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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学术界掀起了整理明清

文人全集的热潮 ，许多学者投身其中 ，多

方搜集明清时期某位知名文人 、 学者的

作品 ， 或影印或标点或校勘 ， 虽成果颇

多 ，但良莠不齐 ，精品更是凤毛麟角 。 由

詹绪左校点的 《姚广孝全集 》（获国家古

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就是其

中的精品之一 ， 堪称明清文人全集整理

中的一部佳作。

为方便读者了解该书 ， 有助于古籍

工作者更好地整理古籍 ， 现将该书特色

或优点列之如下 ：

第一，整理者学术背景与整理内容契

合度高 。 整理者詹绪左是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 常年从事明清文学的教学

和研究 ，尤擅长其中的佛学和文字学研

究 。 姚广孝 ， 明初苏州人 ，14 岁剃发为

僧 ，禅名道衍 ，后与燕王朱棣北上 ，住持

北平庆寿寺 。 建文帝削藩时 ，力赞朱棣

反 ，参赞军机 ；朱棣即位 ，录功第一 ，拜

太子少师 ，帝命还俗 ，终不肯 。

姚广孝早年与明初众多学者 、 文人

交往 ，留下大量诗 、赋 、记 、题跋 、疏 、祭

文 、 碑铭等 ， 同时作为一生侍佛的政治

家 、学者 ，亦写下许多佛经序跋 、偈 、赞以

及他对程朱理学辩驳佛学的反驳等 。 《姚

广孝全集 》 基本上都是诗文及佛学经义

释读 ， 由深耕于明清文学研究且专精于

现实的烛照与先锋的自觉
———评格非新作《月落荒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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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荒寺 》是一部散发着

格非写作“野心 ”的小说 。 多年

前，读者向格非质疑 ，他的现实

主义题材小说为什么都局限于

高校和知识分子圈子时，他不仅

坦然承认自己“经验方面的局限

性”，而且还提到“我们今天应该

重新重视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方

式”。 格非的话显然不是随便说

说，这之后他不仅多次在讲座和

访谈中提及巴尔扎克对社会的

全景式把握，而且通过先前出版

的 《隐身衣 》以及这本 《月落荒

寺》，试图书写属于他自己的“人

间喜剧”， 构建像巴尔扎克一样

的“人物谱系”。

作家叶兆言说 ：“巴尔扎克

所创造的世界，是后来无数作家

的梦想。是否具有不同凡响的创

造力，成了我们检验一个好作家

的唯一标准”（《想起了老巴尔扎

克》）。 正如在巴尔扎克笔下，官

员、农民、教士、裁缝、银行家、大

学生等各种社会角色，多到令人

眼花缭乱又都栩栩如生 ，在 《月

落荒寺》里 ，格非的笔墨也不再

集聚于高校知识分子这个相对

封闭的群体，而是借助一个家庭

聚会的 “熟人圈子”， 借助林宜

生、楚云、伯远三条叙事脉络所

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把林林总

总、面目各异的社会组成聚集到

一起，中学生的早熟独立 、离婚

女人的卑微无依、官员面对进退

留转的心理畸变、黑社会老大闪

现的亲情光芒等等，以及紧紧依

附于这个时代的家族问题、婚姻

问题、官商问题 、亲子问题等次

第出现，共同构成了生动展示当

今社会多元形态

的“万花筒”。

小说之名“月

落荒寺 ”，来自法

国音乐家德彪西

的同名曲 ， “雅 ”

