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的文人!宋元易代之际!隐居
不仕! 遍评群书" 刘辰翁评点
#世说新语$! 可谓是名人评名
书!后代一直颇为重视%明代凌
濛初兄弟刊刻 &世说新语$!都
采入了刘辰翁的评点! 但也频
频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把刘
辰翁的批点与刘应登' 王世懋
等的相混淆! 今人辑录和研究
时沿其误! 还没有人依据元刻
本对刘辰翁批语做过完整的辑
录"十年前!潘建国先生首先发
现了 &世说新语 $的元刻本 !我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台北 (国
家图书馆) 先后两次阅读了该
书胶卷 !这次 (三汇本 )整理刘
辰翁的评点就是依据这个元
本! 而非从后世的汇辑本中转
录! 在文字上最为接近刘辰翁
评点的原貌%

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寄
寓了难以言表的政治情怀 !有
时不容易看出来% &方正$第

!"

则*+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
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
姓雕弊! 孔慨然曰*,昔肃祖临
崩 !诸君亲升御床 !并蒙眷识 !

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
之列% 既有艰难! 则以微臣为
先! 今犹俎上腐肉! 任人脍截
耳- . 于是拂衣而去! 诸公亦
止% )说的是苏峻之乱后!孔坦
被出为丹阳廷尉! 那里刚刚经
历了动乱!百姓凋敝!孔坦不愿
意去! 说*(明帝驾崩前! 诏王
导' 温峤' 庾亮你们为顾命大
臣!当时怎没想到我/现在把我
派到这样一个混乱危险的地方
去送死- ) 刘辰翁批曰*(小人
语!岂识国家大体!见辱方正- )

愤慨地斥责孔坦仅仅考虑一己
的安危!置国家于不顾%刘辰翁
曾在&湖山类稿序$里赞叹陪銮
北上的一介布衣汪元量! 可见
他评论人物是有一杆秤的% 又
如&轻诋$第

#

则!刘惔死了!孙
绰流泪讽咏*(人之云亡! 邦国
殄瘁% )褚裒看了大怒!说*刘惔
跟你没什么交情! 你为啥哭丧
着脸!像是交情很深似的%刘辰
翁就对褚裒很不以为然! 反驳
道*(邦国之叹!何必平生

$

)不
论平生有无交情! 当邦国遭遇
深重变故时!都不免有(邦国之
叹)!刘辰翁这八个字批语实在
是自抒其怀%

虽然&隋书0经籍志$把&世
说$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但是
唐人主要还是把它当做史传杂
说来读的 !唐修 &晋书 $就大量
采纳&世说$的文字!如&王献之
传$&王徽之传$ 基本上就是连
缀&世说 $的相关文字而成的 %

刘辰翁则是真正把&世说新语$

当(小说)看待%他批语有(小说
多巧 )! (小说取笑 )! (传之有
秽!小说不厌)!(亦似小说书袋
子)!认识到小说新巧奇幻的特

征% &容止$第
%

则*(魏武将见
匈奴使! 自以形陋! 不足雄远
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
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
如/ .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
常! 然床头捉刀人! 此乃英雄
也% .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如
果说曹操使人代己是实事 !那
么最后一句(魏武闻之!追杀此
使)肯定是虚笔!这是小说家的
笔法! 刘辰翁就看出来了*(谓
追杀此使!乃小说常情% )说刘
辰翁批点&世说新语$是最早的
小说评点!是恰如其分的%

汇评!古已有之

评点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
的阅读方式 % 单独的 (评 )和
(点 )都出现得很早 *孔子就评
过&诗三百$%汉末祢衡&鹦鹉赋
序$说他作赋!(笔不停缀!文不
加点)% 点就是点灭其字!修改
的意思!不是现在的加标点%既
有评又有点的阅读方式是从宋
代才有的%评点和注疏相比!阅
读者的主体性地位大为提高 !

