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学科多棱镜透析小说华彩

李汉秋，第七至十届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著 名 人 文 学
家。中国 《儒林外史》 学会

（筹） 原会长。出版专书逾60
种 ， 从 其 中 有 关 《儒 林 外
史》 的 20 多种中，挑选 《儒
林外史汇校汇评 （增订典藏
版）》《吴敬梓诗传》《儒林
外史研究资料集成》《李汉秋
讲儒林》 四种组成“儒林外
史基础研究系列”。国学大师
张岱年题词：“ 《外史》《红
楼》 深解味，汉卿实甫真知
音。”2004年和2005年在全国
政协首倡清明、端午、中秋
放假，首为仁义礼智信恢复
正位，都已实现。

2021年12月27日 星期一 11编辑/郭海瑾 校对/胡颖 排版/张玮

扫
码
读
讲
坛

▲李汉秋

编者的话：

“红学”已是显学，研读
《儒 林 外 史》的 学 术 也 可 形
成“儒林学”了。著名历史学
家、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生前看
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两部李汉秋先生关于《儒林
外 史》的 书 ，并 得 知 他 还 有
相关的两部书正在出版和写
作中，便鼓励他做成一个系
列 ，并 为 之 预 题 了 总 书 名
——“儒林外史基础研究”。
30 年之后，李汉秋先生从自
己关于《儒林外史》的 20 余
种书中拈出 4 部，辑成“儒林
外 史 基 础 研 究 ”系 列 ，并 从
考 据 、义 理 、文 章 三 方 面 综
合地讲心得体会。本期讲坛
是 在“ 儒 林 外 史 基 础 研 究 ”
系列之四《李汉秋讲儒林外
史》面 世 之 际 ，邀 请 李 汉 秋
先 生 讲 述 他 研 究《儒 林 外
史》的心得。

主讲人简介：

行进中的“儒林学”
——“儒林外史基础研究”纵横谈 □主讲人：李汉秋

■

资料和考据打牢学术根基

讲 坛

■

从传统文化索解义理深味

■

国学的传统，讲究资料和考据，
这是学术的基础性工作。地基坚牢才
能盖起高楼。

40年前，1981年，筹办完纪念
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
就一头扎到北京、上海、南京、杭
州、合肥各大图书馆中。1984年上
海古籍出版社一年内出版了我的《儒
林外史研究资料》（2017 年扩充为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和《儒
林外史会校会评》（后经四次重版十
几次重印扩充为 《儒林外史汇校汇
评》，2021年又出增订典藏版）。《儒
林外史汇校汇评》包含两方面，在汇
校方面，当年我把京沪所藏的最早最
重要的几种版本和唯一的清代手抄本
放在一起逐字比勘，又收集了其他清

代版本加以校勘，澄清了该书版本史
上的一些“悬案”，理清了各种版本
沿递的轨迹，完成了一部无可替代的
汇校本；汇评方面，诚如黄岩柏、汤
书昆两教授所说，“常为人知的《儒
林外史》评点只有三种”（《宁波师
院学报》1988年第2期《李汉秋研究
儒林外史成果综评》），即：最早的
卧闲草堂本评点、齐省堂增订本评
点、天目山樵评点。经我长年的儒林
书丛探，觅得评点丰，骤增至10种
之多，新近朱泽宝副教授又发掘出

“童叶庚评批”，从而已得11种，统
收入《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增订典
藏版）中。与此同时，在人物原型、
情节素材方面的考索也有创获。
1986年，在我晋升教授之时，吴小

如先生写下这样的评语：“治红学而重
版本材料方面之人，如俞平伯、周汝
昌，都是年高德劭学有成就的专家，李
汉秋对《儒林外史》的贡献决不下于他
们之于《红楼梦》。”这些发现对于研究
《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评点沿递、
早期传播、社会影响等都有基础性的意
义。例如，综合之可知：同治、光绪
间，南汇、松江上海周边，有一个热衷
于《儒林外史》的文人群体，他们以黄
小田为先驱，以天目山樵（张文虎）为
中心，以则仙（朱昌鼎）为后劲，成员
包括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朱贡
三、杨古酝、艾补园、徐允临 （石
史）、王承基、华约渔以及金和之子金
是珠、黄小田之子黄安谨等。正是在他
们的推动下，《儒林外史》的印刷传播

