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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里下来的纪检官员督邮忽然

产生了意外的影响 !"宋书#隐

逸传#陶潜传$载%

郡遣督邮至县! 吏白应束

带见之! 潜叹曰"#我不能为五

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

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公田之利' 固然重要!个

人自由价值更高! 如果鱼与熊

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

于是即日解印绶去职! 回故乡

隐居(

陶渊明又画了一个始而出

仕搞创收! 终于退场要自由的

圆圈(

五

陶渊明归隐以后! 也曾有

人劝他东山再起!他不同意!说

是 &吾驾不可回 ' !#饮酒 $其

九"(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

就( '!%宋书&隐逸传'"言行一

致!态度坚决(

此时陶渊明日子过得潇

洒!不愁生计 !一度还有 &我土

日以广'!#归园田居' 其二"的

大好形势!稍后发生一次火灾!

损失甚巨)到他晚年!经济状况

更差! 所以当刘宋王朝有意请

他出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只

不过很快到来的死亡把这一切

都结束了(

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

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

三( '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 此

事虽未能实现! 但后来仍然有

专家称陶渊明为 &宋征士'!钟

嵘#诗品&中'"( 陶渊明之所以

&将复征命'! 无非是因为想解

决经济上的困难( 晚年的陶老

身体很差 *&躬耕自资 !遂抱羸

疾 '+!多日躺在病床上 *&偃卧

瘠馁'+! 正是在这样实在难以

为继的困窘处境中! 他表示可

以考虑复出! 可惜这已经来不

及了(

为了生活!创收是必须的!

但自由高于创收! 而生命又高

于自由( 最好是既有较多收入

而又相当自由! 可惜这两者不

容易兼顾(陶渊明在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两端中摆来摆去 !多

次往返于体制内外! 先后画出

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而始终未能

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在这种

反反复复的折腾中! 他走完了

自己的一生(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

院教授"

"

中 国 古 代 画 史 是 近 年

来 施 錡 博 士 执 着 拓

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而

"宋元画史中的博物学文化 $

这部专著即是她在这一研究

方向下沉淀的阶段性成果之

一 ( 在这里 !我想就这部专著

及她持有的研究方法论简约

且集中地谈几点 ! 以飨学界

同仁 (

值得提及的是 !在从事具

体研究时 !无论我们怎样给中

国古代画史下定义 !中国古代

画史的内涵还是由形成于系

谱的历代画家及其作品所构

成的 ( 实质上多年来 !中国美

术史论界以往对中国古代画

史的研究 !其主要还是定位于

绘画本体及其审美表现形式

与技法风格的研究上 (是书作

者则规避了以往研究的窠臼 !

调整了研究观念 !她把博物学

*"#$%&'( )*+$,&-+ 作为自己研

究中国古代绘画的透镜 !从而

把中国古代画史研究还原于

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的宏大

背景中 !以追问宋元两朝绘画

与文史之间所交融的现象和

本质之关系 (

在这样的研究视域中 !中

国古代绘画已不再是一种纯

然的外在审美表现形式( 作者

把画面形式本体所呈现的物

象与人等诸种元素紧密地维

系于中国古代文史传统中 !通

过透视中国古代官制 , 宗法 ,

政治,宗教 ,民俗 ,器物与服饰

等文史成因 !从而把中国古代

画史研究向博物学领域拓宽

与拓深 ( 从学理上讲 !她是借

助于中国古代画史研究 !在博

物学研究观念的策动下 !有效

地发现 ,思考与解决文史研究

的问题 ( 在她的视域中 !画面

所表现的物象与人等元素 !必

然是对一个特定时期之文化

与历史的审美记忆 !这些元素

反过来也成为对文史领域的

有效注解 !而不仅仅是一个个

表现画家个人意境的审美元

素 ( 这就是从一件古画看文

化 ,看历史 !而不再是囿限于

狭小的视域(

当然 ! 这部专著把中国

古代画史研究置放于文史研

究 ,博物学的宏大背景下 !这

或许 也 将 有 效 推 动 中 国 古

代 画 史 研 究 成 为 了 一 门 更

厚重的学问 !推动研究者面

对 中 国 古 代 绘 画 作 品 给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新 发 现 及 更 为

准确的诠释 ( 中国古代水墨

丹 青 的 背 后 正 是 博 物 学 意

义上的文史 (

就我对作者的了解 !她的

研究兴趣不仅定位于中国古

代美术史 !多年来 !她也沉浸

于西方美术史及其文史的脉

络中 ! &西学 ' 是她的知识结

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应

该肯定地讲 !她是一位有能力

对中西美术史进行比较研究

的青年学者 ( 可以肯定地说 !

作者在把博物学及其研究观

念恰切地带入中国古代画史

研究 !以透视宋元画史背后的

博物学文化时 !这本就是把中

西学术观念汇通于一体 !以形

成交集于中西美术史之间的

跨语言 ,跨民族与跨文化的研

究立场 (

在 这里 !我有必要就 &博

物学 ' 这个概念的语

源 系 谱 给 出 一 个 简 约 的 追

溯 ! 以便让 "宋元画史中的

博物学文化 $这部专著的读

者 了 解 作 者 的 研 究 立 场 是

怎样定位的 ( 从学理的逻辑

上来看 !只要理解了博物学

这个概念的历史成因 !也就

能 够 获 知 这 部 专 著 的 学 术

价值所在 (

博物学是从西方舶来的

一个学术概念 !其英文源语概

念为 &"'$%&'( )*+$,&-'( 特别需

要强调的是 ! 倘若把 &"'$%&'(

)*+$,&-' 按照现代英语之字面

意义翻译为 &自然历史 '!这一

定是因为不了解这个学术概

念的发展逻辑而给出的误读 (

在这个学术概念的意义组合

逻辑上 !其中心词 &)*+$,&-'的

原初意义不能被转码为汉语

译入语---&历史 '( 我们把

&"'$%&'( )*+$,&-'翻译为 &博物

学 '! 它作为一个汉语译入语

概念 !一般读者是很难从汉语

字面上直接提取其源语概念

的本质性意义的 ( 那么 !在印

欧语系中 !&)*+$,&-' 的原初意

义又是什么呢.

