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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
程中，魏晋南北朝是极具特殊
性的一段时期。这一阶段，政
权频繁更迭，社会格局持续变
动，政治、经济与文化都经历
着深刻的变革。正是在这样
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一种独特
的文化现象——魏晋风度逐
渐形成，展现出与其他时代截
然不同的精神风貌。而南朝
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
语》，以丰富的故事和生动的
记载，为我们保存了了解魏晋
风度最直接的资料，呈现出魏
晋风度的万千气象与鲜活图
景。

魏晋时期，国家长期处于
分裂状态，各地势力相互征
伐，战争频仍。无休止的政治
争斗，此消彼长的门阀士族的
权势角逐，激烈而又残酷。在
这样的大环境下，官宦显贵和
文人士子都陷入了充满隐患
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一方
面拥有巨额财产和大批良田，
享受着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

方面，却又时刻担心在纷乱不
安的社会动荡中失去一切，甚
至性命不保。这种矛盾的心
理，使得安逸享乐与困顿隐
忧、旷放达观与忧戚不安、贪
恋人生欢愉与害怕死亡到来
等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构
成了当时社会独特的心理状
态和精神图景，这便是后人常
常提及的魏晋风度。宗白华
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汉末魏
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
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
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
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顺着这份独特的时代脉
络深入探寻，我们会发现，若
要细致触摸魏晋风度的肌理，
洞悉当时的社会风尚、民间习
俗与精神内核，刘义庆编撰的
《世说新语》无疑是极为关键
的文化载体。《世说新语》以形
象生动的笔触、简洁优美的文
字和翔实准确的史料，分门别
类地记录了东汉末年、三国期
间、两晋时期重要人物的逸闻
轶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

士庶僧道，均在该书中有所呈
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
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潮
流风尚。该书编撰者刘义庆
深受儒家文化滋养，喜欢招贤
纳士，在当时享有美誉。《世说
新语》根据内容分类编排的 36
门中，其中上卷4门依次为“德
行”“言语”“政事”“文学”，这
无疑浸润着儒家“孔门四科”
的神韵和遗风，表明此书的思
想倾向有着尊孔崇儒的一
面。但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
表述及蔑视礼教的观点，不难
看出刘义庆和他属下的编者
们，持有与正统儒家不同的新
异见解，呈现出魏晋时期思想
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世说新语》不仅是魏晋风度
的生动载体，更在中国文学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世说新语》向来被视作中国
古代志人小说的开山之作，书
中诸多故事语言简练、描写鲜
活，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灵感
源泉与经典素材。如李白的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
说的就是王徽之夜访戴安道

的事；“吴牛喘月时，拖船
一何苦”，用了晋武帝时
有个叫满奋说的话。辛
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
炙”，借用了王恺用牛
跟人打赌的事，用
“八百里”来指代

牛。另外，“少
时了了，大
未 必 佳 ”
“ 覆 巢 之
下，复有完
卵”等，这
些 出 自
《世 说 新

语》的名言，众口流传，老少皆
知。魏晋时代是一个彰显文
化价值的历史时期，文人们多
为饱学之士，但囿于当时社会
生态和政治环境，纷纷转向务
虚空谈，我行我素、鄙视礼俗、
任意而为，注重人的内在精神
修行，追求高妙人格和高蹈气
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儒家
文化的别样展示和流露。由
于《世说新语》记载了嵇康、刘
伶等诸多名士的传奇人生，特
别是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浓墨
重彩的描绘，因而该书是研究
魏晋名士风流的极好史料。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风流
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需
四个条件，即玄心、洞见、妙
赏、深情。《世说新语》一书从

“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
饮酒”三个维度，对魏晋士人
的风流群像进行了描摹和勾
勒，展现了上层社会率真任
性、自然适意的性格和优雅脱
俗、任诞放达的风范。魏晋时
期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混乱
时代，名士们在老庄哲学中找
到了精神依归，但既不能像老
庄那样愤世嫉俗，也不敢完全
抛弃儒家道统。于是，他们巧
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教义，
把三家教义改造成适合自己
生存的清谈玄学。

透过《世说新语》的生动
记述，我们得以清晰认知：魏
晋风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独
特文化现象，具有不可复制与
超越的特质。它是魏晋文人
士子在政治权力与道德理想
碰撞下，无奈与抗争的精神写
照。以阮籍、刘伶等为代表的
魏晋名士们纵酒解忧，消解悲
情，气韵生动，挥洒自如，绽放
着至真性情，追求着诗意人

生，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
度，所以有人说魏晋风度犹如
《世说新语》中的一杯美酒，既
浓烈又温婉，既甘甜又苦涩，
酒的醇香穿越了千年却依然
令人陶醉。