的题 目 之 下 ，自

然包罗着另外一

系列 “雅 ” 的元

素 ， 比如与题目

意境交相辉映的

那场正觉寺边的

高端音乐会 ， “屋

宇修洁 、 远离尘

嚣 ”，能让人 “连

呼吸都变得畅快

起来 ”，但置身如

此“雅景”的观众，却各怀心思 、

俗气满满，陈渺儿不甘心 “混迹

在那些无足轻重的散客们之

中 ”，一心惦记着 “享用前排的

雅座”；林宜生的心思一点儿都

不在音乐会上 ， 与楚云和辉哥

见面才是他此行的最大意义 ；

而这场高雅音乐盛事的重要嘉

宾 ， 要么是李绍基和 “矮胖官

员”这样的俗世得势者 ，要么就

是各色商界精英 、社会名流 ，但

一概都与 “音乐 ”无关 ，“雅 ”无

疑成了 “俗 ”的 “遮羞布 ”，成了

虚无社会利益交易的 “夜行

衣 ”。 又比如小说的主人公楚

云 ， 从身世到谈吐到经历再到

遭遇，都可谓“仙 ”到极点 ，但楚

云的“仙 ”映衬的正是这个社会

的 “俗 ”，透过她身边最为重要

的两个男人———到处跑场圈钱

的哲学教师林宜生 、 专门替人

花 钱 消 灾 的 黑 社 会 老 大 辉

哥———就足以看到那个容纳他

们周转自如的社会是如何功

利、虚伪和病态。

七年多前 ，《隐身衣 》 初版

时，评论界的各种嘈杂之音不绝

于耳，有说“不知所云 ”的 ，有说

“格非老矣”的，还有说 “先锋已

死”的；但无论《隐身衣》还是《月

落荒寺》， 其价值和意义绝不仅

仅是作为独立小说所割裂存在

的，两者交错交叠、互文互义，在

帮衬和比照中，彰显着强大的文

本意义。 在《隐身衣》里，主人公

是当过鞋店伙计、如今制作音响

胆机的 “我 ”，妻子遭受毁容 ，内

兄丁采臣是黑社会，故事结尾是

“我” 和妻子回乡扫墓。 而到了

《月落荒寺》，这些埋伏的情节又

都找到了跨越文本的交合：小说

中也有一位当过鞋店伙计的胆

机制作师叫崔师傅 ， 但自始至

终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 似乎

就是 《隐身衣 》里的 “我 ”；楚云

因为遭遇哥哥仇家报复 ， 被钢

刀划破脸面无以见人 ，而 “丁采

臣 ” 正是她混迹黑社会的哥哥

的化名 ； 至于林宜生和楚云七

年后的偶遇 ，又恰和 《隐身衣 》

里交待的扫墓情节相互吻合 。

但格非之意似乎不是架上一座

畅通无阻的 “桥梁 ”，隐匿其下

的还有一根根精心设置的 “暗

桩”，仍以“扫墓偶遇 ”的情节为

例 ，《隐身衣 》里 11 月中旬 “清

朗而无风 ”的天气 ，到 《月落荒

寺》里竟变成二月末 “雨丝中夹

杂着小雪珠 ”，这种对于关联性

的似是而非 ， 又不难让人联想

到 30 多年奠定其文坛基础的

那篇《褐色鸟群》。

无论是 《褐色鸟群》《迷舟》

《敌人》等格非早期成名作品，还

是被广泛认为转入现实主义题

材的“江南三部曲”和《蒙娜丽莎

的微笑》，其强大的文本生命力，

都离不开那些纷繁多样、充满无

限可能的“叙事空白”。 写完《望

春风》之后的格非，曾放下狠话，

从此以后“坚决不再写乡村题材

作品”， 但即便叙事坐标发生从

南到北、 从乡到城的根本位移，

格非的“先锋基因”、贯穿格非写

作生涯的 “叙事空白 ”始终未有

变异。 一方面 ，格非用 《月落荒

寺》里的一系列 “无意之笔 ”，为

《隐身衣》里的诸多空白，提供了

似是而非的可能；另一方面，《月

落荒寺》本身又制造了大量新的

空白，比如只能提供唯一一次求

助机会的僧肇是什么身份，楚云

又用这次机会干了什么；比如林

宜生最后“出镜”的老婆又是谁，

会不会真的就是赵蓉蓉；又比如

陈渺儿多次提及的在嘉里中心

碰见的人是不是楚云，而那个声

称“很快还会见面 ”的道士为什

么一直没再出现还是以其他身

份已经出现了……甚至就连支

撑小说后半部分的楚云失踪事

件，到底是林宜生的恍惚梦境还

是客观存在 ， 也都难以一锤定

音。格非摒弃了常规小说中知真

相、辨是非的 “上帝视角 ”，用无

数个让人费解的“无”，埋伏了更

多个诡谲神秘的“无限”，用评论

家陈晓明的话来说 ， 就是让话

语、历史、存在，“依靠‘不在 ’的

力量，依靠文本的无限开放性”，

达到任意漂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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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的詹绪左整理 ， 可保证其

