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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学者曹旭、胡晓明、鲍鹏山鼎力推荐继，《世说新语》今读，人物篇之后，人文学者刘强博士『
经典今读』系列之第三部全新面世魏晋风度，流光溢彩，王谢家事，千古美谈，被鲁迅先生称为『名
士底教 科书』、冯友兰先生誉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传世经典《世说新语》，令无数文人墨客心摩
手追，百读不厌。
这部书的字里行间到底埋藏着什么玄机，竟然让历代文人如此着迷，那些风流人物的嘉言懿行背后，
又有多少下易觉察的政治烟云和心灵密码。
可供忙碌焦虑的现代人借鉴取资，且看《世说新语》专家刘强先生如何透过经典掌故与风俗，精彩评
说『魏晋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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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强，笔名留白，别号有竹居主人，1970年10月生于河南正阳。
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
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长期从事《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研究，发表论文近30篇。
兼事随笔杂文写作与现当代文化批评，致力于打破学术壁垒的”两栖化写作”及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
解读与传播，在《读书》、《随笔》、《书屋》、《天涯》、《书城》、《文景》、《社会学家茶座
》等刊物发表各类文字百余篇，出版专著《世说新语会评》、  《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古诗今读》等。
最近两年，应安徽电视台邀请主讲《世说新语》典故系列，应广西电视台邀请主讲古典爱情诗20集，
深受观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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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典故篇　01　雪夜访戴  一个人的乌托邦　02　仲举礼贤　秋波频传儒道问　03　叔度汪汪　神龙见首
不见尾　04　难兄难弟　有其父必有其子　05　管宁割席　阳关道与独木桥　06　小时了了　焉知来
者不如今？
　07　床头捉刀　假作真时真亦假　08　契若金兰　向死而生的友谊　09　刘伶病酒　我醉了，因为
我寂寞　10　情钟我辈　龙种跳蚤集一身　11　看杀卫玠　史上最美死亡事件　12　东床坦腹　婚姻
的傲慢与偏见风俗篇　13　美容之风　『神超形越』的梦　14　服药之风　无『毒』不丈夫　15　饮
酒之风　存在与虚无　16　清谈之风　道可道，非常道　17　汰侈之风　暴发户与败家子　18　嘲戏
之风　语不『损』人死不休　19　艺术之风　『传神阿堵』分外明　20　隐逸之风　『人间蒸发』为
哪般？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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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典故篇　　01　雪夜访戴　一个人的乌托邦　　1　　“雪夜访戴”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篇。
“任诞”，顾名思义，即任达放诞之意，这一篇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的出格行为和奇谈怪论，是该书
最具“看点”的一篇；而“雪夜访戴”又是《世说新语》中那一系列琳琅珠玉般的典故中最耀眼的明
珠。
　　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子猷。
　　王子猷（3387-386），字徽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子。
此人既无绝世之才，亦无丰功伟绩，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似乎古人所追求的“三不朽”——立
德、立功、立言——他一个都沾不上边儿。
但他也自有他的强项，那就是出身名门，血统高贵。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
　　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在东晋显赫无比的王导、谢安家族，而相比之下，河南陈郡的谢氏还
是“新出门户”，远不如山东琅邪王氏根深叶茂。
　　东晋政治是典型的门阀政治，豪门大族轮流把持朝政，皇帝常常沦为傀儡。
所以当时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意思是，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山
东琅邪王氏，能和司马氏皇族分庭抗礼，共同掌管天下。
王子猷是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其二》）的东晋，出身东晋第一豪门的他，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无论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甚至仕途经济，都享受着常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和优遇。
　　这样的贵族子弟，如果不学好，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就会成为所谓“纨绔子弟”。
《论语·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张说的一句话：　　执德不弘。
信道不笃，焉能为有？
焉能为无？
　　意思是：拥有仁德而不发扬，信仰道义而不忠诚，这样的人，有他、没他一个样。
“有他、没他一个样”，很像是西方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
像王子猷这种出身名门、却又胸无大志的人，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零余者”，也就是“多余人”
。
但是且慢，正是这个王子猷，却用他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书写了一个人间神话。
他的神话不属于道德，而关乎审美；无关于政治，而与艺术相联。
我们甚至可以说，王子猷是一个靠特立独行而暴得大名的“行为艺术家”。
　　2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王子猷是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他的许多行为都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有一次，他偶然到别人的空宅院里暂住一段时间，人刚到宅子，便令家人种竹子。
