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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 代 社 會 在 功 利 及 資 本 主 義 蓬 勃 發 展 的 效 應 下 ， 科 學 技 術 日 益 發 達 ，

人 的 物 質 生 活 享 受 也 更 為 優 渥 ， 經 濟 活 動 往 來 熱 絡 ， 但 這 看 似 享 樂 富 足 的

生 活 下 ， 卻 也 造 成 了 人 心 因 不 斷 追 逐 外 物 而 空 虛 迷 失 ， 個 人 的 生 命 價 值 觀

也 造 成 相 當 程 度 的 異 化 現 象
1
。 人 一 味 地 盲 目 追 求 物 質 生 活 上 的 享 受 ， 造 成

心 靈 上 漂 浮 不 安 無 所 寄 託 的 狀 況 ， 生 命 在 得 失 之 間 流 盪 不 已 ， 且 不 知 歸 趨

之 所 在 ， 自 然 地 想 擁 有 豐 足 的 心 靈 境 界 就 顯 得 更 加 困 難 。 面 對 人 汲 汲 於 營

私 營 利 的 現 代 功 利 社 會 ， 教 育 的 教 化 功 能 ， 也 不 免 淪 為 爭 權 奪 利 與 政 治 爭

鬥 下 的 工 具 ， 種 種 扭 曲 變 異 的 現 象 ， 使 筆 者 感 到 迷 惘 困 惑 更 加 擔 憂 ， 在 一

連 串 的 社 會 轉 變 與 深 刻 的 人 生 省 思 之 後 ， 更 加 深 切 感 到 生 命 價 值 的 無 奈 與

虛 無 ， 故 為 了 追 尋 生 命 裡 更 深 的 境 界 與 價 值 ， 筆 者 對 於 逍 遙 自 在 的 莊 子 之

「 道 」 生 命 境 界 更 為 嚮 往 ， 也 期 望 能 由 此 找 到 更 貼 近 於 人 原 本 心 靈 就 保 有

的 ， 那 最 真 、 最 善 且 最 美 的 「 道 」 的 心 靈 美 境 。  

  

中國歷經數千年的歷史演進，到今天已累積豐厚的文化內涵，它所呈

現的是中國人獨特的哲學觀、文化觀及藝術觀。這種特質不僅不會隨時空

移轉，反而是與時俱進，歷久而彌新的。尤其對現代人而言，它就如同開

啟一個寶庫，它提供了源源不絕的人文思維及美感意象，不僅使現代人的

精神生活，因此獲得傳統文化精神的滋養，也提升了現代人藝術創作的意

境及內涵。而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時代的巨輪雖帶來了科技文明的進

步，但也造成這一代青少年功利取向的性格，養成物質化的人生觀，在面

                                                
1如《莊子‧齊物論》云:「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生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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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浮華的物質世界，大眾傳播媒體又推波助瀾，到處充斥著一些膚淺、浮

躁、低俗的次級文化，使得青少年成為蒼白迷惘的新新人類，對於美的藝

術的欣賞，欠缺耐性與體驗。造成如此的社會文化，與國家社會長期太過

重視經濟發展，忽視人文教育的政策是相當有關連性的，凡是重「功利」

的結果，造成社會一切向「利」看的狀況，更是讓如此狀況日益嚴重，故

唯有在「人文」教育工作上下工夫，才是導正這現象的最有效方法，人文

教育重視「情意」教學，即所謂美感教育，「情感陶冶」。透過情意、美感

的教學，可使學生心靈豐富，懂得欣賞自己，欣賞別人，進而關懷社會人

群。故筆者認為若能將莊子逍遙「遊」與「化」的境界工夫融入美育，必

定能為現今社會帶來一股清新且富教化性的學習新氣象。  

 