在语源学的逻辑上 !我们

可以把 &)*+$,&-'再往上一个层

级追溯至拉丁语 &)*+$,&*''!总

纳相关 "拉丁语词源词典 $对

&)*+$,&*''的释义 !我们至少可

以获取两种如下的释义词条 %

&' "'&&'$*./ ,0 1'+$ /./"$+2

)*+$,&-3' 或 &(/'&"*"4 $)&,%4)

&/+/'&5)2 "'&&'$*," ,0 6)#$ *+

(/#&"/73'从 对 &)*+$,&*#'的 释

义 !我们可以见出这个拉丁语

术语含有现代英语 &)*+$,&-'的

意义 ! 同时 ! 也含有 &探究 '

*&(/#&"*"4 $)&,%4) &/+/#&5)'+

的意义(

让我们再往上一个层极

的语源追问 !拉丁语 &)*+$,&*#'

的语源是古希腊语 !我们总纳

相关 "希腊语词源词典 $的释

义 !至少可以获取如下三种相

关的释义词 条 % &*"8%*&-' &$,

(/#&" $)&,%4) &/+/#&5)9 $,

*"8%*&/:'或 &6&*$$/" '55,%"$ ,0

,"/;+ *"8%*&*/+9 "'&&'$*./9

)*+$,&-9 1&,<3'从释义词条的排

序上!我们可以判断 !&)*+$,&-'

的 原 初 语 源 意 义 即 为

& *"8%*&- ' ! 其转码为汉语译

入语就是 &探究 ' ! 而其中

&"'&&'$*./9 )*+$,&- ' 则是后起

的意义 ( 因此 ! 无论是拉丁

语 &"'$%&'(*+ )*+$,&*' ' !还是英

语 &"'$%&'( )*+$,&- ' ! 它都应

该被翻译为是一门对自然探

究的 &博物学 ' ! 或翻译为

&博物志 ' ( 这两种翻译的汉

语修辞在学术意义的表达上

是最为恰切的 (

在西方古代文史传统的

发展历程上 ! 我们可以把博

物学的源起追溯至古希腊哲

学家群体那里 ! 其中亚里士

多德 *=&*+$,$(/+就是早期的博

物学者 *"'$%&'(*+$+!当然还有

与 他 同 期 及 后 来 的 哲 学 家

们 !他们都是博物学者 ( 古希

腊的哲学家出于对其所生存

的世界之好奇 ! 以探究自然

世界存在的多样性问题 !他

们博物多闻 ! 所探究的现象

涉 及 了 自 然 客 体 *"'$%&'(

,<>/5$++,生物体 *,&4'"*+?++,

地 理 学 *4/,(,4-+, 天 文 学

*'+$&,",?-+, 工 艺 技 术

*$/5)",(,4-+,艺 术 *'&$+ 与 人

文 *)%?'"*$- +等 领 域 ( 因 此

把 &"'$%&/ '这个 词 语 转 码 为

&博 物 ' ! 在 汉 语 译 入 的 修

辞上是极为恰切的 !也正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我 们 把

& "'$%&'(*+$ ' 翻 译 为 & 博 物 学

者 ' ! 而不是转码为 &自然

学者 ' (

从古希腊哲学发生的基

本动因来解释 ! 他们的探究

是思考于现象界与本体界之

间 ! 其终极目的是为人寻求

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 ( 当然 !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判断 !他

们的探究也是为了兑现以思

想解释宇宙 ! 从而构成自己

的哲学体系且满足哲人的征

服欲 ( 无论怎样 !在古希腊时

期 ! 由于知识的发展还没有

体系化为精细的现代学科分

类 ! 他们的探究与思考在综

合性与多样性中呈现出极为

广博的知识学养 (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 !

再到文艺复兴 ! 无论 &"'$%&'(

)*+$,&-' 这个学术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因不同历史语境所产

生怎样的变化和调整 !我们均

可以把这个概念依凭其丰富

的知识内涵翻译为博物学或

博物志 ( 其实 ! 中国学界把

&"'$%&'( )*+$,&-'翻译为 &博物

学 '或 &博物志 '!在汉语译入

修辞拣选的立场上!也可以见出

中国古代文史传统在生成与发

展的观念中!含有对应于西方古

杨乃乔

博物!博物学与中国古代绘画

严格地讲!中国学界把老普林尼的 @'$%&'(*+ A*+$,&*' 翻译为"自然史#!这个翻译在观念上不恰

切!应该把其翻译为"博物学$或%博物志$!更为准确& 在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早期!无论是西

方的哲人及'"'$%&'(*+$(!还是中国的士人及)博物君子(!他们在探究现象界*本体界与人文社会

的方法论上只能是知识的宏大性观察!而不是实验&

# !上接 B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