所以朱利安強調：「我十分注重我的研究的意識型態

層面的意義。」54若用《莊子》的話說，「思想皺褶」就是「有蓬之心」，它因封閉

而堵塞了自己向外敞開的通道，所以只能自我重複「一致性」認同。也由於它深

陷自身溝壑，所以也就不易看見外在的異質性，同時也難照見自己被掩蓋的同一

性網羅。這就像〈逍遙遊〉的惠施一般，當他掉入單一化視角的本質主義、思想

皺褶裏（死於罔罟），他便看不見萬事萬物的其它可能性，因此呈現「排他性」的

暴力行為（掊擊不合定用的壺蘆）。 

朱利安的「間距」概念，或是為了透過東／西思想文化的互相鏡照，透過「外

部解構」來打開（西方）溝壑、攤展（西方）皺褶。一則照見自身的成心成見，

再則經由反思而浮現被排除的異質性。因此朱利安相當樂觀地認為繞道中國的間

距之旅，不會把東／西思想孤立起來，反而可為彼此帶出富有孕育力的交流。55 

若用《莊子》的概念再說，朱利安的「間距」近乎〈齊物論〉的「兩行」。

                                                 
53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51-53。 
54 〈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頁 23。 
55 朱利安這個「孕育」的呼喚和期待，想必是可以被認同和欣賞的；但進一步的問題還在

於，他的具體操作之實踐方式（帶有濃厚東西並列的對比陳述），是否真可達到「孕育」

效益？或者是否在不同的歷史階段，可以發展出更直接的跨文化生產對話？這些都值得

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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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對成心知見與儒墨是非的揭露，當然不純為批判而批判，更是為了「齊」

「物論」。然何謂齊平物論？泯除是非？對此則還要進入〈齊物論〉文脈來解讀。

用《莊子》的概念說，它涉及「莫若以明」、「照之以天」、「得其環中」、「休

乎天鈞」等描述。大抵上，這些概念約略指涉同一種內涵，它們都可落實為「是

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兩行」的精神。為進一步說明「兩行」，

我們再回到〈齊物論〉來解讀：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若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不見，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說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不可，方不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

人不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故曰莫若以

明。……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无成與毀，復通為一。唯達

者知通為一，為是不用而寓諸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是

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兩行。56 

 

〈齊物論〉這段話極為關鍵，也和朱利安的「間距」一說頗為相契，甚至筆者會

認為朱利安的間距與之間等主張，頗受《莊子》影響啟發。為方便筆者進行《莊

子》與朱利安的對話交流，不妨請讀者先將〈齊物論〉的「彼」／「是」兩造，

暫時轉換為「東」／「西」文化之兩輪。彼／是兩端，用現在的話說就是「彼／

此」兩端，而在〈齊物論〉的具體脈絡，狹義上可指涉「儒／墨」是非之兩端。

更深的義涵，當然和前文討論過的語言二元結構的「區分」與「偏執」有關。而

語言資源的不同分類方式（其分也），決定了人的特定觀看圖像（成也），但這樣

的世界圖像不會是全景風貌，而是由特定視域所建構出來的片面圖景。換言之，

有所見必也有所不見（其成也，毀也）。在《莊子》看來，墨儒兩端就因缺乏「莫

若以明」的反思省察能力，結果才會將一端知見擴張為全視全知，如此才掉入「儒

墨是非」的排斥與鬥爭。換言之，從「彼／是」再掉到「是／非」，中間環節還加

入了成心的偏執。而《莊子》認為要解開這「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

                                                 
56 《莊子集釋》〈齊物論〉，頁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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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的無窮鬥爭與糾纏泥淖，首先要有「莫若以明」、「照之以