跨进了近现代的门槛。
在考察了原型人物之后，我在

1982年写成、1984年出版的《儒林外
史研究资料》初版前言中就提出：“在
以作者及其亲朋为原型的杜少卿、庄绍
光、虞博士、余大先生等形象里……小
说中凡写他们及其相互之间交往的情
节，基本上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
序安排的”“忠实于原生活的顺序，使
这部分带有某种自传体小说的色彩”，
大约因为只是两万多字长前言中的一小
段，未被注意，引起研究关注的是其后
学者的相关专论。

以上二书成为“《儒林外史》副文
本”研究的重要对象，征引率很高，仅
以权威刊物 《文学遗产》 最新一期

（2021 年第 6 期） 为例，其头四篇《儒

林外史》论文无不征引我书，而且频次
甚多。专攻宋元明清文学史的北大刘勇
强教授说，这是案头必备的书。

《吴敬梓诗传》汇辑了几代学人发
掘出来的 《文木山房集》 和集外诗文
40篇，并载有吴敬梓经学著作43则。
学术研究一向讲“知人论世”，“读其
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诗歌
是发自肺腑的心灵之声，是探测作者人
格性情的第一手资料；把它们编年串联
起来，就成为吴敬梓自己以诗显现的心
态发展史，诗传就成为心传，显现心路
历程。由吴敬梓的生命状态可以乩知他
写作《儒林外史》的内在驱动力：是由
于对世态（尤其士态）的洞察，嫉深又
悯，不吐不快，激起宣泄和疗救的强烈
愿望而提笔。

鲁迅曾慨叹“《儒林外史》作者的
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
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
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鲁
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 〈丰
收〉序》）他所谓“留学生漫天塞地
以来”盖指时新的西学冲淡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重视度。《儒林外史》可视
作传统文化的形象教科书，从传统文
化解读《儒林外史》，是读懂其伟大的
关键。同理，从“文革”的思潮中苏醒过
来，恢复传统文化的正位，正确评价传
统文化，才能深入体察和读懂浸透传
统文化的《儒林外史》。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
仁》）利益基于人们对生存条件的营
求，富与贵是利益的集中表现。因应这
种营求，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
动”的体制机制。但利益驱动是把双刃
剑，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如
果调适不当，价值观会偏颇，心理会失
去平衡，造成人性的扭曲异化、人格的
分裂甚或堕落。这就要求以道义原则
来指引功利追求的目标方向，来制约
和调适功利心。这样的意旨至今都不
失其积极意义。

《儒林外史》文化思想的主干与中
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一致，是孔孟儒家思
想，其重要核心是仁义礼乐（楔子里王
冕讲仁义、高潮是泰伯祠兴礼乐），这
就要求儒者克己复礼——克制个人的
功名富贵之欲，讲究文行出处之道。

但《儒林外史》并非止于“纯儒
家”。考察吴敬梓在父逝后和1729年
滁州乡试落榜后的精神状态，他是以

“魏晋风度”的精神傲世抗俗，并将之
体现在杜少卿形象中的，这是我1981
年提交给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年学术
讨论会的论文《吴敬梓与魏晋风度》提
出的，此论已获学术界广泛认同。《〈儒
林外史〉学术档案》一书中在列举了当
代著名专家的认同后说：“关于吴敬梓
与魏晋风度及相关命题的研究，是考

察吴敬梓思想及创作的一个重要切入
点……推动了对吴敬梓思想的认识以
及对《儒林外史》蕴涵的发现与开掘。”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第
127页）

