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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董上德：详解《世说新语》，为“魏晋风度”去掉滤镜

今年 5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山大学中文系
教授董上德的新作《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以《世说新
语》原文为基础，对其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进行了全
新编排后的详解。

2022 年南国书香节期间，董上德教授在广州新华
书店（北京路店）举办了《“知人论世”的当代意义——
读懂<世说新语>的新途径》分享会。

完整“打捞”
每个人物的故事

《世 说 新 语》是 一 部 跨 越
1500多年的经典之作，很多名人
都是这部书的粉丝。鲁迅就曾
赞叹，《世说新语》可以看作一部
名士的教科书，他还为此写过一
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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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部满满光环的《世说
新语》，阅读起来其实有一定难
度。首先，文言文夹杂魏晋口语
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其中的名
物、制度与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有
隔阂。其次，《世说新语》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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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书《世说新语别裁详
解》中，是尝试以人物为线索，展
示一幅魏晋名士图鉴，着力塑造
魏晋士人群像。由人及史，呈现
出 27位名士在黑暗政治下的生
存状态与艰难抉择。所谓“别
裁”，我是以《世说新语》原文基
础，但依照东晋袁宏《名士传》的
编写体例，以人物为单位，把每
个人物的故事从书中“打捞”出
来，集中在一起，向读者提供一
个能够把每一个人物一次看清
楚、读完整的带有传记意味的文

本。编排的方式从袁宏而来，创
意是他的，具体的选择和解释是
我的。

“知人论世”是一把钥匙

要读懂《世说新语》，“知人
论世”是一把钥匙。如果孤立地
看某个人的单个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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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可去掉魏晋“名
士风流”的滤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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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眼中的魏晋名士：
喝酒、醉酒、嗑药、敷粉、弹琴、
长啸、清谈……但是用整体的
眼光去看，你会发现这些历史
上真实的魏晋名士，其实也会

“选边站”——站曹魏还是站司
马晋朝，有时是因为正义，有时
则因为亲缘关系；会拼演技，行
为艺术有时候是装疯卖傻为政
治避祸，有时候是为博出位积
累名声入仕；还会以貌取人，颜
即正义，例如才貌双全、“竹林
七贤”之一的嵇康就圈粉无数，
连 政 敌 钟 会 也 一 度 是 他 的 粉
丝。

魏晋名士行为艺术的背后

也包含了政治因素：嵇康不与
司马氏同流合污，一方面是忠
于正统，另一方面，也因他是
曹 操 的 孙 女 婿 。 山 涛 的 表 姑
是司马懿的妻子，山涛管司马
懿叫表姑父。看清楚了这个，
你就会发现“竹林七贤”中的
嵇康那篇闹得沸沸扬扬的《与
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是在高
调“作秀”，内中实情是嵇康与
山涛关系甚笃，嵇康深知山涛
心胸宽广，不会与之计较。后
来嵇康就义，死前即托孤于山
涛 ，而 山 涛 日 后 果 然 不 负 所
托，极力扶持嵇康之子嵇绍出
仕。

《世说新语》其实
充满反思

作者刘义庆写《世说新语》，
书中有关谢灵运的故事仅有一
则，而且是负面的（见言语门第
一〇八则，讲谢灵运的举止很造
作）。

而若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
谢玄、谢安乃至于王导、王衍等，
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而王
导、王衍等又与“竹林七贤”、正
始名士等精神相通，“善于清谈”
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签。据《宋
书·谢灵运传》，谢灵运“性奢豪，
车服鲜丽”，这与谢玄讲究服饰
是近似的；他喜欢“肆意游遨”，
这与谢安的“东山之乐”近似；他
对于公务粗枝大叶，无所用心，

这与大大咧咧的谢万（谢 安 之
弟）也相似……《世说新语》里谢
氏家族的类似故事也甚多。

谢灵运的轻浮性格很不利
于他的仕途发展，他是被朝廷
控制使用的。刘宋政权，尤其
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
的问题上极有保留。而刘义庆
对谢灵运的否定态度，使我们
得以管中窥豹，重新审视其编
写心态。可以说，刘义庆对于

“魏晋风流”是时刻在反思着
的，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
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
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这是一
部充满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
着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这也
是我在介绍《世说新语》的成
书背景和编写心态时最想揭示
的一点。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暑假即将结束，
“神兽”们也将归笼。

这个暑假天气炎
热，南粤大地上涌现出
各式各样的夏令营及
交 流 研 学 项 目 更
“热”——尤其是承载
着岭南非遗、人文、历
史等多种文化元素的
一批暑期活动，在文化
及教育机构的精心设
计下，让学业“减负”的
孩子们度过了充实难
忘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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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20日，广州市
教育局“2022 年广州市中小
学劳动实践体验活动暨天人
山水稻田丰收节”举办。来
自广州市多所中小学的学生
们，拿起镰刀，体验割禾、脱
谷，学习制作“稻草人”，在田
野里感受“丰收”的喜悦。