汉人注经!是转述经旨!着力在
把圣人的意思说明白! 注者匍
匐于经典的权威之下% 唐人的
义疏有个原则!(疏不破注)!屈
伏在汉儒的脚下! 自己的思想
得不到充分的表达% 到了宋人
手里 !踢倒汉唐 !大胆疑经 !注
重读者的会心自得%洪咨夔&易
斋诗稿跋$云*(诗无定鹄!会心
是的% )会心!允许读者自由发
挥!大大拓展了阐释的空间%正
是在新的阐释学理论的启发之
下! 评点这种自由灵活的批评
形式才得以出现%

评点的流行! 与刻本的出
现有紧密的关系% 唐以前的抄
本 '写本 !即使有评点 !也是孤
立的'私人的现象!不便于传播
和流行% 至宋元!刻本盛行后!

名人评点得到出版家的青睐 !

评点借刊刻得到广泛的传播 %

如刘辰翁南宋德佑元年1

%&"'

2

批点 &韦苏州集 $!元至元二十
四年 1

%&("

2 由康绍宗刊刻行
世 3他批评杜甫 '李贺 '王安石
诗集!都是去世后刊刻的!很快
就成为畅销书%

到了明代万历时期! 浙江
吴兴的闵齐汲和凌濛初两大家
族把 +评点 )和 +套印 )结合起
来!风火互助 !相得益彰 !推出
了大量的 +评林 )和套印本 !是
明代后期的文化盛事% &史记评
林$&汉书评林$等+评林)系列!

就是今天所说的+汇评)% 吴兴
闵'凌!可谓是+汇评)之祖% 套
印本一般为朱墨二色! 经传用
墨 !批评以朱 !非常醒目 3多家
批点!就用不同颜色标识!有三
色'四色 !甚至五色的 !如凌云

五色套印本 &刘子文心雕龙$%

当时这些汇评行销全国! 天下
无不知有凌氏书%陈继儒&史记
钞序$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
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 )

吴兴套印本在明末毁于兵
燹!清代就不大流行套印本了!

虽然晚清的时候出现过一些套
印本!如黎简批点李贺诗'黄培
芳批点 &唐贤三昧集 $等 !但总
体上说套印已不盛行! 这跟出
版家的财力有关系! 套印程序
复杂!费工费钱3但更主要的是
学风的变化! 理学家认为对儒
经加以评点!轻佻狂妄!非先儒
训诂之法! 实学家认为考据才
是学问!评点信马由缰!算不得
什么% 所以评点虽然还未完全
消失!但已是不绝如缕了%主要
的用武之地是指导年轻人写八
股文'试律诗!所以到了新文化
运动时期!评点被胡适'鲁迅等
人视为八股文话头!通通抛弃%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演绎式的文
学批评!理论先行!往往讲得头
头是道!其实离文本越来越远%

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
评方式! 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
语!实际上是一言中的3有些评
点近乎文本细读! 如清初吴淇
的 &六朝选诗定论 $!对诗歌分
析之细致透辟! 今人也难以企
及%可惜!评点这种最具有民族
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
术范式里被排斥!受冷落!这是
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力
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
+评点 ) 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批
评!下过大工夫整理评点文献%

起先是小说戏曲的汇评本 !如
张友鹤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
评本 $' 刘辉 &会评会校金瓶
梅 $'李汉秋 &儒林外史汇校汇
评$!四大名著都有汇评本% 诗

集的汇评本!李庆甲的&瀛奎律
髓 $'詹锳的 &李白全集校注汇
释集评$堪称典范% 我做&世说
新语汇校汇注汇评$!就是学着
詹锳先生的方法!尽量掌握&世
说新语$的版本!尽可能地搜集
相关文献资料 !想为 +世说学 )

打下文献基础%

众口纷纭谈"世说#

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

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
骚$!便可称名士% )自唐宋以降!

