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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茶话

■ 汪涌豪

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

“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

此话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当下”“经典”与

“重读”。乍看每个词的义界都很分明，其

实彼此间的关系联动，仍含藏有许多深意

需要阐明。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拿

这个题目来作讨论的原因。

当代人的困境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经济高企赋予物

质无远弗届的力量，使得与之相应的一系

列世俗原则严重挤压了意义与价值的存

在空间，阅读、尤其经典阅读因此不再被

视为可助人成长的精神资粮。而大数据

时代信息技术和融媒体发展造成的传播

的虚拟化倾向，更让读书易为读屏，经典、

尤其传统经典因此在新一波娱乐化、碎片

化的“轻阅读”风挤压下，成为最先被大众

舍弃的对象。及至当下，消费降级带来的

种种无力感和不确定感，让许多人开始感

觉到物质力量的边界效应在递减，进而意

识到人虽不能超脱世俗日常，但天地本

宽，忙者自促，要摆落汲汲营求的功利，变

茫茫无着的无助空虚为有自尊、能自主、

得自强，精神力量的加持不可或缺，终使

克服冗余需求、尝试简单生活，成为一种

新的目标追求。

但遗憾的是，在与社会及自己和解的

同时，富含人生智慧与觉解的传统经典并

没有因此重新被人唤回，尤其与一味恬退

顺应相对待，其所揭举的那种力行无倦、勇

猛精进的心性砥砺与人格淬炼，并没有因

此成为人应对个体无力感与失落感的精神

动力。即使有人意识到它的核心充溢着这

种力量，也因为受过往种种粗鄙化改写及

类型化消解的迷惑，失去了正确打开并进

入的方法。所以，当太多人为自己虽拥有

信息却缺乏知识、虽拥有知识但缺乏价值

感到苦恼，重新从传统经典中找回初心，以

灌溉生命，就成了社会普遍的心理诉求。

经典的力量

传统经典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

礼仪，凝聚着中国人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理

念，不仅积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更有超20

万种的存世规模。今人习惯尊四书五经、

唐诗宋词为经典自然无错，但置身于当下

的语境，不能认为经典由几部书建构。诚

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

经典，但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

诸子百家，林林总总，也是。

上世纪，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以

为其中最基础的书目“无论学矿学工程

学”，“皆须一读”。同时唐文治论读经，称

其“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

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经

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若

结合当下语境稍加展开，则正如中国人从

来即事言理，传统经典从一开始，就选择

走一条实践性而非论理性的道路，强调实

行实功，经世致用。《诗三百》的抒情言志

自不消说，孔子援鲁史制《春秋》，以为“我

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以六经为始源的传统经典，其初始原

型都是历史事件和经验，皆如此。此所以

朱熹《中庸章句》称圣人之德，极诚无妄，

“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

天下后世法。”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

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古人有志于

学，因此又如方苞《传信录序》所说，都自

觉“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

济于用者则不学也”。落实到其看重的经

与史，则如苏洵《史论上》所说：“经不得史

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总要在畅明事理。以后王阳明《传习录》

讲“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章学

诚《文史通义》讲“知史学之本于《春秋》,

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

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都如此。

所以今人阅读传统经典，无论经史子

集，无须因世代悬隔而生分别心与抵触

心。诚然，它被古人视为“天地之常经，古

今之通谊”，为历史性概念。但因虽即事

言理而属意在人不在物，尤致力于将人置

于关系中，而不把人从关系中孤立出来，

进而与自然对立，所以更具有向人解释人

是什么、应该成为什么的能力与特质。正

是这种能力与质性，它让个体生命与一种

无限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

又是一个永久性概念。

这种永久性具有价值规范的意义，所

以每当人遭遇变故，陷入困境，它总会向

人开放答案，俾其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

又因它的价值体系包含有世俗生活全部

的丰富性，它所辟出的伦理路径就始终着

眼在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成。它努力

使一种正大的世界观、价值观内化为人生

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是问题，它就永远助

人认识和解决问题。由于人性不受限于

时地，彼此感通，它自然也能让今人收益，

并不令而行，无声地彰显了自己价值论上

的反功利性和精神气质上的人文性。

继续回归当下语境，这种反功利性和

人文性显然对现代人以求知为能而不重

修身的扁平化的生命状态具有疗救意

义。诚如学者指出的，许多时候，今人只

是在闻知上胜过古人，但那仅是量的超

出，生命层次的净化与提升才能带给人质

的变化。然而恰恰在这个方面，今人离传

统经典所推崇的古人很远。看看周遭的世

界，有太多人虽衣食无忧，却为“物役”“形

役”所累，面对过时的情感、糟糕的婚姻、丑

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中不时浮现的卑

琐的小人物，尤不能奋身一搏，内卷已让他

们精疲力竭，躺平也不足以抚慰其身心，由

此精神焦虑增加，幸福感下降，心态失衡频

发，自我成就意识严重缺乏，其不足以诞育

饱满坚实的生命样态几乎是必然之事。这

个时候，传统经典所推崇的生命真气与君

子人格，就不是一种空泛的宣导，而是一种

实实在在的示范与激励。它素尚“体恭敬

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因自身包含

着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所说的“可作为

基础的真”而光景常新，是可以用为今人涵

养生命、浚发性灵的精神资源的。所以值

得常读，尤须重读。

如何重读经典

受层累性特征的影响，从内容到表

达，传统经典与当下多少有些脱节，阅读

起来肯定不太轻松。不过尽管如此，我们

仍要指出，对于传统经典，从来有学者专

业之学与大众通识之学的分别。对学者，

“以古释古”，“汉话汉说”，力求恢复经典