在剖析虞博士等形象时，我又觉
察作者进一步发展了“儒道互补”的人
生态度。道家和佛禅对功名富贵的态
度成为儒家克制功名富贵欲的同盟
军。儒道佛会通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现
象。我的《〈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
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一期发表后，
中国哲学史学会首任会长张岱年教授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热情揄扬，
指出虞博士等人物形象确实“表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风貌”。在我
出版第16本关于《儒林外史》的专书
时，岱年先生题签赐联：“外史红楼深
解味，汉卿实甫真知音。”如今以上二
论都已融入《李汉秋讲儒林》。

在 2001 年出版的《儒林外史研
究》中，我提出吴敬梓创造的奇人狂人

形象与王学左派人物如王艮、李贽等人
的思想性情有关联，在《李汉秋讲儒林》
阐释王冕、杜少卿、市井四奇人等形象时
也继续论及，此再略伸论。

教育部高教司组编，张岱年、方克立
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说：“明清两代的
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
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多少具有
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
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
阳明。”王阳明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
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
知”（《儒林外史》的王玉辉形象就表现了

“良知”与“天理”的冲突），从而在客观上
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
意识的觉醒。他也有“狂”劲，又修仙又学
佛，与佛道会通，否弃功名富贵，这些都
与后来的吴敬梓《儒林外史》有契合点，
《儒林外史》第八回还借蘧祐之口赞扬
“新建伯（王阳明）神明独运”“有功不居，
尤为难得。”

王阳明的心学也称王学，成为晚明
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王学流布天下，形
成多种派别。其中泰州学派，也称王学左
派，从王阳明的门生王艮到李贽，越来越
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黄宗羲在《明儒学
案·泰州学案》中说他们：“平时只是率
性而行，纯任自然。”这让人联想到《儒
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王冕、市井四奇人
等人物。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
层，如陶匠、樵夫、农民，泰州学派代表
人物王艮就出身贫苦，他们的活动接近
下层平民，多少反映出平民百姓的思想
愿望。他们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
人欲的合理要求，追求个性的自然发
展，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所以《中国文
化概论》说他们“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
反对派气息”。

在《儒林外史》中，如果说世家出身
的杜少卿气韵更接近魏晋风度，那么市
井四奇人就更接近王学左派的气息。中
晚明以降许多人物有“狂”的特征，这
滥觞于对王阳明所提倡“狂者胸次”的
改造和发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就是
一位“狂者”，38岁那年，戴着纸糊的
五常冠，穿着自制的奇装异服（《儒林外
史》里的王冕也自制奇异衣、冠，季遐年
则以不修边幅呈现奇态），到南昌去见巡
抚王阳明，招摇过市，轰动全城。王阳
明的另一高足王畿，青年时代就放浪不
羁，“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极力提倡

“狂”。“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
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
泄。李贽就更是狂人，汤显祖《寄石楚
阳》说：“卓吾虽未必是圣人，可肩一

‘狂’字。”在文学艺术家中，不愿受封
建习俗约束的徐渭、郑板桥等，都珍重
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
势。徐渭被视为狂人，当道官僚求他一字
面不可得（市井四奇人中的季遐年亦
然）。郑板桥自喻“青藤（徐渭）门下走
狗”，崇拜至极。郑板桥提出“学者当自树
其帜”，并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
遣》，《郑板桥集》），同样不肯为“天下安
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

前人束缚，自辟蹊径”（《松轩随笔》，见马
宗霍编撰《书林藻鉴》卷十二，清，商务印
书馆 1935 年版），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
性和独创的才能（季遐年亦然）。当时就
有人把郑板桥比作阮籍（郑方坤《郑燮小
传》，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三
三）。他们这些人构成了明清时代具有早
期启蒙特征的“狂人”谱系，他们鄙夷权
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而不成熟，犹如
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郎，为超逸封建秩序
而血脉偾张，但还来不及磨砺好武器。
他们比魏晋名士已经有所发展，为中国
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作为
小说形象，杜少卿、市井四奇人之狂，
程度不同地分别概括了更多的时代新质
素，表现了一些与社会环境不协调、为庸
众所不解的“奇”“狂”性格。一直到“五
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
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
为被社会所不容的突出特征。