人 類 精 神 動 力 得 以 推 廣 與 發 展 的 最 大 推 力 就 是 教 育 的 力 量 ， 故 教 育 是

人 類 所 有 精 神 動 力 之 自 由 的 自 我 開 展 的 最 大 動 力 ， 而 在 開 展 人 類 內 在 整 體

之 精 神 動 力 的 方 法 上 ， 古 今 中 外 都 曾 提 出 以 「 美 」 的 教 育 及 教 化 來 培 養 人

的 性 格 ， 並 以 期 能 促 進 人 類 感 性 與 精 神 性 力 量 之 整 體 和 諧 發 展 之 主 張 。 藝

術 雖 有 益 於 人 格 陶 冶 上 的 培 養 與 教 化 功 能 ， 但 庸 俗 之 藝 術 卻 足 以 腐 化 人 的

心 靈 及 精 神 ， 是 故 中 西 先 哲 皆 相 當 重 視 藝 術 教 育 ， 以 其 作 為 正 向 教 化 人 心

之 媒 介，如 西 哲 柏 拉 圖 就 曾 提 過 好 的 藝 術 與 壞 的 藝 術 之 對 人 心 靈 上 的 影 響。 

 

「 國 民 教 育 法 」 第 一 條 即 揭 示 教 育 是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育 之 均 衡

發 展 ， 隨 後 教 育 部 在 加 強 美 育 教 學 的 實 施 要 點 中 更 強 調 「 美 育 的 功 能 在 促

進 德 、 智 、 體 、 群 四 育 之 均 衡 發 展 ， 並 提 高 其 境 界 ， 豐 富 其 內 涵 。 2」 足 見

美 育 在 整 體 教 育 中 之 地 位 。 文 化 建 設 積 極 蓬 勃 地 推 展 ， 然 而 人 的 精 神 生 活

建 設 上 卻 有 待 更 進 一 步 改 善 ， 而 這 方 面 的 推 展 首 先 就 必 須 先 由 教 育 工 作 著

手 ， 以 美 的 陶 冶 以 促 進 個 人 的 健 全 人 格 之 發 展 。  

                                                
2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加強美育教學實施要點」，刊於教育部公報第六十四期，民 69，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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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育 的 實 施 除 了 淨 化 心 靈 ， 陶 冶 人 的 性 情 之 外 ， 也 是 一 個 民 族 文 化 健

全 發 展 的 根 基 。 在 新 世 紀 裡 ， 世 界 各 地 在 文 化 、 經 濟 、 政 治 、 社 會 上 都 發

生 重 大 的 變 革，在 劇 烈 的 變 動 中，全 球 都 瞭 解 知 識、文 化、教 育 的 重 要 性 。

是 故 為 因 應 新 時 代 的 種 種 變 革 ， 教 育 之 理 念 與 教 學 之 方 法 尤 需 要 進 行 改

革 。 至 於 如 何 激 發 個 體 潛 能 ， 以 適 應 新 的 時 代 與 新 社 會 狀 況 更 是 新 教 育 所

應 重 視 的 。 在 當 代 文 化 混 亂 ， 價 值 觀 多 元 的 時 代 裡 ， 如 何 發 展 能 配 合 時 代

發 展 且 可 提 升 心 靈 美 感 的 教 學 理 念 ， 來 融 貫 於 青 年 學 子 之 精 神 心 靈 之 中 ，

使 其 能 統 整 為 人 格 特 質 之 一 部 分 ， 實 是 當 前 教 育 亟 待 研 討 的 議 題 。 異 質 文

化 的 挑 戰 ， 導 致 人 往 往 訴 諸 於 感 官 層 次 的 粗 俗 文 化 之 享 受 ， 而 排 斥 屬 於 精

神 層 次 的 心 靈 文 化 ， 為 了 改 善 這 樣 的 沈 淪 狀 況 ， 倡 導 美 育 政 策 以 提 升 人 文

精 神 上 的 素 養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美 育 在 一 般 人 求 學 經 驗 中 大 多 會 聯 想 成 美 術 課 程 或 是 藝 術 課 程 ， 並 將

美 的 學 問 視 為 很 艱 深 難 懂 得 學 問 ， 在 職 業 生 涯 上 毫 實 用 價 值 或 功 利 性 價

值 ， 故 也 就 將 「 美 」 的 教 育 工 作 或 課 程 視 為 是 可 有 可 無 的 一 門 學 問 。 事 實

上 ， 美 育 的 範 圍 極 廣 ， 但 長 期 以 來 ， 美 育 總 是 與 德 育 、 智 育 、 體 育 、 群 育

並 列 ， 讓 人 誤 以 為 美 育 與 其 它 四 育 是 分 開 的 ， 於 是 美 育 便 成 美 術 教 育 了 。

然 而 若 將 美 感 的 培 養 侷 限 於 這 樣 的 概 念 之 中 ， 人 們 的 一 種 狹 隘 的 認 知 的 想

法 不 僅 遏 止 了 美 育 的 發 展 ， 也 阻 礙 了 「 美 」 教 化 人 心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的 功