有人不解地问：“暂住，何烦耳？
”——只是暂时住住。
何必这么麻烦呢？
王子猷打着口哨歌吟了好久，才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
（《世说新语·任诞》46，下引不再注书名，仅注篇目及序号）后来的文人大多有种竹的雅好，应该
就是拜王子猷所赐，可以说，王子猷是竹子的古今第一“形象代言人”。
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有首《种竹斋》诗，前四句云：　　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
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
　　苏轼也有一首《于潜僧绿筠轩》诗云：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今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种风流吾最爱>>

　　关于竹子，王子猷还有件事也很“另类”。
《世说新语》有一门名为《简傲》，即“简慢高傲”之意。
其中一条记载说，王子猷某日出行经过吴中（今江苏吴县一带），看到一户士大夫人家庭院中种有好
竹，便径自闯了进去，旁若无人地欣赏起来。
主人素知王子猷爱竹，早已洒扫厅堂预备款待，不曾想子猷赏竹完毕，竟招呼也不打就要扬长而去。
主人也不含糊，当即命家人关好院门，实行“全家戒严”，执意留客。
本就落拓不羁的王子猷对主人的这一招很是欣赏，于是“乃留坐，尽欢而去”（《简傲》16）。
　　故事看似搞笑，其实大有深意，说明在王子猷眼里，对于自然物如修竹的纯粹的审美，其重要性
远在世俗的人际关系之上。
由此可见，王子猷爱竹，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爱到近乎痴迷的程度了。
后来，唐代大诗人王维在一首诗中，化用此典说：“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
”好一个“看竹何须问主人”！
这是一种只有晋人才有的超然物外的自由精神！
试想，竹子之为物，生于天地之间，本属于自然和造化，如果主人不懂得欣赏，竹子种得再多也形同
虚设，反过来，如果路人懂得欣赏，路人岂不就是主人？
　　还有一次，王子猷应召赴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所乘之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从岸上
过，王与之并不相识，船上一位客人道：“此人就桓野王。
”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一字野王。
谯国锤县（今安徽濉溪县）人，桓景之子。
淝水之战中，桓伊与谢玄、谢石带领北府兵迎战，大败前秦军队。
桓伊以军功封为永修县侯（今属江西），进号右军将军。
　　桓伊不仅会打仗，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音乐家，尤其擅长吹笛。
《世说新语·任诞》篇42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
’谢公闻之，日：‘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清歌，就是声调悲婉凄美的挽歌。
桓伊每次听到清歌就大叫“怎么办啊”，感伤到了极点，说明他不仅对音乐有着极高的领悟力，而且
十分重情，所以谢安说他“一往有深情”。
成语“一往情深”盖由此而来。
　　且说王子猷听说岸上之人竟是桓伊，便命人到岸上对桓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桓伊此时已是高官显宦，但他素知子猷之名，对如此唐突的邀请也不在意，当即下车登船，坐在胡
床上，拿出笛子就吹，笛声清越，高妙绝伦。
据说他吹的曲子就是著名的“梅花三弄”。
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人。
整个过程，“客主未交一言”（《任诞》49）。
用今天的话说，这两人的做派，简直“酷毙”了！
他们不以世俗的繁文缛节为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悠扬的笛声之中，这样的审美人生，怕也只有晋人
才纯然独具！
晚唐诗人杜牧《润州二首，其一》追缅此事云：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还是在《简傲》篇，另有两条记载了王子猷的从政经历。
其中一条说，王子猷曾在车骑将军桓冲（328-384）的幕府中担任骑兵参军一职。
这个官主要是管理马匹的喂养、供给之事，有点像孙悟空曾做过的“弼马温”。
但王子猷这个官实在做得潇洒，整天蓬首散带，游手好闲，不问正事。
有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部门任职啊？
”　　王回答：“不知在哪个部门。
不过，时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大概是马槽吧。
”　　桓冲又问：“那官府里有多少匹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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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猷应声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这个“不问马”是有出处的。
《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
’不问马”说马厩失火，孔子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
”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
这里，王子猷十分机智地引用这个典故，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有多少呢？
”真是令人绝倒！
　　桓冲也真不识趣，又问：“马近来死了多少？
”　　这一回，王子猷回答得更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
’”（《简傲》11）　　这话出自《论语·先进》篇。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死”，而一向关注现实、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就回答了这六个
字，意思是：对生存的意义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亡呢？
王子猷引用得恰到好处，不过意思发生了改变，变成：“活马有多少我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马的
数目呢？
”言下之意，你这个做领导的，真是“拎不清”！
　　大概桓冲对他这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态度很不满，又找了个机会提醒他说：“你在我的幕