本次劳动实践体验活
动，学生们除了可以体验农
耕劳动，还参与了手工劳作
缝制香包工艺的体验；了解
各类中草药的知识；在“蕨
不放弃”植物探秘活动中，
了解最古老的陆生植物。

链
接

8月 7日-15日，“我
是小粤迷——首届广东
省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
广州举办。该夏令营由
广东粤剧院、广州市船说
少儿文化基金会共同主
办，其特色之一就是“要
选拔才能参加的粤剧夏
令营”。

历时一个月，前来报
名的全省 200 多名青少
年经过了简历筛选，并结
合面试——主办方需要
挑选粤语水平、音准较
好，诵读能力、身体协调
性较高的孩子，以确认他
们能在 7 天营期内完成
粤剧快闪《满江红》、粤
曲唱段、身段课程的学习
和展示……层层过关，最
终有40名9至12岁的孩
子脱颖而出，被确定为

“首届广东省青少年粤剧
夏令营”的营员。考虑到
粤剧的生、旦行当，男女
生各占一半。

粤剧名家、广东粤剧
院院长曾小敏介绍，为了
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接
触、学习、领略粤剧艺术
的魅力，这个夏令营专门
开设了粤剧表演课程，让
营员与粤剧名家近距离
接触，直接受教。此外，
夏令营还开设剪纸、书
法、茶艺、“粤语讲古”等

非遗文化课程，组织营员
观看粤剧电影《白蛇传·
情》、参加夏令营征文比
赛等活动，趣味多多。

8月10日，广东粤剧
院一级演员岑海雁、黄春
强到营地现场上课，对孩
子们的身段、动作，甚至
眼神进行细致的讲解，还
专门指导他们的结营汇
报演出节目。课余，小营
员们不忘“追星”——追
着粤剧名家要签名，气氛
热烈。

在记者到营地探访
时，夏令营导师、戏曲表
演副教授黄燕告诉记者，
孩子们学习了男女各自
的小调唱段《春日郊游》
《喜登长城》、基本功组
合、身段组合；还排练了
粤剧唱段《满江红》。“孩
子们学得非常认真，兴致
勃勃。”黄燕对孩子们的
表现甚是满意。

“无论是从粤剧的传
承，还是从丰富孩子们的
暑期生活来讲，粤剧夏令
营都特别有意义。”张晋
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粤剧要让孩子们感受
到魅力，最好是耳濡目
染，有一种环境的熏陶，
这个夏令营正好给了他
们“沉浸式”体验的绝佳
机会。

在 8 月 15 日进行的
粤剧夏令营汇报展演中，
小营员们表演了刚硬有
力、英气逼人的军体拳；
小曲《春日郊游》《喜登
长城》作为唱功课堂汇
报，曲调欢快，朗朗上
口；基本功课堂汇报则包
含了粤剧水袖、把子、毯
子、地面组合等系列内
容，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粤剧折子戏片段《小放
牛》《宝莲灯·沉香练武》
《红娘递柬》《白水滩》，
有文有武，精彩不断。

最后的粤剧快闪《满
江红》节目，小营员们以
岳飞的《满江红》为词，
配合粤剧折扇等身段组
合进行展示，展现了岳飞
精忠报国、一腔热血的英
雄气概，获得满场掌声。

曾小敏告诉记者，本
次粤剧夏令营也让人看
到了不少有潜力的好苗
子，有粤剧基础的孩子在

表演水平方面有明显提
高。

“首届青少年粤剧夏
令营的效果可以说超出
我们的预期。”广州市船
说少儿文化基金会理事
长关茵妮表示，接下来该
基金会将以“我是小粤
迷”作为品牌继续开展系
列慈善活动，为传统文化
的发展埋下种子。

优秀营员代表曾宝
谊、叶睿洋表示，9 天充
实快乐的夏令营生活给
了他们别致的体验，对粤
剧、对广府文化有了更深
一层认识，也更加热爱粤
剧了。

“粤剧夏令营，是个
边学边玩的夏令营。”小
营员张沥行的妈妈邹女
士认为，“同时，我们觉
得孩子也在其中收获了
知识和珍贵的友谊、难忘
的回忆，感受到岭南风
情，十分难得。”