能 。  

 

將 「 美 育 」 界 定 為 美 術 教 育 ， 即 只 是 就 狹 義 的 美 育 而 言 ， 其 內 容 大 多

注 重 技 巧 的 訓 練 與 知 識 的 傳 遞 ， 較 忽 略 美 感 經 驗 的 培 養 。 但 就 廣 義 的 美 育

而 言 ， 指 的 是 「 美 感 」 的 培 育 過 程 ， 主 要 在 培 養 人 對 日 常 生 活 中 一 切 事 物

的 美 感 層 面 之 感 受 力，創 造 豐 富 的 美 感 經 驗 (aesthetic  experience)。換 言 之 ，

美 育 的 目 的 應 不 單 是 藝 術 創 作 的 技 能 或 知 識 ， 更 重 要 的 是 培 養 個 體 對 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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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銳 感 受 ， 充 實 精 神 的 生 活 ， 達 到 美 化 人 生 的 目 的 。  

 

綜 觀 古 今 中 外 著 名 美 學 家 的 時 代 背 景 ， 不 乏 身 處 動 盪 不 安 的 例 子 ， 例

如 柏 拉 圖
3
、 席 勒 與 蔡 元 培 等 ， 皆 欲 以 「 美 」 為 之 教 化 人 心 之 基 礎 ， 建 立 和

諧 的 社 會 為 出 發 點 ， 提 倡 「 美 」 學 教 育 。 而 最 早 將 美 感 與 教 育 整 合 連 用 的

學 者 --德 國 的 席 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在 經 歷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悲

劇 ， 眼 見 政 治 與 社 會 的 腐 朽 與 粗 野 後 ， 欲 希 望 透 過 提 倡 美 育 使 人 走 向 真 正

的 自 由 。 他 在 《 美 育 書 簡 》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 ies of 

letters,1794)中 說 道 ： 「 在 一 個 迫 切 追 求 利 益 與 政 治 自 由 的 時 代 ， 卻 一 心 為

美 感 世 界 構 思 一 部 法 典 ， 是 否 有 些 不 合 時 宜 ？ 」 （ 第 二 封 信 ） 席 勒 點 出 人

們 的 疑 惑 ， 並 回 答 ： 「 我 們 的 時 代 實 際 上 是 在 兩 條 崎 路 上 徬 徨 ， 一 方 面 淪

為 粗 野 ， 另 一 方 面 淪 為 疲 軟 與 乖 唳 。 我 們 的 時 代 應 通 過 美 從 這 雙 重 的 混 亂

中 恢 復 原 狀 」 （ 第 十 封 信 ）
4
。 足 見 其 希 望 透 過 美 育 而 使 人 脫 離 混 亂 ， 以 獲

得 心 靈 上 真 正 的 自 由 與 平 靜 。  

 

筆 者 認 為 ， 莊 子 所 處 的 時 代 背 景 以 及 心 靈 所 產 生 的 空 虛 感 ， 與 我 們 所

處 的 現 代 社 會 有 著 高 度 的 相 似 之 處 ， 面 對 生 命 的 茫 然 無 措 、 面 對 人 的 種 種

異 化 問 題 ， 莊 子 所 提 出 的 各 種 思 想 觀 點 ， 若 能 經 由 教 育 或 宣 導 的 方 式 ， 廣

為 宣 傳 並 教 化 人 心 ， 必 能 為 現 代 人 帶 來 對 生 命 與 人 生 更 深 層 的 體 悟 與 省

思 。 國 家 社 會 的 紛 亂 ， 經 濟 蕭 條 金 融 海 嘯 所 帶 來 的 危 機 ， 牽 動 了 人 類 心 理

與 心 靈 上 的 危 機 ， 這 種 心 理 危 機 最 具 體 的 表 現 ， 就 是 宗 教 上 的 效 應 ， 人 類

心 靈 上 更 加 需 要 寄 託 與 慰 藉 ， 與 是 紛 紛 投 入 宗 教 性 團 體 上 的 活 動 ， 再 者 就

是 在 臨 床 醫 學 上 產 生 愈 來 愈 多 的 精 神 官 能 症 患 者 ，弗 洛 依 德 便 說 :「 我 們 所

                                                
3柏拉圖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的變遷，詭辯學者的興起，助長個人主義、感覺主義、相對主義的橫行，導