天」的能力。 

「以明」、「照天」都不宜被理解為任何的形上論述，它與形上學的超絕追

求無干。它的真意在於深刻地反思「彼／是」的二元結構既相反又相成的弔詭特

徵，它涉及到老莊對名言符號的批判性反思。57也就是說，「彼／是」是運用語言

思考必然會產生的現象，不管是就儒／墨兩家來說，或就東／西兩大文明去講，

「彼／是」的差異現象是語言區分作用所自然會形成的。真正的問題在於，習慣

於「彼方」或「此方」的兩端者，很容易陷溺在思想皺褶的內部裏，然後將自己

的知見視為理所當然。如此一來，便順著語言的區分皺褶而養成內縮與排他慣性。
58這在《莊子》，便是自師其成心，墮入各自封閉的無窮是非之惡性循環。要解開

這種惡循環，首先要有「照」「明」能力。「明」和「照」皆是指能反觀自省：

彼／是、儒／道、東方／西方，沒有任何一端知見可以宣稱它是絕對普遍的先驗

真理，大家都各有所見也各有所蔽，尤其當兩方知見產生一種鮮明的對照時，也

就更加突顯了「彼是方生」的結構。陷入思想皺褶的成心者，由於缺乏這種相互

照明、自我解構的能力，容易墮落在「自彼則不見，自知則知之」的獨眼狀態。

結果自然會呈現出朱利安所描繪的文化差異圖像，如西方文化向來偏執於裸體（本

質）畫，而東方則鍾情於山水（氣韻）畫，結果便各自看見並重複構做自己的文

化圖象。 

而「莫若以明」、「照之以天」，是為了在「彼／是」的間距張力下，一方

面能看見自己皺褶並反思自身成見，另一方面則打開一條新通道，讓異質性被重

新召魂出來。這條奇異而帶有生產力的通道，朱利安便稱之為「之間」，而《莊

子》則稱其為「環中」。而經由這個「非處所的通道」，朱利安樂觀地相信東／

西文化能進入跨文化的交流，而《莊子》則許諾所有對立的兩端可進入跨域的「兩

行」流通。何謂「環中」？它又被稱之為「道樞」，它來自車輪輻軸或陶鈞埏埴

                                                 
57 關於老莊對名言符號的批判反思，筆者已有多篇文章一再詳論，此處不擬重複。參見拙

著：《道家型的知識分子論：莊子的權力批判與文化更新》。 
58 相應的見解，朱利安則指出：「一個學術研究的戰略問題，我想可以從兩個方面談，其

中有兩個暗礁必須避免：一是『自身』，一是『他者』。所謂『自身』，即本族中心主義，

它將本文化的軌迹放大到其他文化，並認為這是理所想然。……另一極是所謂的異族情

趣，受區別與距離所吸引，越遠越美，將中國構成為一個『他者』。」〈新世紀對中國文

化的挑戰〉，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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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空軸心之意象隱喻。若應用一點想像力，「道」可被擬像或比喻成不固不著、

流動常新的轉輪，而「儒墨是非的自我中心論」或「東西文化的自我中心論」，

由於各自偏執一端而排斥他方，其結果將造成輪轉的僵持與停滯。換言之，「彼

／是」的力量若只有各自為政而不相容、不推動對方，那麼將使得「彼／是」雙

方產生「對偶」的僵持。所謂「道樞」或「環中」，就是透過中空虛無的通道或

支點，使雙方的力量得以互相轉化到對方去，或讓對方的力量同時轉化到自身來。

如此一來，便可用「得其環中」的通道，來化解「彼是相偶」的對峙，使其在「莫

得其偶」的互相過渡轉化中，讓彼此觀點和立場得以位移交換，以促使語言的流

動輪轉、文化的對話交流，得以生生不息地創造下去。如此或可達成「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的效益。這樣的「無窮」效益，既鬆解了「是／非」兩端的偏執，又

推動了兩端交換的更新，所以《莊子》許它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的「兩

行」效益。59 

六、朱利安的「之間」與《莊子》的渾沌 

從老莊的角度來觀察朱利安的間距、之間等說法，除了觀點的相契外，也可

發現朱利安一再援用《莊子》的思想資源來詮釋跨文化交流之圖像。尤其在解釋

「之間」這個特殊「通道」時，更清楚表現出來： 

 

我將把自己定位在這個之間的「無處」，也就是說，定位在這個「非處」

那種沒有位子的「之間」裡。然而就是通過這個從來不被隔離的，不具有

任何特質的，沒有本質也沒有屬性的「之間」而起「作用」，如中文所說

的，「用，通」，因而操作起來。60 

                                                 
59 關於《莊子》對「是非物論」的批評，並不因此走向不可知論、懷疑論、相對論；而《莊

子》對「和之以是非」亦不必被理解為指向「無是無非」的絕對境界；換言之，《莊子》

的「齊」「是非」的「是非」，可能有更複雜而豐富的面向，如方萬全曾提出《莊子》要

破除的只是成心偏執下的是非之辯；至於《莊子》「以無為定是非」可能涉及道德知覺

層面的是非，則需透過道德虛靜訓練來回應。方萬全先生的觀點雖和筆者討論脈絡不

同，但一樣反對將《莊子》的立場簡化為「無是無非」。方先生的觀點，參見：〈莊子的

是非之辯與無為定是非〉，「批判與反思」哲學研讀會第 51 場次，2011 年 10 月 7 日。 
60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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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利安所謂「如中文的『用，通』，因而操作起來。」很可能就來自《莊子》〈齊

物論〉：「凡物無成與毀，復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不用而寓諸庸。庸也

者，用也；用也者，通也。」可以說，朱利安是運用《莊子》的「道通」、「復通」、

「知通」來理解「之間」的流動交換。而「一」則是對「成／毀」二元結構的超

越；而「無處」、「非處」，則是對老莊的「虛」「無」，山水畫的「留白」「平淡」，

等等觀念的吸收有關。61朱利安援引道家觀點並非孤立、也不偶然，他一再透過「中

央」、「中空」、「中軸」這些意象來詮解「之間」，甚至直接用〈養生主〉庖丁解牛

中的「緣督以為經」之「遊刃有餘」，來說明「之間」的穿越、流動效益： 

 

（之間）完全像一座建築物的架構的中央棟樑，同樣地用樑柱之間的張力

──就技術而言，還不是引申義──來「支撐」整座建築物，以其字面義

「事物之間互相支持」。62 

 

