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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详解《世说新语》
破解魏晋名士“天团”的精神世界

说《世说新语》是一部跨越1500多年的现象级经典之作并不为过，“竹林七贤”狂放不羁、魏晋名士“天团”风流天下，很多我们非常熟
悉的典故就出自其中。很多名人都是这部书的粉丝，鲁迅先生就曾赞叹，可以把《世说新语》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他甚至还写了

一篇有名的书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大翻译家傅雷给傅聪写信说：“《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化风
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在当下，《世说新语》也有多种版本面世，是市场常销书。但这部光环满满的《世说新语》，阅读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文言文
是特别不好理解的，其中的名物、制度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隔阂。其次，《世说新语》写作是碎片化的，每一则故事都是简单的片段，但它的背
景又往往很复杂。如果没有了解一定的历史背景，理解起来还是比较费力的。

2022年6月，董上德教授将自己多年在大学课堂讲解《世说新语》的讲义精华结集，以《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之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7月2日，在江苏书展上，董上德来到现场，在苏州“慢书房”创始人许涛的主持下，与读者分享交流魏晋名士风流背后更丰富的内容。

考察人物完整踪迹
将原著碎片串联起来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了东
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
行与轶事，其文本性质是一部
汉魏至东晋末年名士们言行碎
片的类编（少数人物生活至刘
宋时代）。中山大学教授董上
德多年研究《世说新语》，并在
大学课堂开设十余年《世说新
语导读》，心得甚多。他提到，由
于书中内容多是“碎片”形式，
建议读者不宜抱着追连续性故
事的心态来看，因为“书中的名
士言行往往是无头无尾的，或
是零零碎碎的，更有些是‘字都
认识就是不知说什么的’。”

此外，《世说新语》共分36
个门类，一个个人物的故事散
落在不同的门类之中，检读不
易，读起来很跳跃，难以形成关
于某个人物的“整体印象”。为

了帮助读者更好读懂，董上德教
授在自己的《世说新语别裁详
解》中 ，对《世说新语》的体例做
了新鲜的编排：以人物分章节，
将每个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
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
结合刘孝标注文的一些重要信
息，详细阐释或辨析，为每个人
物写小传。另外，对《世说新语》
的原文，董上德进行了注释、“释
读”，每一个人物全部故事之后
有“编选者言”。董上德还结合
《晋书》、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等书，以历史为骨架，以文学为
灵魂，文史结合，由人及史，试图
更深走进历史上的魏晋名士“天
团”的精神世界。

董教授还提到，如果孤立
地看书中某个人的单个故事，

有时会觉得此人颇有气质，很
显个性，然而，如果把他的故事
综合起来看，尤其是考察其一
生的出处行藏、得失成败，结论
就可能不一样了。他们的各种
故事，可以释读出不同的侧面，
有可以学习的，有值得借鉴的，
有应该引以为戒的，也有要进
一步反思的。同时，不必将书
里的人物都视为古人楷模，他
们的性格丰富复杂，雅俗兼备；
优点可谓优到极致，缺点甚至
坏到不可收拾。

魏晋名士的狂放不羁
哪些是“人设”哪些是本色？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魏晋
名士们喝酒、醉酒、弹琴、长啸、
清谈……董教授说，这确实是

魏晋名士的生活日常、性格展
露，但这里面也有行为艺术。
他特别提醒读者不要片面化地
看待或者一味推崇魏晋名士的
狂放不羁，而应该结合当时特
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来做具体、
全面的判断。魏晋是一个权力
更迭特别快的时代，也是一个
士族与皇族权力平行存在、相
互制衡的时代。同时，魏晋又
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学艺术兴
盛的时代。有的名士进行夸张
的行为艺术表演，很可能是为
了博出位积累名声入仕，有的
人以貌取人，颜即正义，有的人
则对酒很狂热……在这本书
里，董教授对此都有非常专业
又冷静的评述。

读《世说新语》，还需要对

魏晋人物、魏晋史、魏晋哲学思
想有所了解，否则未免懵懂。
如王羲之听说有人拿《兰亭集
序》和《金谷诗序》相比，又认为
王羲之和石崇不相上下，他“甚
有欣色”。我们读来是有些奇
怪的，因石崇是臭名昭著的人
物，王羲之怎会乐于与其为
伍？《世说新语别裁详解》引用
了《晋书》之石崇传，表明石崇
在晋时颇有名望，起码至王羲
之时代尚有较多正面的评价，
所以王羲之听到有人评价自己
与石崇不相上下会有喜悦之
色。这就是进入历史情境方能
解惑。这样一来，是将“世说”
结合史书来读，人物进入具体
的历史情境中去，如水草进入
水中，舒展开来，所作所为便不
再突兀。

在分享会结束之后，封面
新闻记者也采访到董教授本
人。他谈到自己阅读《世说新
语》已有数十年，每次重读都有
新的感受。在大学里给青年学
子讲授《世说新语》时，也深受
年轻人喜欢。为什么这本书拥
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能俘获
一代代读者？“这里面的原因是
多样的。但我想最主要的还
是，不管是什么时代、多大年
纪，人活于世，总难免遇到艰难
时刻。那么，《世说新语》中记
载的人物面对人生艰难的豁达
心态、灵魂自由的状态，还是能
带给一代代人不小的启发和慰
藉。”董教授说。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近年来，我国藏书票创作和
收藏之风蔚然兴起。7月2日，
在第十二届江苏书展上，主办方
特别策划了一场藏书票精品展，
希望以这种形象生动的方式彰
显阅读的魅力。封面新闻记者
在现场看到，其中有来自李敬
泽、苏童、叶兆言、格非、毕飞宇
等知名作家的藏书票。这些美
术作品风格各异，品味高雅。

据记者现场了解，这些藏
书票来自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他们邀请国内 100 余位版画
家，专门为参加2019年-2021
年三届“凤凰作者年会”的作者
量身定制。藏书票既是为人而
做，又是因书而成，蕴含着书与
人的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藏书票最早出现于 15 世

纪的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由于
早期书籍极为珍稀，这种艺术
形式最初只是皇家或少数贵族
阶层拥有。后来随着教育的普
及和出版业的发展，书籍收藏
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藏书
票亦趋于平民化并得到普及和
推广，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
展，书籍的形态不断演变，产生
了多种新的文化平台，尤其是
当今迅猛发展的网络传播方式
和多元读物形式的出现，藏书
之风略显低落。然而，藏书票
因其高雅精美、内涵丰富、独具
匠心等特点依然备受藏家青
睐，并已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出
来，成为一种特别的收藏形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苏童李敬泽的藏书票长啥样

董上德亮相《世说新语别裁详解》分享会。蒋翼鹏 摄

《世说新语别裁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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