的原始面貌自然很重要；但对大众而言，

重点落在据实感悟，如朱熹所说“要体会

亲切”，就已经很好，因为这从来是中国人

读书的常态。

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韵，通训诂，更

须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

在句下。传统经典既是历史的留存，又极

具未来性，是一种有待发现和创造的资

产，它总在人们不断的回溯中重新认识自

己，拓展自己。案头研究固然是重新认识

和拓展，立足于当下生活的切己体悟也

是。如要说得更深广些，则时移世异，如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所说，“自三代至于

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

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种“道出于二”

不仅打散了许多传统成说，也瓦解了传统

的解经模式，使经典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时

势。经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让人信仰

不容人质疑的绝对真理，它需要重新解

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

故我们不要把传统经典看成是一种封

闭静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经典性，正因为

能克服时间的限制，拥有“超时间性”（su 

pra-temporality），进而，还是构成所有现代

性最重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

经典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特质，

对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价值和实践导

向的基础，引入包括现代诠释学在内的新

方法，如余敦康先生所说，通过与当代结

合，发挥其力量，进而如洪汉鼎先生所说，

揭示其未来的意义，畅明其价值“不是放在

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

人人都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

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

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

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

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

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之关键在融传统

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

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

的洞见。倘能做到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

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地植入人的

心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

每个人都有仅属于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

自己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

受用，觉得智性浚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

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

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

“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

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所有这种理解

最终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诉人阅读经典

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进

而，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

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

到，伴随着经典阅读与理解的完成，自己

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

最后要强调的是，传统经典需在历史

流程中呈现，更需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

的眼光的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

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究问与质

疑，甚至主要就是究问与质疑。只有以批

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因自

己的阅读而延续，而增值。犹忆鲁迅在拒

绝“青年必读书”征文启事时说的话：自己

看中国书“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

开”，不如读外国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

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

多是“僵尸的乐观”，不如外国书即使颓唐

厌世，“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中每

一句都砭骨诛心，堪称传统经典最精准的

判词。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切记对此

须有周彻的了解，然后予以辩证的确认。

只有这样，才能因无知而增知，由知识人跃

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

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

而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的题中应

有之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

这样的现象，无知者最无畏，无知者

最自负。无知者就是那些固执己见

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越是这样的

人，越是沉浸在自我迷信之中，觉得

自己全知全能，没有自己不懂的、没

有自己不会的，世界就在自己的掌

控之中。当别人的想法或者行为与

他相左的时候，他不仅会轻易地加

以否定，而且还会愤怒地执拗地将

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你的头上，不达

目的不罢休。

人的自负往往和认知来源的多

少、格局的大小、水平的高低成反比，

信息来源越少、眼界胸襟越小，认知

水平越低，自负反而越强。古人早就

注意到这一点。在《庄子 · 秋水》篇

里，庄子用他夸张的文学手法，描绘

了两个经典画面，一个是“埳井之

鼃”，一个是“河伯观海”。“埳井之鼃”

