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送来一本由中华书
局出版的《世说新语》。这本书，是《中华经典
藏书》系列书籍中的一册。朋友跟我说，这套
系列丛书遴选了中华文化中的经典书目，很值
得家庭收藏，孩子们阅读。读这些书，能让我
们更好地领略中国古代文化。

好吧，为了更好地感受近年间社会上兴起
的这一股“国学”热，我下决心好好读一读这本
书，以免一提起中小学生学国学，就简单地以
为是让学生们穿穿汉服、念念《三字经》而已。

读之前，我还是按我读书的老路子，先仔
细了解一番它的作者，然后写成小笔记。这一
点如今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做到。比如先百
度一下，一边看网页一边随手做点摘录，再将
它整理成文，就可放入自己的读书笔记之中
了。

做完这一步之后，就可以细读一下这本书
的序言了。读后，果然大有收获。序言很清楚
地告诉读者：《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笔记
的代表作，作者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南朝宋
武帝名叫刘裕，所以南北朝时代的宋朝也称刘
宋。刘义庆是宋武帝的侄子，所以说刘义庆是
正宗的宗室子弟，获封临川王。这个宗室子弟
倒是一个读书人种子，为人简素，无嗜欲，且自
幼才华出众，尤爱文史和写作。著有《幽明
录》、《宣验论》等，是一个史上留名的文学家，
只是他的很多著作均已遗失。传世的，唯有这
部《世说新语》，以及随着它一起传世的多种译
注本。

中华书局2018年3月出版的这一本《世说
新语》，共收录笔记36篇，1130则，主要记载了
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近三百年间的人物故
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学、思
想、习俗、民生等诸多方面，保存了大量非常珍
贵的历史资料。

《世说新语》以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
永著称于世，往往只言片语就可鲜明地刻划出

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鲁迅先生在其《中国
小说史略》中，曾给以较高的评价，言其“记言
则玄运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中的“豪爽篇”里，有一则是记
叙王敦的。这个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年
轻时经努力打拼，终有所成，成为手握兵权的
大将军、一朝重臣。只是他心存了当皇帝的想
法，举兵叛乱，没想到自己却先死在了行军途
中，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称
他将一手好棋下成了败局。

这样一介武夫，《世说新语》中的记叙是这
样的：“王敦年轻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
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
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
鼓与之。于座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
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座叹其雄爽。”刘义庆
用这么一节简洁的文字，就将一个豪爽的武夫
将军的形象跃然纸上。

古往今来，不少学者以《世说新语》为研究
对象，试图重构这本书的内在世界。如学者徐
大军就为此还专门写出了一部题为《名士派：
〈世说新语〉的世界》的专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以引导读者跨越时空界限、融合当下眼
光，去探究那个早已远去了的魏晋时代。

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一本《世说新语》，节选
了刘义庆原著的部分精彩内容，以故事性、趣
味性和哲理性为主，作了简单的注释，并进行
了正文翻译，以便于读者理解。所以，阅读起
来相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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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形象的艺术重构
□清 宸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早年间的《初唐
诗》、《盛唐诗》、《晚唐诗》及《他山的石头记》等
作品，在中国读者群中颇具影响力。这本《诗
的引诱》是先生新作，主要针对唐人诗歌群落，
论述了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杜牧等名家的
诗学特色。与咱们本土的诗词学者不同的是：
宇文所安的唐诗解读思维迥异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思路，他善于用自己独辟蹊径的手法来研
究唐诗，从西方人的视角和理念来探寻隐藏在
一首首五言、七言、五律、七律背后诗人的思想
变化和生活轨迹，尤其解剖出了后世眼中诗人
形象形成、完善的微妙过程。

比如王维，多数读者觉得这位吟诵过“晚
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诗人，一生过得风轻
云淡。其实，王维也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死历
程。王维出生太原王氏，乃是世家大族，本人
也是年少成名。唐玄宗因安史之乱从长安出
逃后，王维被叛军抓获。据说他曾不顾一切地
服食药物来假冒残疾，以免担任伪职。两京收
复后，王维被关押，幸而一首当初写给好友裴
迪的《凝碧池》中“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
再朝天”的句子救了他。之后的王维，更多书
写的是些个人感怀的作品。他的诗作，基本看
不到浓烈的情绪，也寻不见显著的技巧，而是
雅致清新，流水行云，是唐人诗歌中极为高韬
的一脉。

就像我们认识王维是从他的诗歌入手那
样，我们心目中的李、杜形象从某种层面而言，
也是一种“文学形象”。“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

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
仙”。这是杜甫对李白的描摹，也是李白自己
推出的公众形象。后人总说：杜甫可学，李白
则不可。在宇文所安看来，这种“不可模仿性”
的根源在于李白那独一无二的气质和个性。
而杜甫的诗，作者认为最大特点是“丰富”——

“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
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构成的一个重要
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
限范围”。虽说“杜甫可学”，但纵观后世诗人，
无论如何文采飞扬，至多也只能学到杜甫的一
个方面。杜甫也写爱情与相思。古人抒发这
类情感，对象往往是歌姬或情人，唯杜甫是写
给妻子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
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
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通过在
异地欣赏明月的情景，折射出自己的思念之
情。如此手法我们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中也见过，乃属寻常套路，偏杜甫能推陈
出新，写出令人感怀的深情。

一般来说，诗人往往在有意无意中刻画、
树立着自己的形象；而读者，也在众多诗作中
进行着符合自身文学审美的筛选，从而勾画出
心目中的诗人样子。宇文所安作为一位严谨
的学者，通过《诗的引诱》一书，对此进行了深
入的探究、解释与提醒，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客
观的角度，去发现诗人形象借助诗歌艺术完成
重构的种种奥秘。
（《诗的引诱》 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世说新语》里的世界
□李建树

《故宫六百年》
作 者：祝 勇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本书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
次序为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
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
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
内涵，通过对紫禁城六百年历史
的回顾，揭示定都北京的历史意
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筑、
园林、绘画、读书藏书等各个方
面的巨大成就。

《南甜北咸 : 人间至味是清欢》
作 者：高维生
出 版 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本书为一部关于美食田野
调查的新人文美食作品。

美食有记忆，可以通过其形
象、创制和味道，从中提取历史
的踪迹。对食物的品尝，能唤起
沉寂的记忆。从品味到感受的
过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也是
人情世故追寻的享受。

《人类飞翔史》
作 者：[法]夏尔·多尔菲斯

亨利·布歇
译 者：袁俊生
出 版 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本书收集了近1700幅自古
以来飞行器的设计图纸、机型结
构照片、飞行路线图、战争场景
图、航空版画插图及人类航空史
上重要人物的照片等，介绍了
人类航空史上五个重要的发展
阶段。

励开刚 文

书随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