然而，當「之間」不再被侷限於中介／中間階段的地位，不再處於最多和

最少之間，而是像穿越那樣地展開的時候，之間的功用會是什麼呢？中國

思想用氣息、流動和呼吸（氣：「能量」，此譯詞還太希臘式）來看待我

們所謂的「現實」。「之間」是，或者說「作為」，一切從此／經由此而

展開之處。《莊子》裡有名的庖丁解牛之刀便是「游刃有餘」地解牛：因

為庖丁的刀在關節「之間」，所以不會遇到阻礙和抵抗，牛刀不會受損，

總是保持像剛被磨過一般地銳利。養生也具有同樣的道理。如果生命力暢

                                                 
61 如朱利安在《淡之頌》說：「淡的主題，仍是在與道家思想那最初也是最終極的『道』

相連之後，才在中國有了特殊的意義」、「他知道那些對立的極端彼此是相通的，他知道

一切只不過正在從一個階段演變到另一個階段，在發展過程中。自此，我們看到平淡有

一個極重要的特徵，即顯示這種經常性的過度轉變。味道產生對立和分辨，淡而無味卻

使現實從不同的方面彼此聯繫，使它們互相敞開，也使它們溝通。平淡揭露開它們之間

共同的特性．因而透露它們的本質。平淡是整體的調性，它使人們的視線投向最遠之處，

使人去感覺這個世界、去感受個人狹窄的眼界之外的真正生活。」氏著，卓立譯：《淡

之頌》（臺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頁 18、31。尤其要強調，《莊子》〈刻

意〉篇，可能是先秦談論平淡最深刻的文獻。 
62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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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無阻地行於我們體內運作「之間」，並且在通過之際滋潤它們，生命力

就會使我們的身體保持敏捷，生命力也永不枯竭。63 

 

庖丁解牛所以能技進於道，關鍵在於找到「空隙」（有間）。一般人容易在實有層

打轉，於是刀體與牛體在錯綜複雜的筋骨肉體中，相互碰撞而相刃相靡。這是因

為一般庖丁無能將手中這把刀給「虛薄化」（無厚），或者說一般庖丁不能將自我

意識中心給虛位化，讓身心合一（官知止而神行）而任隨牛體的自然紋理（依乎

天理）。而技進於道的高級庖丁，則能順牛體的自然空隙而走（因其固然），找到

一條刀與牛無礙的「之間」通道（彼節者有間）。如此一來，「以無厚入有間」則

能「遊刃必有餘地」。朱利安就是透過〈養生主〉的「緣督以為經」、「無厚入有間」、

「遊刃有餘地」，來詮解他的「文化間談」。「緣督以為經」據郭象和成玄英的注疏：

「順中以為常」、「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惡兩忘，刑名雙遣，故

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64而

朱利安由於深受王夫之影響，在解讀上又加入了「氣」的流動穿越之描繪（亦即

氣在督脈這中空管道之間流動循行）。65不管如何，庖丁遊刃的通道具有「中」「空」

特質，也和「虛」「無」特質相應，它們雖不必指涉實有、實位的具體空間，卻能

如〈齊物論〉的「環中」那樣，發揮「以應無窮」的妙用。這樣的妙用便是打開

彼此交換、物我兩忘的「渾沌」空間。66至此，朱利安的「之間」又可透過《莊子》

的「渾沌」來加以注解。 

朱利安再三強調，「之間」是無法被定位、定義的，它雖「無處」卻能發揮

「通達」妙用。它具有混合駁雜與模稜兩可的特質，它總在兩者之間不停地扮演

流動交換作用。根據這些特質，大抵可以推斷朱利安的「之間」，其實也具有老

莊的「渾沌」性格，甚至有可能乞靈於「渾沌」。例如《老子》對道的描述總具

                                                 
63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67-69。  
64 《莊子集釋》〈養生主〉，頁 117。 
65 關於王夫之對〈養生主〉的詮解，受到內丹的身體修煉經驗之啟發，以及這種採內丹式

精氣流動觀點對「緣督以為經」的解讀，請參見拙文：〈《莊子》精、氣、神的工夫和境

界〉，《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年），頁 119-166。 
66 關於《莊子》渾沌與圓中、環中、中空的關係，請參見拙文：〈道家的神話哲學之系統

詮釋〉、〈神話、《老子》、《莊子》之同異研究〉，兩文皆收入《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

頁 16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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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渾沌特質，那種恍兮惚兮的混融模糊性；67而渾沌之道的流動、流通性，老莊也

最常使用「水」、「湖」、「海」這一類意象來隱喻。另外，對於道的「環中」

特質，《莊子》〈應帝王〉則透過渾沌（中央帝）寓言來呈現： 

 

南海之帝為儵，北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

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68 

 

若將寓言故事中的「南海之帝」與「北海之帝」，暫時代換為朱利安的「東方文化」

與「西方文化」，那麼「中央之帝」便可視為朱利安透過東／西「間距」的張力，

所欲創造出來的「之間」通道。可以設想，原本南帝與北帝是無法面對面的，它

們只是各自封閉在南海與北海的區域空間（如朱利安的東／西文化之起源不相干

性）；唯有來到「中央」（環中）這一特殊空間，這兩端才能真正「相遇於渾沌之

地」。可以說，「渾沌之德」的流動與渾融特質，讓原本互為他者的南／北對立，

有機會不堅持此疆彼界、不相互排斥。現在透過一個奇妙的中央通道，相遇在「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渾沌之地，彼此渡過豐富而美好的交流時光。原來「渾沌」