府很久了，近来也该为我料理事情了。
”可王子猷呢？
却充耳不闻，没事人似的，只是看着高高的远山，用手扳着脸颊说：“西山的早晨，空气真是清爽啊
！
”（《简傲》13）这真是标准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3　　这就是王子猷。
用尸位素餐、玩世不恭、目中无人来形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尽管如此，王子猷还是做到了黄门侍郎，但他很快就辞官归隐了。
“雪夜访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隐居山阴的时候。
山阴，即今天浙江的绍兴。
这则故事语言很漂亮，不妨分开来读：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幅画面：午夜的山阴，大雪纷飞，万籁俱寂，远山也好，近水也罢，一派银
装素裹，景色真是美极了！
那个叫王子猷的公子哥儿夜半醒来，再也无法入睡，百无聊赖之间，缓步踱到前庭，打开房门，一股
寒风随即扑了进来。
王子猷打了个激灵，信步穿过回廊，来到室外。
站在雪地里，四望皎然，不禁意荡神摇。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王子猷深呼了一口夜气，朗声说道：“拿酒来！
”　　“命酌酒”三个字，其实不简单。
它一上来就把“魏晋风度”和我们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
什么是名士？
根据晋人王孝伯（王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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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诞》53）　　名士不一定要有什么奇才，只要经常闲着没事，能够痛饮酒，而且熟读《离骚》
，便可以称得上“名士”了！
换句话说，名士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有闲，有钱，还要有文化。
如果这是个选择题，答案是全选，三选一或三选二，都算错。
所以，后人羡慕晋人的风度，争相效法，却不免东施效颦之弊。
为什么？
就是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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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吧，“拿酒来”这句话，我们在饭店酒家经常听到，可你试试，三更半夜在家里也这么吆喝一
嗓子，看看有什么效果？
我敢说，不仅酒喝不成，没准儿还会招来一阵痛骂，老婆会说：你以为你谁啊！
想喝酒，没门儿！
　　然而那是东晋，而且是在王子猷的家。
我们今天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王子猷早已安之若素。
不一会儿，上好的佳酿——温得恰到好处——已经端上备好的小酒桌，小菜和点心想必也都错落有致
地摆放完毕。
佣人们打着呵欠下去了，苍穹之下，雪色之中，只剩下一个叫做王子猷的人。
再看接下来的一段：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
　　我们继续想象：就着雪景，王子猷自斟自饮了几杯酒，越发觉得意兴飞扬，不可遏止。
此情此景，宇宙恒有而人多不知，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望着山影之中那片空蒙的水域，王子猷不由得站起身来，一边彷徨庭院，一边朗声吟诵起前朝诗人左
思的《招隐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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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强君书稿寄来的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坐在王导与谢安之间谈《世说新语》，大有
当仁不让之概。
主位上的刘义庆问身边的刘孝标：　“此何人也？
”孝标对日：　“汝南慎阳刘强也，与叔度同乡，亦臣忘年之友。
”义庆又问：　“何以都无所闻？
”孝标笑道：　“才秀人微之士古来多有，此君虽位末名卑，而雅好《世说》，前已有《世说新语会
评》问世，颇为可观，吾家书籍文章，当尽与之。
”义庆乃挥麈道：“请赐酒！
既为《世说》功臣，吾当聘为临川王记室参军。
”　　——曹旭（著名学者、诗学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写好《世说》，需有才、情、气。
历来求解人不易。
刘强君即是上佳的解人。
他将《世说》看作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一路写来，逸气飞扬，无拘无束，得其灵性之精
妙，大处用心，深切细微，更得其人性之美好；而满纸春意，又深得江南三月草长莺飞之诗意也。
《世说》诸魂，地下有知，归欤？
　　——胡晓明（著名学者、文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强先生的《世说新语今读》一书在
认真阅读并吃透原著的基础上，结合古往今来的相关历史知识和人生价值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
耙梳，并且以深入浅出而又优美散淡的表述方式呈现给社会普通读者。
因此，该书做到了科学性、知识性、普及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学术研究普及化的典范之作。
　　——宁稼雨（著名学者，《世说新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世说》易读好读，而难于深
读精读，因其简约玄远，短小零碎，不讲时空，不明本末。
刘强先生《世说新语今读》结构上总分人物、典故、风俗三篇，兼得纪传、志书与纪事本末之长，篇
下分讲，讲列小节，讲间相续，篇外相连，述论时既人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正可扬《世说》体例之
长，而补所不足。
既有辞章之美而又不离学术之根、义理之本。
再加语言，风趣，定位不凡，可让未读与已读《世说》之人都能循序渐进地对《世说》与魏晋大势作
一深入了解，并从中获取生存之智慧。
此亦堪称“智慧之书、性情之书、趣味之书”也。
　　——刘伟生（学者，《世说新语》专家、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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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典故风俗篇》：著名学者曹旭、胡晓明、鲍鹏山鼎力推
荐继，《世说新语》今读，人物篇之后，人文学者刘强博士『经典今读』系列之第三部全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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