就是“井底之蛙”成语的来源，“埳井

之鼃”虽然生活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

间，“东海之鳖”在这口小井里面连一

只脚都转不过来，但青蛙却认为这就

是全部的世界，所以得意地享受着

“埳井之乐”，完全无法想象“千里之

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

极其深”的东海之广大。“河伯观海”

就是“望洋兴叹”成语的来源，与“埳

井之鼃”相比，“河伯”作为黄河之神

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当秋水泛起，黄

河汪洋恣肆的时候，“河伯”洋洋自

得，“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到

了北海，见识到北海的辽阔，才不得

不望洋兴叹，意识到“‘闻道百，以为

莫己若’者”，指的正是自己这种浅薄

之人。对此，庄子借助北海之神说了

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井蛙不

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

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

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虚”指的是有

限的空间，“时”指的是有限的时间，

“教”指的是有限的教育。这说的是

和意识不到自己狭隘的人是无法对

话的。在《秋水》这里，大海是无穷之

道的象征，而“埳井之鼃”与“河伯”则

是无知者的象征。唐代韩愈在《原

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坐井而观

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天地、宇宙

的无限、无穷、无尽、无涯，远远超出

了人的认知和想象，人生最长也不过

百年，受到时空极大限制的人类，却

要宣称自己的见识唯一正确，岂不是

大言不惭？

在中国古代，对人的有限性有最

清醒认识者是道家，道家一方面不遗

余力地揭示人的渺小，讥讽无知者的

可笑，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时空的

局限，张开想象的翅膀，不要让自己

做一个无知者。道家发现社会上之

所以充斥着是非之争，都觉得自己才

是唯一正确的，都想把意志强加给对

方，就是因为人类往往处于自我封闭

的、自以为是的状态。因此出路在于

建立开放的心灵，进入逍遥的境界，

而这一切建立在对于“道”的认知上。

“道”究竟是什么，从老子开始，

道家从来没有给过明确的答案，反而

不停地告诉人们，道“不可言”“不可

名”，作为在背后引导世界运行的原

理与法则，道就像“埳井之鼃”与“河

伯”看到的大海，其广大、深远、神秘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普通人无法在

有限的时空、凭借有限的感觉、经验、

知识去认识和把握。因此如老子所

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接近“道”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意识到

自己浅薄的过程，越是有智慧的人，

越是懂得自己的无知。对此古希腊

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同感，他说：“一个

人知道自己无知，这本身就是一种知

识”。因此一个人如果无知到一定的

程度，那他就已经无法意识到自己的

无知了。老子也说“上士闻道，勤而

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

士”指有最高智慧的人，他们努力地

践行“道”的原理；“中士”指占社会大

多数的普通人，他们对于“道”的存在

半信半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下

士”即最愚蠢的人反而有着最高的自

负，他们放肆地嘲笑“道”的存在。“俗

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

闷闷。”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看上去很

精明很能掌控一切，体道得道的人反

而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越是明白

自己无知的人，对他人越尊重、对外

界越好奇。

老子、庄子告诉我们，你所看到

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你对

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多是狭隘的、错误

的，所以我们对于未知的世界要保持

敬畏。如果无知者是一个普通人，那

么这种狭隘的、错误的认知只会害了

自己，但如果无知者是一位领导人，

那么受害的就是苍生。毫无疑问，

《道德经》是写给领导者看的，所以，

老子反反复复地强调“无为”“不言”

“不争”的重要性。“无为”不是不为，

而是不妄为，一个领导者如何避免因

为自己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最好

的办法就是克制随意而为的冲动，而

给下属、百姓腾出活跃的空间，尽量

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言”