寓言早就洩露了「之間」的福音，它歌頌了跨域流動的必要與美好。 

而南帝與北帝一旦退回自我中心的一偏之見（常人視聽食息的成心嗜好），

原本所打開的「渾沌」通道、「環中」空間，便將消失不見，彼此又再度墮回「自

是非他」的中心性與排他性的二元對立。如此一來，不管東方或西方文明，都可

能各自據王稱帝、號稱自身具有絕對普遍性。對此，朱利安一針見血地指出：「『簡

單的』普世論乃相信一種一開始就存有的普世性，作為認同的根據，而那其實是

出於種族中心論」。69任何一個文化都沒有特權將自身的「思想皺褶」所開顯的一

偏之見，普遍化為超然而全景式的絕對真理，否則就犯了種族中心、文化霸權的

獨我暴力。而「渾沌」所開啟的中央之地，才是朱利安所嚮往的：沒有本質認同

（成心）、只有之間流動（兩行）的跨域烏托邦。而這一渾沌烏托邦之可能開啟，

                                                 
67 《老子》十四章強調「道」乃是：「繩繩不可名，復歸於無物，是謂無狀之狀，無物之

象，是謂惚恍。」 
68 《莊子集釋》〈應帝王〉，頁 309。 
69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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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建立在兩個「異質邦」的真正相遇，並願意自我反思與相互敞開方才可能。70 

七、文化生命與個人生命都需要「卮言流變」與「養生之道」 

朱利安並不將東／西文明視為兩個具本質性、同一性的文化實體，反而比較

像是將文化視為可以持續生長的開放性（語言）文本，它們都是藉由語言資源（文）

的持續生長（化）來成就活的文化。不僅東方文化沒有本質，西方文化也沒有，

而兩者的理想遭逢，將進入語言資源的互文交換與彼此開採的歷程： 

 

我們於是明白，譬如在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為什麼偵察出間距並且使它

們發揮作用，並不會因此把這兩個世界對立起來──好像差異在它的認同

方案當中所作的那樣。請大家明白我的意思：當我說「中國思想」的時候，

我並沒有假設它有任何認同，也沒有假設它原則上有任何本質──這一

點，我需要重複說嗎？──我只是指以中文表述的、形成的思維。即使在

這點上，我絕不假設「語言決定思維」，而是因為語言本身也是──或者

說它首先就是──資源。《聖經》中的巴別塔不是詛咒，而是人類思想上

的好運。71 

 

文化的本性在趨向同質化的同時也不停地異質化；在趨向同一性的同時也

不斷地多元化，在趨向融合與順應的同時也不停地標示自身的特色，去認

同而再認同；在趨向自我提升到主流文化的同時也不斷地讓異議發揮作

用。這就是為何文化肯定是複數的，總而言之，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不過

是特殊形式的文化，但是，是表達得很好的文化形式。72 

                                                 
70 耐人尋味的是，畢來德和朱利安雖在中西文化對話的立場上針鋒相對，但他們卻幾乎都

欣賞並運用到「渾沌」資源，如畢來德也強調渾沌鑿七竅：「這個故事的主旨是，我們

的主體賴以生存的虛空或是渾淪如何遺失的故事，沒有這種渾淪，主體性就必然凋敝，

或是說，必然乾涸。」宋剛譯：《莊子四講》（臺北：聯經，2011 年），頁 80。畢來德強

調的是身體主體，而朱利安這裏觸及的是文化主體，但不管如何，一旦它們缺乏渾沌、

虛空的混融灌注，都將擱淺而枯竭。 
71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47。 
72 〈間距與之間〉，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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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朱利安而言，文化是語言構成的文本，語言雖具有一定程定的規範作用，卻未

必是（絕對）決定性的。語言不僅在歷史發展歷程中流變著，在遭遇不同文化語

言時，更可能產生創造性的互文現象。可以說，語言一直處在混血的流動狀態，

而不同文化、不同族群擁有多元雜揉的語言狀態，不但不是《聖經》巴別塔神話

寓言的詛咒，反而是祝福。因為它代表人們擁有更多語言交換的資源，更多混血

的可能性。文化文本不可能具有單一而固定的本性，不僅中國文化沒有，歐洲文

化也沒有。相反地，文化從來就是複數的多音狀態。73如今東／西文化文本的面對

面遭遇，這兩個開放性的文化文本，又將進行互文性交換的生長運動。朱利安認

為巴別塔不是詛咒，多少暗示了語言多元與語言流動，有助於文化的更新與創造。

其論調大概也和後結構主義的羅蘭．巴特有其交涉：「諸多整體語言之間的雜亂違

礙已不再是種懲罰，經由種種群體語言的同居，交臂迭股，主體遂臻醉境：悅的

文，乃是幸福怡然的巴別（Babel），通向成功的巴別。」74在筆者看來，這種多音

複調的渾融巴別塔之怡悅觀點，正契合《莊子》卮言流變觀的精神。75都強調文化

透過語言的交會與流變而持續變形生長，以打開它暫時性、封閉性的意識型態之

單一認同。如今朱利安欲透過東／西兩種語言文化的「間距」張力，以打開交會

的「之間」空隙與通道，實遙契於《莊子》卮言的文化觀。那走向異質化過程來

豐富多元性、開放性的人文「化」成。76 

除此之外，朱利安在透過庖丁解牛來詮解「之間」時，曾提及「養生」課題。

亦即生命的養護之道，消極上要盡量迴避相刃相靡的耗損枯竭，積極上則要找到

                                                 
73 朱利安澄清自己容易遭受的誤解：「我所欲澄清的是，在一個文化系統裏，其實有著多

種多樣的頭緒。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突顯的，也有隱性的。中國文化中有同西方

思想很接近的墨家，但被主要思想發展路向所遮蔽和排斥，正如西方文化中皮朗、蒙田

的思想脈動也被主流思想所遮掩一樣。」〈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頁 23。 
74 羅蘭．巴特著，屠友祥譯：《文之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年），〈二、巴別〉，