致價值標準的混亂，使得希臘的古典精神面臨空前未有的危機。柏拉圖試圖以美育培育身心健全的市

民，以對抗時代的危機」(楊深坑，《柏拉圖美育思想研究》，台北：水牛，1988 年，頁 20-43) 
4 馮至、范大燦譯，《審美教育書簡》，台北：淑馨，1989 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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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的 文 明 本 身 ， 應 該 為 我 們 所 遭 受 的 大 量 痛 苦 而 負 責 。 」
5
基 於 對 現 代 人 的

痛 苦 壓 抑 與 心 靈 上 的 慌 亂 空 虛 有 深 切 的 感 受 ， 筆 者 乃 欲 藉 莊 子 逍 遙 且 自 然

無 為 的 心 靈 之 探 討 ， 來 為 現 代 人 的 心 靈 困 境 找 到 一 條 新 的 出 路 ， 並 將 這 嶄

新 的 、 自 由 的 生 命 提 昇 而 為 藝 術 審 美 之 生 命 ， 並 將 其 落 實 於 現 代 之 美 育 施

行 上 ， 藉 由 雙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 將 莊 子 提 倡 的 「 道 」 心 靈 境 界 上 的 美 境 與 逍

遙 擴 展 為 的 美 學 教 育 精 神 ， 並 藉 與 現 代 美 育 之 結 合 ， 來 探 討 其 在 美 育 意 涵

上 的 意 義 與 創 生 啟 發 ， 進 而 將 現 代 人 困 頓 之 心 靈 提 升 為 一 審 美 之 心 靈 ， 為

本 研 究 最 重 要 之 研 究 目 的 。  

  

第 二 節   文 獻 探 討 與 研 究 進 路  

 

關 於 莊 子 思 想 的 研 究 ， 無 論 在 哲 學 、 美 學 、 文 學 、 考 據 、 生 命 理 境 等

各 方 面 皆 有 十 分 豐 碩 的 成 果 。 在 莊 子 三 十 三 篇 著 作 中 ， 包 括 了 「 內 篇 」 、

「 外 篇 」、「 雜 篇 」，有 些 是 莊 子 門 人 的 思 想，有 些 是 莊 學 的 旁 支， 當 然 ，

也 有 一 部 份 是 純 正 的 莊 子 思 想 。 而 其 中 以 內 七 篇 為 最 重 要 且 最 為 後 世 所 認

可 的 莊 子 著 作 ， 因 為 它 代 表 了 莊 子 個 人 純 粹 的 中 心 思 想 。  

 

而 本 論 文 之 研 究 方 法 ， 以 莊 子 內 七 篇 為 主 ， 其 餘 二 十 六 篇 亦 為 用 。 內

篇 思 想 一 般 皆 認 為 是 莊 子 所 論 述 ， 雖 外 篇 與 雜 篇 之 作 者 是 否 為 莊 子 或 其 後

代 弟 子 之 所 著 ， 一 直 以 來 皆 為 古 今 學 者 所 爭 論 未 決 之 議 題
6
， 但 筆 者 希 望 能

廣 納 各 篇 之 意 涵 來 充 實 並 表 現 出 莊 子 內 在 的 精 神 意 涵 ， 故 亦 採 納 外 篇 及 雜

篇 的 論 述 ， 使 相 關 的 思 想 中 心 旨 趣 有 更 多 佐 證 。 故 本 文 以 《 莊 子 》 一 書 為

研 究 探 討 範 圍，再 佐 以 各 家 註 解。如 郭 慶 藩 之《 莊 子 集 釋 》、憨 山 大 師《 莊

                                                
5 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吉林：長春，1997，頁236。  
6 徐復觀說：「外篇雜篇，有的仍係出莊子之手。」；陳鼓應亦認為：「在外雜篇中也有若干段落成書