就是懂得沉默的重要，“知之者弗言，

言之者弗知”，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正

是无知的写照。“不争”就是谦逊的表

现、虚空的心灵、宽容的胸怀。

老子反复强调谦逊的重要，《道

德经》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

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

非以贱为本耶？”所谓“以贱为本”，

就是领导者想要保持尊贵的地位，

必须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比

别人卑贱，甚至用普通人不喜欢的

词汇，如“孤”“寡”“不谷”（不善）来

称呼自己，从而换取别人对你的同

情和帮助。

老子反复强调虚空的重要，无知

者之所以自负，就是在于自以为是，

把自己的心灵塞得满满的，不让新的

东西进去。《道德经》告诉我们，健康

的心灵就是虚空的心灵，所以要“致

虚极，守静笃”，虚怀若谷、宁静致

远。天地为什么能生万物，老子说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天地之间就像一个管状

的物体，里面是个虚空，当这个虚空

动起来的时候，万物就源源不断地产

生出来了。后来道家所推崇的“心

斋”“坐忘”等心灵修炼术，就是要打

造一个自由、活跃而不闭塞、不固执

的心灵。心胸越宽广、世界越精彩。

老子反复强调宽容的重要，宽

容就是对世界的好奇和欣赏、对差

异性的接纳、对反对者的容忍。老

子反复述说水的好处，说水能以柔

克刚、说水甘居卑下的地方、说江海

无差别地接受一切细流，所以才成就

了江海。不自大者才能成就其大，“以

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世界

的精彩来自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最

高明的领导人懂得尊重不同的文化

价值，能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

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

物，故无弃物。”

总之，无知者最自负，得道者最

谦逊，一个懂得自己无知的人才能建

立真正的自信。由于无知导致的自

我膨胀，对他者的不宽容、不同情、不

体谅，是人类的顽疾，2500年前的老

子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自

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自见者”“自是者”“自

伐者”“自矜者”就是种种因为无知而

自负自大的人。到了科技发达的今

天，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别说是人类，

就连地球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

尘，但因固执己见而自负自大，不愿

打开胸怀、抛弃成见的人依旧难以绝

迹。看来这种心理疾病的治疗任重

道远，老子的箴言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

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子

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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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一套重要图书是

陈引驰教授主编的“中华经典通识”丛书，

读了其中刘强教授所写《〈世说新语〉通

识》，有些感想。

刘强为国内知名《世说新语》研究专家，

由他倡导的“世说学”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产

生了重大影响，是学界《世说新语》研究的重

要收获。由他操觚撰写这本书可谓正当其

人。这套丛书的定位是把中华传统经典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推荐给社会普通读者，其中

包含两个方面要点：一是需要有对于某部中

华传统经典的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含金量的

内容交代，二是需要有适合社会上普通读者

阅读学习的文字风格。这两个方面应该说

这本书都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内容知识传授的角度看，《世说新

语》其书包罗万象，有“中古文化百科全书”