頁 4。我也發現朱利安曾對巴特有所關注，參見氏著，張放譯：《（經由中國）從外部反

思歐洲──遠西對話》〈第一章（三）、直到我們內心深處整個西方在動搖（巴別）〉（鄭

州：大象出版社，2005 年），頁 15-22。 
75 參見拙文：〈《莊子》的文學力量與文本空間──與巴特的互文閱讀嘗試〉，《文與哲》第

20 期（2012 年 6 月），頁 42-94。 
76 關於《莊子》的卮言文化觀，參見拙文：〈氣化流行與人文化成──《莊子》的道體、主

體、身體、語言文化之體的解構閱讀〉，頁 39-96；收入拙著：《道家型的知識分子論：

莊子的權力批判與文化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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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通無阻、平衡調節的生長之道。77如此才能使生命力生生不息、敏銳常新。其實

〈養生主〉原本就涉及生命的調節與安養，而當朱利安透過「之間」的文化間談

來闡發它，也使得生命的調節護養之道，被轉換到中／西文明的跨文化交流來思

考。道理是相通的，個人生命和文化生命都一樣需要找到「空隙」來呼吸、找到

「通道」來流動、找到「之間」來彼此通達： 

 

同樣地，我們能在繞過存有論的遠東思想裡所揭露的「之間」及其功能當

中取得益處。那可不是推演出來的或者理論化的結果，而比較是被偵測出

並且被應用過的。我們查看表示「之間」這個表義字：兩扇門之間有月光

穿透照亮。然而，說這個之間細縫是用來維持讓所集合的不同元素得以一

起玩而不會卡住的遊戲（有名的日本木匠的「間」），這是不全的，因為

這個中文字也指向我們的生活心態，這正是養生之源。此時，該字表示逍

遙遊，人在之間流通，虛位以待，其息深深。78 

 

朱利安再度強調他的「之間」觀念，與中文「間」字的穿透、隙縫相關。它除了

具有：「集合不同元素而得以一起玩而不會卡住的遊戲」義蘊之外，這種「逍遙」

之「遊」，也還同時具有「養生」義蘊。從《莊子》來說，物我無礙、自由無待，

並不是將生命獨我化、封閉化，他總能在與物相遊的整體情境中，做出「與物為

春」的回應。如此一來，生命之間才不會落入相刃相靡的撞擊傷害，而能在彼此

之間找到空隙來相互悠遊，甚至互給養分以滋長，這便是逍遙與養生的相通之道。

如今朱利安透過「庖丁解牛」的養生之寓，所謂「以無厚入有間」的養生通道，

不僅可以從物我之間、人我之間來思考，也可以從東／西之間來思考跨文化的互

養之道。從「文化之死」走向「文化之活」，文化之間的跨文化互養是必要的通道，

而那是「之間」所渴望打開的縫隙。從筆者看來，朱利安之所以渴望打開「之間」

這個「無厚」通道，正是善讀老莊之道（虛無、環中、渾沌、庖丁解牛等等），所

                                                 
77 朱利安批評西方式的克制缺乏調節之道：「是故，我們更能因本體論缺乏『之間』而造

成的反作用去評估本體論的命運。這也就是說，我不再相信透過苦行和放棄來消減欲

望，如尼采論說所主張的。」《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71。

如尼采所批判，西方式的精神超越乃建基在形上學思考，而《莊子》非形上學式的養生，

則重在調節與平衡，而非克制與超越。  
78 《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略》，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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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出的古典新詮、中西互用的跨文化效益。 

八、餘論：朱利安的「間文化性」VS.何乏筆的「跨文化性」 

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何乏筆（包括畢來德和張隆溪）對朱利安「繞道中

國」的迂迴策略，是否真能通達跨文化的動態交流，有所質疑。對照於他所從事

的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語哲學潛力之開發工作，79何乏筆認為朱利安儘管已遠超法

蘭克福批判理論對跨文化的盲目，但也不認為他真能脫離歐洲中心主義的限制。80

因此當對朱利安所謂「間距」、「之間」等理想性說辭，進一步還原回「中西對

比詮釋」的書寫模式時，它是否真具有「混血（或混雜 hybrid）」的孕育生長性？

何乏筆顯然相當質疑。何乏筆認為朱利安雖鼓勵東／西文化進行「間距」的照見

與交往，卻不見得真能達到兩者進入混血的孕育狀態。如此一來，「之間」的流

動開採便要落空？ 

何乏筆對法蘭克福學派的批判理論雖多所繼承（尤其對阿多諾［Adorno］），

但對「非西方文化」在法蘭克福學派的缺席，卻深表遺憾。他強烈質疑：自霍克

海默（Horkheimer）、馬庫色（Marcuse）到哈伯瑪斯（Habermas），他們對其它

文化的忽視，近乎「跨文化盲目」的麻木不仁。81而哈伯瑪斯自己雖也曾主張「間

文化交遇」，但不免流於口號而顯的空洞： 

 

西洋的理性主義必須回歸自身，超克自己的諸多盲點，以使自身開啟與其

他文化的溝通，並從中學習。一種名符其實的間文化交遇（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也將能在我們的諸種傳統中，挖掘掩埋之物。歐洲必須利用

她的長處，即她自我批判的潛力和她的自我轉化的力量，以透過他者、異

己，以及暫且無法理解之物，更徹底地相對化自身。82 

                                                 
79 參見何乏筆：〈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語哲學：晚期傅柯研究的方法論反思〉，《揭諦》第