特色：
几经考核选出40名营员

收获：
发现有潜力的好苗子

7 月 -8 月 ，广 州 博
物馆在镇海楼分别开展
了五期面向小学与中学
的“营建·镇海楼”研学
课 程 。 课 程 动 静 结 合 ，
专 业 的 古 建 专 家 、建 筑
史教师来给孩子们上文
化课、测绘课与搭建课，
让学员在镇海楼的真实
情 境 中 ，学 习 古 建 筑 测
绘、搭建的基本技能，还
实地完成柱础、外栏杆、
门 窗 、圆 拱 门 的 局 部 测
绘工作，绘制测绘图，并

亲手搭建建筑模型。
活动以镇海楼这个

岭南文化坐标为“点”，串
联出岭南建筑的“线”，乃
至扩展成中华传统古建
筑的“面”，让学生们眼界
大开。

“营建·镇海楼”研学：古建小专家上线

“志愿童行”文化艺术公益夏令营：
打卡四大文化场馆

2022“志愿童行”文化艺
术公益夏令营于7月30日-8
月7日举办。本届夏令营由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总
队主办，广东省文化馆、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博
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广
东美术馆共同承办。

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

“探秘南粤”“粤读历史”“感
受艺术”“体验粤俗”四大主
题开展，精心制作了研学手
册，推出了“集章打卡”趣味
活动，内容和形式丰富多
样。50 名学员到广东省四
大文化场馆打卡，领略岭南
历史风貌，感受文化艺术魅
力，感悟红色革命精神，收
获满满。

“小候鸟”传统文化夏令营：
加深对广州的文化认同

7 月 26 日-30 日，2022
年广州市文化馆“小候鸟”
传统文化夏令营举行。在
为期 5 天的行程里，来自各
地的“小候鸟”们深度体验
了岭南传统文化，包括：参
观并体验广作硬木家具；包
制广式点心——广式烧卖，
体验广州特色的饮茶文化；
了解岭南花道，创作插花艺
术作品；领略岭南艺术瑰宝

粤剧，以及非遗项目古琴艺
术（岭南派）的独特魅力。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丰富多元的传
统文化课程体系，带领“小
候鸟”们游历广州、读懂广
州；希望通过身临其境的实
践活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
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进一步
提升“小候鸟”们对广州的
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中小学劳动实践体验活动：
割禾脱谷感受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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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纳（资料图片）

董上德 秦颖 摄

广东将设一批非遗工坊

广东省多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非遗工坊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的通知》，部署开
展非遗工坊建设工作。

该《通知》明确，将以传
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
为重点，依托各类非遗代表性
项目，在广东省内各县（市、
区）设立一批特色鲜明、示范
带动作用明显的非遗工坊，帮
助本地区人群学习传统技艺、
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带动当地
人群就地就近就业，提高内生
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南国书香节首设
27个乡村分会场

南国书香节持续铺开。
今年书香节走向广袤的乡村
大地，在全省10个地市首次
设立27个乡村分会场，并在
博罗、肇庆、兴宁、开平精心
打造四个各具特色的乡村分
会场示范点。

乡村分会场把“送文化”
和“种文化”有机融合，充实
当地“文化粮仓”，照见乡村
文化振兴的广阔图景。

蔡东短篇小说获“鲁奖”

8 月 25 日，第八届鲁迅
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
获奖作品名单。广东作家
蔡东的《月光下》荣获短篇
小说奖。

蔡东现居深圳，此前还
曾以作品《星辰书》荣获羊城
晚报 2020 花地文学榜新锐
文学年度作家。

“青绿大展”
江南对话岭南

8 月 23 日，由广州艺术
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主办
的《青绿调成见天工——山
水画色彩研究展》在广州艺
术博物院展出，呈现岭南珍
藏青绿山水画历代佳作。

两馆精选馆藏 40 余件
套明清时期青绿山水画，包
括以文徵明等为代表的东南
江浙一带画坛主流地区的青
绿山水画，还有明清时期逐
渐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岭南
青绿山水画。展览还邀请了
王绍强、林于思等九位当代
艺术家参展。

全国91%博物馆
已免费开放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饶权在有关发布会上透
露，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
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美术馆和 91%的博物
馆已实行免费开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
物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工程、“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深入实
施。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
工作成果丰硕，1800 余件
（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2021年诺奖作家
古尔纳作品整体引进

8 月 25 日起，2021 年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
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
尔纳的作品中译本第一辑 5
部代表作——《天堂》《来世》
《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
《海边》开启预售。

2021 年，古尔纳因“对
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
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
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
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
洞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此次为其作品首度整体引
进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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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带领营员实地测绘

孩子们在享受劳动的乐趣

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汇报表演 薛才焕 摄

2022“志愿童行”文化艺术公益夏
令营现场，学员学习广彩绘制

青少年粤剧
夏令营的小营员
们在学习

梁彦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