时至今日，《世说新语》的
价值依然影响深远。书中《言
语》《豪爽》《德行》等篇章刻画
的人物形象，在当代社会中仍
能找到影子，这也正是其备受
后人重视的重要原因。它不
仅是记录魏晋历史的典籍，更
是一面映照人性与文化传承
的镜子，让我们得以在今昔对
照中，汲取智慧，感悟中国传
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永恒魅
力。 （刘金祥）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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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长相伴
还记得我来长沙读大学后

的第一次买书，是在湖南多家
出版社举办书市上，和几个同
学约好一同去挑书。都是新书，
都是五折，我挑来选去，最后买
了 100元与音乐有关的书，实
付50元。

当时，家里给我的生活费
并不多。弟弟在读高中，而且学
二胡专业。父亲工作之余，还要
利用晚上和周末出去做家教，
我不好找父亲多要零花钱。

我原来是否买过书，具体
在什么时候，全然记不住了，但
这一次在东方红广场买书的情
景，各种各样的宽慰，甚至哪几
本书的名字和模样，我至今记
得很清楚。我没有想到，这次买
书，竟诱发了买书瘾。我吃饭不

讲究，不买新衣服，就是生活用
品也是尽量挑实惠的。然而为
买书，我几乎走遍了长沙的大
街小巷，钻过无数个大小书店。
几年下来，寝室里的桌子上、床
底下，都是我的书箱子，就连本
来不宽的床也被书占据了三分
之一，而且码得高高的。

我读大学时很大一部分生
活费都交给了书店书摊，而买
来的书大部分是人文社科方面
的。有同学笑我，待毕业时你怎
么搬回去啊，千金散尽为买书，
总不会到最后千书散尽把家
还。

初来长沙时，我对父亲说，
毕业了就回老家。却不料为了
安置那越来越多的书，我只能
创造机会留在了长沙。毕业后，

我进入了出版社，从校对做到
编辑。这些年，我还是不停地读
书和淘书，不倦地编书和评书。

我就养成了白天上班、晚
上读书、周末淘书的习惯。读完
书，就写书评。慢慢地，我也由
当年的校书人、编书者，变成了
书评人、研究者。然而，我还是
不停地买书。

虽然那时一年有百余篇书
评见诸报端，后来一年出了四
本书评集，但这并没有给我带
来实质性的命运改变。我是为
了什么？我又得到什么？我曾多
次枕书听雨，暗问自己。我知
道，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有
了信念和坚定，有了忧乐和冷
静，当然也有了自始至终不曾
放弃的责任与选择。

二十多年过去，家里已经
让我布置成书城，偌大的书房
里四面书墙，阳台上、过道上、
地板上、客厅里，甚至连女儿书
房里也安装了两个大书架，摆
满了我美其名曰送给她的图书
礼物。妻子笑我，别人买房子是
当家，而我买房子是为了装书。

几次工作调整，总有朋友
盛情邀请我去外地发展，我也
曾被丰厚的薪金打动过。而一
想起书，我马上改口，不想挪窝
了。因为每次搬家，让搬家工人
累得气喘吁吁的，也让我清点
了十几天的，都是满满一卡车
书。

这辈子，我是无法摆脱书
了。 （向敬之）

字里行间

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出自《论语·述

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意思是，君子要向贤德的
人学习，见人之善就要虚心好
学。告诫人们要反躬自省，向上
向善，积极吸纳他人的批评和
建议，提升品德和修养。

“善”，会意字，本意为美
好，与“恶”相对，特指人的言
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说文
解字·誩部》注：“善，吉也。从誩
从羊。此与义、美同意。”用作动
词，指善于、擅长，如《卖油翁》：

“陈康肃公善射。”用作名词，指
好处，如《虽有嘉肴》：“不知其
善也。”用作形容词，指良好，如

《出师表》：“以咨诹善道。”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

八节》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子路
面对批评，反躬自省，毫不埋
怨，闻过则喜。虚心，一方面是
诚恳接受建议与批评，另一方
面是检视自己，改正错误。《大
戴礼记》有言：“君子不先人以
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
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
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
改则与之。”善不可失，恶不可
长，知错就改，也不失为善。

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文学创
作上始终保持谦恭态度，善于
接纳各种意见。其撰写《醉翁亭
记》时，采纳樵夫行文要简练的
建议，实地考察琅琊山，将文章
开头改成了“环滁皆山也”，留
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左传·
成公八年》：“从善如流，宜哉！

《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
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
矣。”恪守优良品性，方能行稳
致远，取得长足的发展。

（张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