13 期（2007 年 6 月），頁 29-53。 
80 這是有很意思而值得三思的現象，即朱利安或許會認為何乏筆漢化太深，而何乏筆則認

為朱利安仍然保有文化民族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 
81 何乏筆：〈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文化研究》第 8 期（2009 年），頁

127-128。 
82 轉引自：〈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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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的「間文化交遇」，看來和朱利安的「間距」說相類似，都主張西方文化

應對非西方文化的異己、他者敏感，以便批判自身盲點並相對化自身，進而轉化

自身。然而哈伯瑪斯的說法只是一種宣示，真正跨文化的轉向仍然呼之而未出。

對照於法蘭克福學派在跨文化腳步上的裹足不前，何乏筆一開始對朱利安的跨文

化工作深表敬佩和期待，但另一方面卻也由期待而失望。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認為

朱利安對當今漢學哲學潛力的忽視：「法國學者于連（筆者注：即朱利安）的著作，

已初步實現了哈伯瑪斯所描繪的方向（儘管于連不贊成哈伯瑪斯的普遍主義進

路）：藉由迂迴中國，以促進歐洲的自我反省為目的。在許多方面，于連的開創性

工作值得敬佩，但問題是，他的研究陷入了無法思考現代中國的困境。與此環環

相扣的問題在於，無法體認當代漢語哲學的未來潛力。」83 

何乏筆雖欣賞朱利安大大超越了批判理論的跨文化盲目，但也指出朱利安：

「著眼於中國古典文化，經常忽視現代中國，甚至認為使用外來概念如同主體、

客體、真理、美學等，來解釋古典文本的當代漢語思想根本毫無意義。」84換言之，

何乏筆認為朱利安的跨文化對話偏向古典文本，輕忽當代漢語哲學極為特殊的多

元跨文化語境。朱利安總是透過各種方式描述兩個古老文化（如古希臘與古中國）

的對照性，因為在古典時期這兩者處於未打交道的異質空間，因此具有較純粹的

差異對照性格，由此而強調迂回中國，對西方文化皺折的成見揭露之必要。但何

乏筆卻認為這種著眼於過去歷史的「間文化性」研究，雖然有它一定意義，卻顯

的靜態而不夠前瞻。何氏認為必須由「間文化性」的異／我對照，進到「跨文化

性」的混血生長，尤其要正視當前東／西文化已然共同捲入的現代性處境。從當

今無所逃離的時代共命出發，積極正視當代漢語哲學的混血性格並開發其潛力。85

                                                 
83 〈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頁 129。  
84 同前註，頁 130。 
85 例如他在考察當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性的複雜關係時，雖亦意識當代新儒家具有文化本

質主義等等限制，但卻也肯定其哲學語境走出跨文化盲目，如經由牟宗三將儒家和康德

哲學加以混血後，當代新儒學已進入跨文化的語境中，提供當代人思考另類現代性的可

能。參見氏著：〈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而受何乏筆影響的林永強，亦

強調牟宗三和西田幾多郎的倫理學，亦充滿跨文化的語言痕跡，參見氏著：〈西田幾多

郎與牟宗三：跨文化倫理學說的可能性〉，《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9 卷第 2 期（2012

年 12 月），頁 73-100。另外，德國學者施益堅（Stephan Schmidt）也強調京都學派和當

代新儒家，具有跨文化倫理學的貢獻，參見氏著：〈當代東亞倫理學的兩種主體概念──

論和辻哲郎、唐君毅和牟宗三對哲學倫理學的進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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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朱利安認為當代漢語哲學在歷經西方哲學概念的「汙染」後，會漸漸模糊

掉它原來的文化意涵。而何乏筆卻反而認為當代漢語哲學的這種語言混血傾向，

同時也帶給漢語哲學真正進到跨文化的豐富語境中，反而由此孕育出值得正視的

當代潛力。 

何氏再三強調，隨著歐洲文化的全球化過程，現代性的難題與複雜，早已不

純是西方文明的區域問題，也已經無法單靠西方文化資源而得到善解：「尤其歐

洲學者必須更徹底擺脫的成見，乃是現代化等於西方現代性的擴展；而且必須理

解，就現代性的分析而言，西方的知識資源已明顯不足。……下一步或許就在於

充分體認，西方知識在中國的接受和轉化，乃是解讀中國現代性的重要途徑，也

是構成『我們』共同問題的關鍵媒介。如此一來，將能使歐洲與中國文化的歷史

資源進入互為批判的動態關係。」86如何吸收更多元的跨文化資源來回應現代性難

題，何乏筆認為不必停留在「間文化性」的單純照鑑於古典中國的文化資源，也

應該善用當代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性」潛力。由此看來，朱利安和何乏筆雖一樣

強調跨文化互動的必要，但在相似中，又有重要差異在。近似的是，兩者都從法

蘭克福學派的跨文化口號宣言，實質深入跨文化的對話交流。差異的是，朱利安

採取兩個古典文明的差異對照，以便在繞道中國後，回去解構西方成見；但何乏

筆似乎認為解構西方（形上學）成見，已不是迫切性問題，並認為朱利安從外部

中國來解構西方成見之說，終究不免要回到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意識。而何乏筆

既不強調回歸歐洲，也不願停留在古老中國，而主張要正視當前世界的共同處境，

並開發當代漢語哲學的回應潛力。何乏筆非常自覺他和朱利安的差異，並運用「間

文化性」與「跨文化性」兩概念，來命名他們之間的工作距離： 

 