之誉。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看，在研究魏

晋时期的各个学科领域学术论著中，绝大

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使用援引了《世说新语》

的材料。可见其书覆盖魏晋文化范围之

广。如此广袤复杂的内容，还需要用深入

浅出的语言加以表达，确非易事。但有过

多年百家讲坛和各地书院讲演经验的刘强

对此却能够驾轻就熟，纷纭复杂的《世说》

书中内容经他妙手经营，呈现出简明有序

的结构内容。

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世说新语》是

怎么来的”，其中第一节“到底是谁写了《世

说新语》”，梳理了关于《世说新语》作者问

题的几种主要说法，并提出自己的倾向性

意见；第二节“从《世说》到《世说新语》”，介

绍《世说新语》这个书名的来历演变，正本

清源；第三节“分门别类有讲究”，系统梳理

介绍历史上《世说新语》卷次和分门方式的

演变过程。第二章“《世说新语》的编撰艺

术”，其中第一节“‘人之书’与‘分类学’”，

概括介绍《世说新语》其书以分门别类方式

搭建的人字大厦；第二节“‘关系网’与‘故

事链’”，梳理分析《世说新语》表面零散的

故事背后，由时间纵线和门类横线构成的

书中主要人物的“关系网”和“故事链”；第

三节“立体志人法”，介绍《世说新语》借用

并改造史传笔法中“互见之法”，形成寓评价

议论于客观描述之中的写人方法；第四节

“变史家为说家”，通过对《世说新语》取材范

围的追踪梳理，总结出其“变史家为说家”的

文体性质。第三章“‘清谈全集’的思想光

影”，第四章“‘魏晋风度’的魅力舞台”分别

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全面梳理和陈述

《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世说

新语》一书的主体内容。第五章“‘世说学’：

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则通过《世说新语》一书

的深远影响，总结“世说学”的形成。

可以说，这样的排兵布阵全面概括了

《世说新语》的精华内容所在，准确传达了

该书覆盖的魏晋文化的全面情况，对于普

及《世说新语》暨魏晋文化知识，可谓功莫

大焉。

能够将如此纷繁的内容面面俱到又如

数家珍地陈列出来，已是难能可贵。然而

该书更为成功的地方是作者能够用浅显而

通俗的语言把这些内容描述得详尽充分，

这也正是专业学者把自己的专业学养知识

形成的专业话语体系转变成为大众话语的

难点，同时也是成功之所在。比如前言的

题目“《世说新语》是本怎样的书”，如果换

成学术话语体系，很可能会变为“《世说新

语》其书”（或作者最初拟定的“书名之

谜”），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的变化，但实际上

却是面向大众还是面向象牙塔两种不同的

语用取向问题，能够看出作者在这一点上

的坚定立场和贯穿全书的风格。这应该是

该书重要的亮点。

除此之外，作者又并不满足于只是做

《世说新语》的翻刻机和传声筒，而是把自

己研究《世说新语》的重要心得汇入其中，

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和认知视角去引领读者

解读这部重要经典，在一部普及读物中展

示自己的学术个性。比如，学界对《世说新

语》乃至魏晋风度玄学思想文化渊源的解

读，尽管也基本认同哲学界公认的融合儒

道两家思想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多

从老庄思想角度切入，强调魏晋玄学与风

度中偏重老庄出世隐逸思想的一面来解

读。而刘强则另辟蹊径，特别注重从《世说

新语》与《论语》思想的联系和比较中去解

读认识魏晋文化内涵，从而体现其“双语”

体系。这无论是在《世说新语》的学术研究

语境，还是在普及介绍的读物中，都可以说

是独树一帜的。再比如，尽管《世说新语》

书中没有收录陶渊明本人的故事，但作者

在解读魏晋名士的很多行为方式时，每每

将饮酒、隐逸等各种风流表现与陶渊明相

联系。这些源自于作者对于二者关系的一

个基本理解：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

者。这些充满学术个性的见解表述镶嵌于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故事的一般叙述

中，更加显得虚实相间，错落有致，给人以

灵动腾挪的动态美感。这又是该书另一成

功之处。

尽管如此，如果从追求完美乃至求全

责备的角度看，我感觉该书还是有一些可

以提升和充实的空间。

比如，《世说新语》能够被称为“中古文

化的百科全书”，可见其所涉覆盖内容之广

博。该书涉及《世说新语》内容的部分主要

集中在清谈活动和名士生活行为两个方

面。这两个方面固然也是《世说》其书展示

魏晋风度的重要窗口，但纵观《世说新语》

全书，我个人认为还有相当程度的可补充

空间。比如，与清谈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

人物品藻活动。人物品藻活动不仅对汉魏

以来的人才选拔起到过决定性作用，而且

对中国文学艺术批评的鉴赏传统建构形成

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宗白华先生

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

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

的评赏。”《世说新语》不但专设“品藻”门

类，其他门类中也有许多与人物品藻相关

的内容。如此重要的内容被忽略掉，不能

不说是一个缺憾。

还有，《世说新语》记事上自汉末，下至

东晋末，长达三百余年。此间社会环境和

文化潮流都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意味

着，《世说新语》其书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

内容，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平板二维图，而

是一个充满流动轨迹的动态四维图。理解

这一点，并将其贯彻在《世说新语》的解读

分析中，也十分必要。仍旧以人物品藻为

例，不同时段的品藻评价标准不同。汉代

号称以孝治天下，将品德作为人物品藻的

最高标准；而当人物品藻失去其选拔人才

的实际功用后，其评价标准便逐渐向审美

性方面转化。这些情况在《世说新语》中都

有非常充分而精彩的记录。如果能够把握

住这些规律特点再来解读诠释《世说新语》

和魏晋风度，尤其是将此深奥的理论问题

继续化为深入浅出的话语表达出来，庶几

会更加立体，更加入木三分。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通俗而灵动地呈现一部“中古文化百科全书”

■ 宁稼雨

——刘强《〈世说新语〉通识》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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