不要读&离骚$了!熟读&世说$便
可称名士% &世说$是诗料!是谈
资!能佐酒助兴!娱情解闷!可激
励世俗!抑扬风雅% 文人大约没
有不读&世说新语$的%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陆龟蒙 &小名
录 $'佚名 &琱玉集 $!宋人曾慥
&类说$'叶廷珪&海录碎事$!金
元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明人周
婴&巵林$'方弘静&千一录$!清
人姚范&援鹑堂笔记$等都大量
征引&世说$故事!或作引申!或
加以辨正%有十余人专门评点过
&世说$!王世懋一生还多次加以
品评%

&世说$行世后!影响广泛!

出现了一些仿作! 如宋人孔平
仲&续世说$'明人李绍文&皇明
世说新语 $' 清人王晫 &今世
说 $' 近人夏敬观 &清世说新
语$!以及&女世说$'&儿世说$'

&僧世说$等% 明后期盛行山人
名士的风气!名士们把&世说新
语$当经书宝贝读!于是出现了
不少仿作品!郑仲夔有&清言$!

何良俊有&语林$!王世贞把&世
说$删削后与&语林$合为一起!

称 &世说新语补 $!他人又补入

李贽批语!影响尤巨%

&世说新语$为文人提供了
各逞才辩的 +话语场 )!其中一
些故事是在挑战人们的价值
观!引起后人纷纷论议%最典型
的就是&德行$第

&(

则+邓攸避
难弃子全侄)的故事%西晋末永
嘉之乱! 邓攸挑着儿子与侄子
俩小孩逃难!自然跑得不快!形
势非常危急! 他对妻子说*+我
弟弟早死了! 只剩下这个侄子
传嗣血脉%今形势仓皇!不能两
全!不如丢弃我们的儿子!带着
侄子逃难吧! 反正我们以后还
可以再生嘛% )妻子同意了% 读
到这儿! 似乎还可以勉强认同
邓攸的做法%但刘孝标注引&中
兴书$曰*+1邓2攸弃儿于草中!

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攸明日
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 )丢弃
小儿! 小儿在后面追到傍晚追
上邓攸! 他竟然第二天把小儿
缚在树上自个儿离去了% 这不
是伤天害理嘛- 哪儿有这样做
父亲的-后人坐不住了!王楙斥
此最害名教3 俞德邻骂他绝灭
天理3 郎瑛感叹晋人竟然如此
好名3刘应登'李贽'严衍'张懋
修说邓攸最终无子! 是老天的
报应!他就该绝嗣3王世懋视邓
攸为一大忍人 3 王鸣盛骂道 *

+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
入良吏乎- )近人赵西陆也说*

+此矫情以博孝友之虚名耳% )

大家都置疑邓攸这样的人怎能
进入+德行)门呢-

这个故事实在是重人伦的
国人所无法接受的! 于是也有
人巧辩!为邓攸解围%刘辰翁就
说*+谓系儿树上者! 喜谈全侄
而甚之也% )+甚之)!就是夸张
的笔法% 朱国祯也说*+此史臣
描写太过 !伯道 1邓攸字 2决不
狠戾至此% )意思说这是史家夸
大其词!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方
弘静就说 * +称人之善而过其
实!适以诬之% )周召说*+誉之
太过!而反没其真耳% )挑战人
伦界限的夸张描写! 在中国文
化里也是不被允许的%

举这一个例子! 就可以看
出后世文人对&世说$有多么浓
厚的兴味% 把这些材料汇辑起
来!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世说$!

是不无意义的吧%

日本"世说$研究举要

日本江户时期 !随着 &世
说新语补 $的传入 !掀起了 &世
说$热%自

%")#

年冈白驹&世说
新语补觽$起!先后出现了桃井
白鹿 &世说新语补考$1

%"*&

2'

大典禅师 &世说钞撮$1

%"*!

2'

恩田仲任辑&世说音释$和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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