在當代的情境下，光是依靠歐洲和北美的認識和分析來探討現代性，以及

相關的普遍訴求，已失去正當性。哲學不得不試圖以間文化（intercultural）

與跨文化的（transcultural）方式來面對現代問題（依筆者的界定，間文化

性以己者與異己的對比為焦點，而跨文化性乃由文化混血的動態交錯，以

                                                                                                                             
第 1 期（2009 年 6 月），頁 145-160。其實這種現象反映出，東西文化在交遇的過程中，

不管自覺或不自覺，文化經由語言的翻譯、理解之互文過程中，幾乎都無所逃於混血的

跨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在整個東亞文化圈的現代化過程，極為普遍而顯著。 
86 〈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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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當下的共同問題出發。）但對歐洲各個區域（國家）哲學的保守維護者

而言，這種必要性未必是自明的。87 

 

為了展開當代的跨文化哲學，即必須盡量擺脫東西方的文化本質主義。就

筆者而言，此乃必須從擺脫歐洲現代哲學根深蒂固的「希臘情結」開

始。……然而，擺脫希臘並非等於陷入「中國情結」。此僅意味著，為了

進行「我們」所處的現實狀況的批判分析，當代哲學的跨文化研究，需要

透過某些特定的共同問題，並探究此問題是否與不同文化線索和歷史資源

可產生呼應關係。88 

 

從何乏筆自許的「跨文化性」來反思朱利安的「間文化性」，會認為朱利安偏執於

兩個古典文明的差異對照，較不突顯當今現實的共同問題，因而顯的保守而過時。
89而當代漢語哲學正因為長期面臨西方文化的撞擊、吸收、轉化的動態歷練，逐漸

在文化混血的交織過程中，蘊育出當今漢語哲學大規模的互文現象。可以說，當

今漢語哲學由於長期遭逢文化殖民的異質化語境，造就了它在語言與文化的高度

混血現象。有趣的是，對於這種漢語哲學的混血現象，朱利安和何乏筆採取了大

異其趣的評價。對於朱利安，這似乎是缺點，表示中國古典文本被西方概念所汙

染，因此使得中國古代經典在洋格義的詮釋過程中混淆不明、乏味至極。然而何

乏筆卻批判朱利安這種保守態度，容易和文化民族主義再度遇合，也忽略了當代

漢語歷經混血後可能帶出的豐富孕育力。可以說，已然被西方語言與文化混血過

                                                 
87 同前註，頁 130。 
88 何乏筆：《修養與批判──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序言〉，頁 VIII。  
89 林永強是這樣解讀何乏筆這兩個概念的：「我們便可以區分『跨文化』和一般所言的『間

文化』進路。前者強調非固定和非本質，後者則站在一種固定和本質主義的基礎上出發。

當我們試圖以『間文化』的方法比較甲和乙時，背後就是承認甲和乙的獨特性，從而突

顯兩者的差異。……在『跨文化』的視野下，『己異文化』是『混血』的，是一種『動

態交錯』，而非只是一種靜態的存有。」〈西田幾多郎與牟宗三：跨文化倫理學說的可能

性〉，頁 78-79。林永強的說法，大抵是從何乏筆觀點推論出來的（但未必全符合何氏主

張，因為何氏並未明確指謫「間文化性」預設了文化本質主義），而朱利安也不會認為

自己預設了固本而本質主義式的文化觀，相反地，他在《間距與之間：論中國與歐洲思

想之間的哲學策略》一書，不斷反複表示反對文化的單一認同和本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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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今漢語哲學，90已不會停留在古典中國文化的原貌重複，它早已置身當今文化

交織的辯證歷程中，吸收種種異質元素而特具跨文化與當代性潛力： 

 

對一種以歐洲與中國的關係為焦點的跨文化哲學而言，20 世紀的漢語哲學

之所以值得關注，恰好因為其產生是透過與西方哲學的致命性碰撞而來。

西方概念的使用，並非讓中國典籍無法閱讀或無趣，反而透過這些概念的

使用，學者能切入現代性與中國古典文本的關係問題。更進一步來說，藉

此可反思「中國現代性」的知識脈動，並理解其普遍訴求的性質。經由現

代中國的迂迴乃浮現：此迂迴不僅提供中國古典文獻另一詮釋進路，也附

帶重新面對歐洲哲學，並開顯其跨文化潛力的可能性。由此觀之，于連的

研究主軸，即經由中國的迂迴，促進歐洲的自我反省，必須更加推進：現

代中國的思想提供進入當下跨文化哲學的捷徑，而歐洲思想僅作為反省現

代性問題的資源之一。筆者並非否定間文化性對自我反省的意義（即是經

由他者反省己者），而是認為間文化的角度必須以跨文化角度為補充要

素。如此則可能充分面對跨文化動態的情境，面對一種瓦解任何己者與異

者之明確分辨的思想場域。91 

 

何乏筆和朱利安的差異，透過兩人對嵇康的差異解讀，也可見出兩者在跨文化立

場上的歧異端倪。92首先，兩人對嵇康的探討，都不是純粹漢學研究的興趣，朱利

安認為嵇康由於對平淡養生的和諧企求，導至面對政治暴力的批判無能（可做為

中國文人的批判無能、政治逃避之縮影）；而經由對嵇康養生哲學、平淡美學的批

判反省後，朱利安正要對照出中國傳統（內在性）對比於西方傳統（超越性）的

本質差異。而這卻是何乏筆不滿意於將哲學／智慧、認識論／修養論、異議／和

                                                 
90 林永強也認為，類似何乏筆指出當代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性，日本的當代哲學亦充滿這種