較早，有可能是莊子本人不完整的手稿，或其弟子親聞莊周口述的筆記。」參閱（先秦道家禮觀），

《漢學季刊》，十八卷第一期，2000 年 6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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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內 篇 憨 山 註 》 等 為 參 考 ， 舉 證 採 納 郭 象 與 成 玄 英 之 注 ， 以 期 更 能 真 實 且

完 整 展 現 莊 子 之 精 神 。 最 後 ， 強 調 主 體 虛 靜 之 工 夫 修 養 ， 闡 揚 體 道 乃 能 自

由 ， 並 由 此 開 出 大 有 大 美 的 境 界 ， 並 將 其 「 道 」 之 藝 術 精 神 與 藝 術 教 育 做

結 合 與 擴 展 。   

 

第 三 節   章 節 說 明  

 

在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 莊 子 思 想 由 於 其 寬 廣 且 自 由 無 限 的 思 考 模 式 ， 在 藝

術 審 美 領 域 上 ， 對 中 國 藝 術 審 美 精 神 與 藝 術 美 感 特 質 之 形 成 有 很 大 的 影

響。在 莊 子 美 學 核 心 思 想 中，「 美 」是 由 主 體 之 自 由 精 神 所 實 踐 的，而「 美 」

的 思 考 是 屬 「 價 值 」 層 面，而 非 「 知 識 」 層 面 的 問 題 。 莊 子 美 學 既 以 「 美

之 價 值 」 問 題 為 關 注 探 究 的 核 心 ， 基 於 莊 學 之 超 越 的 精 神 ， 其 對 於 「 美 」

之 價 值 態 度 ， 乃 有 超 越 世 間 之 相 對 美 ， 而 追 求 「 道 」 之 絕 對 美 的 取 向 ， 而

在 此 過 程 中 ， 自 然 須 透 過 工 夫 的 實 踐 才 得 以 達 到 如 此 之 境 界 。 在 莊 子 美 學

中 「 美 」 可 區 分 為 「 道 」 之 「 形 上 」 根 源 之 美 與 透 過 修 養 工 夫 所 達 到 的 心

靈 「 至 美 」 之 境 。 《 莊 子 》 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此 乃 就 天 道 無 為 化 物

的 功 用 而 言 「 美 」 ， 天 道 自 然 無 為 化 物 之 德 ， 成 為 實 現 世 間 一 切 真 美 之 形

上 理 據 。 而 心 靈 上 的 「 至 美 」 之 境 ， 是 由 「 遊 」 下 所 發 展 出 修 養 工 夫 而 顯

現 之 心 靈 美 感 境 界 ， 亦 是 超 越 於 一 般 相 對 性 審 美 經 驗 的 絕 對 美 境 。 故 在 莊

子 美 學 思 想 中 ， 天 地 之 「 大 美 」 誠 乃 是 世 間 一 切 真 美 之 所 由 實 現 的 根 源 。

由 體 道 之 人 體 察 天 地 之 「 大 美 」 ， 乃 得 以 成 就 世 間 之 「 眾 美 」 。  

 

本 論 文 以 莊 子 「 道 」 之 核 心 思 想 所 延 伸 闊 展 出 的 自 由 之 藝 術 精 神 為 研

究 主 題 ， 希 望 能 夠 藉 此 掌 握 莊 子 自 由 精 神 下 美 學 意 境 ， 並 與 現 代 美 育 做 創

生 性 的 結 合 與 運 用 ， 讓 美 育 意 涵 更 富 「 道 」 下 之 逍 遙 自 在 精 神 ， 使 其 更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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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於 「 道 」 所 拓 生 下 的 藝 術 美 境 之 中 。 自 由 精 神 的 展 現 就 是 體 道 ， 「 道 」