学术性和专业性 。

第二 ， 该书是收录姚广孝

诗文 、佛学著述最全的著作 。 该

书将姚广孝现存的诗文 、 佛学

著述全部搜集 、收录 （挂名作品

除外 ），不仅包括 《逃虚子诗集 》

《逃虚类稿 》《逃虚子道余录 》等

结集著作 ，甚至连残句 、佚文也

一一收录 ， 如新辑作品都是从

明人文集 、清人文集 、佛学典籍

等皇皇巨著里将收录的姚广孝

文章 、诗句一一摘录 。

该书还收录了和刻本 《独

庵外集续稿 》。 《四库全书总目 》

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在提到

姚广孝时均未著录 《独庵外集

续稿 》。 道衍在 《独庵外集续稿 》

卷首序里提到 “独庵外集续稿

已誊入梓 ，兹续稿二册 ，付与扶

桑小比丘等闻持归本国 ， 可出

似乃师绝海和尚 ， 必有以见教

也 ”。 姚广孝当时将此续稿交付

日本僧人刊刻 ， 故国内无其刊

刻记录 ， 因序写于永乐元年

（1403 年 ）， 故其刊刻时间应在

永乐元年之后 。 《独庵外集续

稿 》共收录诗 90 首 、文 63 篇 ，

其中诗 36 首 、文 59 篇在 《四库

全书总目 》 《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 》中未提到 ，在现存的姚广孝

文集中亦未被收录 ， 此次则全

部收入 《姚广孝全集 》。

和刻本 《独庵外集续稿》为

清末罗振玉去日本收集孤本善

本时所得 ， 现藏于辽宁省图书

馆，为国内唯一孤本。 此次詹绪

左将其收录， 并进行认真整理、

标点、校勘。

第三 ， 该书是整理姚广孝

著述用功最深 、 校点最精的著

作 。 詹绪左治学严谨 ，耗费数年

之精力 ，翻阅数百种图书 ，将姚

广孝所著诗文全部收罗殆尽 ，

同时查阅 、 核对同一诗文的不

同版本 ， 依据底本对其异文进

行考证 ，指出错讹之处 ，并一一

列出校记 。 全书共出校记 2442

条 ，所引文献 302 种 （其中佛学

典籍 103 种 ）， 可见詹绪左收

集 、标点 、校勘该书用功之深 。

詹绪左教授认真校理 ，依

据底本 ，参照多种不同版本 ，指

出许多抄本 、 刻本之讹误和误

植 ；对 《逃虚子集补遗 》中的作

品细加审定 ， 对他人作品孱入

者一一注明 ； 对今人误读姚广

孝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具体

而细微的研究 ， 如其校后记中

的考论即是很好的例子 ；对 《姚

广孝全集 》中涉及的佛学典故 ，

校点者引用佛典标示其出处 ，

解释其含义 ，以便于读者识读 ；

对底本中出现的讹字直接径

改 ， 对底本中出现的文字简俗

体 ，则列出校记 ，以助读者了解

这些文字的发展演变 ，如 “啇 ”

就是 “商 ”的简俗体 ，元明清时

期 ，“商 ”常被写作 “啇 ”。

《姚广孝全集》的出版，为研

究姚广孝生平事迹及其思想活

动以及明初政治、佛教、文学，提

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姚广孝

的佛学思想以及他对程朱理学

辩难佛学的反驳，为研究儒佛之

争、佛学经义提供了最原始的资

料；校点者针对某些文字出的校

记，则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文字的

丰富内涵、传承演变。 该书是一

部集史料价值 、 研究价值于一

身，收集资料最全、用功最深、校

点最精的古籍整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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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月落荒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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