跨文化現象：「我們可以說『日本之哲學』亦不是『純粹』的，而是多元和跨文化的。

它對『世界之哲學』的貢獻正是提供這種非單一化而具不同傳統的交會之道。」〈西田

幾多郎與牟宗三：跨文化倫理學說的可能性〉，頁 94。也因為如此，日本哲學會強調它

們對世界哲學的當代意義。而何乏筆所強調當代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潛力，某個意義上

說，也可視為突顯了漢語哲學對當今世界哲學的意義。 
91 〈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頁 131-132。 
92 何乏筆：〈養生的生命政治：由于連莊子研究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8 卷第 4

期（2008 年 12 月）。   



 

朱利安與莊子相遇於「渾沌」之地──中、西「跨文化」交流的方法反思── 425 

 
 

諧、主體／無主體，等等二元對立加諸在中／西對比之上，否則將會持續固化中

／西對比的意識型態，並不利於跨文化流動的混血生長。而何乏筆卻要挖掘嵇康

平淡美學的另類批判性，而重點並不僅止於他們兩者對嵇康的漢學文獻之解讀距

離，解讀的背後其實也反映出兩者在跨文化立場上的差距。例如，朱利安對嵇康

的平淡美學與批判無能的共構解讀，符應他一慣採取的「間文化性」立場，而何

乏筆對嵇康的平淡美學與權力批判的共構解讀，則符應他採取的「跨文化性」立

場，並企圖開闢平淡美學對當今時代的批判潛力。亦即何乏筆認為當代在面臨「後

結構」、「後現代」的「越界批判」之困境後，應該重新思考「非越界批判」的可

能性。93而何乏筆在思考當代越界與倫理的失衡危機後，從嵇康在古典與當代的互

文新語境出發，看到了平淡美學的跨文化批判潛力，所以他要積極為嵇康辯護，

同時指出朱利安在解讀嵇康上的偏失。如此看來，他們兩人對嵇康養生的漢學之

爭，其實隱含著跨文化立場之爭。 

本文認為，從《莊子》的卮言立場來看，文化本由語言之流動交換所推動，

而語言猶如羅蘭巴特所譬喻的「貨幣」一般，任誰也不擁有語言的所有權，而語

言貨幣愈流通交換，文化的交織就愈活潑多元，愈生機有力。所以，文化沒有固

定單一的靜態本質，文化也不必落入封閉而純粹的自我認同。文化猶如文本一般，

是一個不斷重讀、複寫而永未完成的開放性文本。這種《莊子》觀點，不管是朱

利安或者何乏筆，應該都會認同。94問題的關鍵在於，那一種方式更契合於跨文化

的「兩行」流動與生長？本文認為「間文化性」與「跨文化性」兩者可具有互補

性，而兩者的提出多少也和各自的時代處境、歷史階段有關，不必將其視為二元

對立。然就目前的當代處境、共同課題的時代命運看來，本文認為有必要從朱利

安的間文化性之工作，推進到何乏筆的跨文化性之工作。又或者說，何乏筆目前

所從事的跨文化批判工作，可視為朱利安「之間」觀點的落實方式之一。 

 
                                                 
93 參見何乏筆：〈越界與平淡〉，收入《修養與批判──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94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頗能突顯何乏筆跨文化批判的工作特質與效果，是他對法國莊子學

的推動：「法語莊子研究對當代哲學的意義，也就是對當代漢語哲學與當代歐洲哲學之

間文化溝通的意義。這顯然很困難，因為此溝通的可能性條件在於經營跨文化批判的通

道，在於建立不同語言和問題脈絡之間的翻譯、吸收和轉化機制，以使得互相學習、互

相評論、互相轉化的動態關係成為可能。」參見氏著：〈氣化主體與民主政治：關於《莊

子》跨文化潛力的思想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2 卷第 4 期（2012 年 9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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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counter between François Jullien 
and Chuang-tzu at “Chaos” :  

Review of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cultural Exchange 

Lai, Hsi-san 

[Abstract] 

François Jullien is a modern representative of a sinologist and philosopher in 

France. His work provides a sophisticated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Eastern 

philosophy. He proposed a “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of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e debated his trans-cultural methodology, “Make a Detour of China” and 

“external deconstruction” with respected scholars, such as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of 

France, Fabian Heubel of Germany and Chang Lung-hsi of Hong Kong, Recently, 

François Jullien published an article “Interval and Between,” which this author 

considers to be the most profound and mature work yet produced by Jullie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rguments proposed by Jullian’s theories and tries to clarify the views of 

Jullie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dea of “trans-cultural flow” promoted by 

Jullien is the result of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Lao-tzu and 

Chuang-tzu “nothingness”, “Huan Chung”, “Possibility of Two Sides” and “Chaos ”. 

From Jullians work,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learly observes the “Non-Metaphysics” of 

the Daoist School. In addition, Jullians work contains many points shared with 

Zhuangzi. Thus, this study tries to develop a “path” of “trans-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François Jullien and Zhuangzi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between François Jullien and Fabian Heubel.  

 

Keywords: François Jullien, Chuang-tzu, Fabian Heubel, possibility of two sides, chaos, 

trans-cultura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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