在 莊 子 哲 學 當 中 ， 是 屬 於 絕 對 且 永 恒 的 形 上 學 層 次 ， 具 有 超 越 、 獨 立 、 遍

在 、 永 恒 等 諸 種 特 性 。 在 莊 子 看 來 ， 「 道 」 與 天 下 萬 物 所 呈 現 的 「 物 」 體

雖 然 分 屬 兩 個 不 同 的 範 疇，然 而 在「 氣 」的 貫 通 之 下，即 可 融 通 為「 一 」。

「 物 」 透 過 氣 化 的 概 念 ， 達 到 與 造 物 者 「 道 」 遊 的 境 界 ， 而 「 道 」 亦 透 過

氣 化 的 形 式 ， 賦 予 萬 物 生 命 與 形 體 。 基 於 這 個 觀 點 ， 本 文 在 第 二 章 中 ， 就

以 「 氣 」 為 主 要 探 討 之 對 象 ， 藉 由 莊 子 核 心 思 想 之 系 統 化 的 闡 述 ， 釐 清 莊

子 「 氣 」 論 下 所 延 伸 出 的 各 種 思 想 觀 及 重 要 概 念 ， 依 序 分 為 下 列 四 大 主 題

來 論 述 ： 一 、 形 上 思 想 － 道 氣 形 。 二 、 宇 宙 觀 － 天 地 為 一 。 三 、 人 文 思 想

－ 萬 物 並 存。四、語 言 觀 － 非 言 非 默。藉 此 釐 清 並 把 握 住 莊 子 之 核 心 思 想 ，

以 做 為 後 文 論 述 之 依 據 與 參 考 。  

 

藝 術 審 美 境 界 本 是 以 主 體 感 性 情 意 活 動 為 本 位 的 心 靈 層 面 ， 於 莊 子 思

想 之 無 執 無 別 的 自 由 道 境 是 有 其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莊 子 超 世 脫 俗 的 心 靈 境 界

之 涵 養 ， 經 由 個 體 修 養 工 夫 為 中 介 而 得 以 轉 化 ， 而 開 顯 出 藝 術 性 的 審 美 精

神 ， 經 由 如 此 之 轉 化 ， 莊 學 不 但 可 能 開 顯 出 藝 術 性 的 審 美 精 神 ， 而 且 也 對

於 中 國 後 世 之 藝 術 理 論 與 實 踐 產 生 了 深 鉅 的 影 響 。 在 本 文 第 三 章 中 ， 筆 者

首 先 就 莊 子 核 心 思 想 下 所 開 展 出 的 美 學 思 想 意 涵 ， 即 析 分 為 如 下 五 個 主

題 ： 一 、 莊 子 之 藝 術 精 神 主 體 與 理 論 之 探 討 。 二 、 物 我 合 一 之 道 氣 形 化 的

審 美 「 境 界 」 。 三 、 無 為 自 然 -無 為 貴 真 之 「 美 」 的 追 求 。 四 、 虛 靜 空 靈 -

用「 心 」若 鏡 的 主 體 觀 照 。 五 、 道 之 超 越 -聽 之 以 「 氣 」的 超 越 思 想 。 分 別

就 各 個 主 題 逐 次 予 以 討 論 及 論 述 莊 子 之 美 學 思 想 意 涵 。  

 

莊 子 思 想 轉 而 能 開 顯 出 藝 術 審 美 精 神 與 美 感 境 界 ， 將 之 應 用 於 美 育 ，

則 必 能 在 美 育 上 發 揮 其 開 啟 與 創 生 的 功 能 。 因 此 筆 者 在 第 四 章 中 ， 茲 就 莊

子 思 想 所 含 之 審 美 涵 義，依 下 列 三 大 主 題 探 討 分 析 其 在 美 育 中 的 意 涵：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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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育 的 功 能 與 現 況 。 二 、 莊 子 美 學 在 美 育 功 能 上 的 啟 發 。 三 、 莊 子 「 遊 」

與 「 化 」 境 對 美 育 意 涵 之 開 拓 與 創 生 。  

 

最 後 為 第 五 章 結 論，乃 總 述 前 文 所 言， 藉 此 烘 托 出 莊 子「 至 虛 遊 物 」的

美 學 意 涵 ， 對 美 育 上 所 闊 展 出 的 新 氣 象 與 新 方 向 ， 並 能 達 到 至 人 心 靈 之 最

高 境 界 ， 享 受 大 美 之 至 美 之 「 道 」 的 美 境 ， 使 心 靈 能 逍 遙 於 大 地 禮 讚 中 ，

享 受 欣 然 而 樂 的 生 命 情 調 ， 達 到 豐 足 、 圓 融 與 完 整 的 真 善 美 之 心 靈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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