《中国文化概论》紧接着说：明清之
际三大思想家以及颜元等人，“更从不同
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
朱理学展开论战”。吴敬梓已经与其相隔
有年而他的历史选择是明显的。他在小
说和《诗说》中曾自觉地与朱子论辩，王
玉辉形象不妨视作历史上这一论辩的文
学产儿。至于吴敬梓受颜（元）李（塨）学
派的影响，自胡适指出后，学界盖已认
同，两者之间还有个联系人程廷祚。吴敬
梓离泰州学派已有年，但思想联系的脉
络也不是无迹可寻。新见赵兴勤等的《儒
林外史楔子中王冕文化性格解读》，就寻
出了一些线索：吴敬梓生活的皖苏地区，
自中晚明以降王学左派非常活跃，书院
林立，滁州全椒古称南谯，有南谯书院
（精舍），主其事的戚贤，不仅曾受学于王
阳明，而且与王学门人王畿交厚，王畿多
次到南谯书院，并与钱德洪等同往举行

“南谯会”。综上可知，王学左派与明末清
初的顾、黄、王三大家以及稍后的颜李学
派一起，相继影响着吴敬梓和《儒林外
史》。吴敬梓与明清时代的进步思想文化
具有紧密的联系。

▲《李汉秋讲儒林》 李汉秋 著

与“狂”相关，左派王学崇奇尚
异。吴敬梓把这种思潮引进小说创
作，在小说内容和呈现方式上都讲究

“奇”。古代小说戏曲本有“非奇不
传”的“传奇”传统，吴敬梓则沿着
世情小说的路子，不取非现实题材，

“迥异玄虚荒渺之谈”（《儒林外史》
闲斋老人序），与王学左派“百姓日
用”理路的轨辙同向，从“家常日
用”（闲斋老人序）的百姓日常现实生
活取材。这样的“常”又如何能出

“奇”呢？他一方面在日常现实生活中
发掘“奇”，另一方面，与“致良知”
理路的轨辙同趋，着力向内，向无比
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搜寻“奇”。吴敬
梓是个窥探人性心理的天才小说家，
他善于捕捉带有某种迂执征（还不到

“症”的程度）的精神状态，写出带有
某种心理扭曲、心理疾患的人物，从
其精神跌宕起伏而出现的裂隙，开掘
进去，掘得深，掘出“奇”。这就写到
文化的深层——精神文化层面，用得

上心理学、精神分析法。小说第二回
写周进，以精准细腻的白描，写出

“哭的四幕剧”：他是个考了几十年还
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从而郁积成心
病，心理创伤很深。第二幕是年龄在孙
子辈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残忍地
当众奚落、嘲讽、挖苦他还不是秀才，
一句句话就像利刃，一刀刀刺着他的精
神创伤，侮弄得他欲哭无泪。第三幕又
被年龄在儿子辈的新举人王惠，百般踩
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抬不起头，精神
创伤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
无奈的卑顺默默忍受，而忍受越久，心
理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精神消耗就越
厉害。第四幕当他偶到贡院，挨近秀才
考举人的号板，这与创伤相联系的因
子，一下子击中他神经最敏感的伤口，
引起对创伤的再感受，痛苦至极，产生
创伤应激障碍，长久郁结在心的辛酸、
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顿时像冲决堤
坝的洪水倾泻出来，心理活动的协调机
制遭到严重损害，导致情绪失控、性情

偏离、行为异常，于是不顾羞耻，“长
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
人事。”被灌醒后，还连续猛撞号板，
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撞号板这一精神失常的情节，出人意表
而实在理中，大多数精神危机都在潜意
识中潜伏很长时间，不断往上涌而终于
涌上来爆发出精神危机，通过这种爆发
出来的激烈举动，作家把笔锋一直伸进
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显现震撼人
心的艺术力量。

接着写范进，积压着长年因科场
蹭蹬而受尽屈辱的精神痛楚，在命运
蓦然逆转突变的中举当口，疲惫脆弱
的神经再也经不起颠簸而分裂。作家
抓住这病发的瞬间，写出积久以来的
心理疾患。马二先生迂执地做着“朝
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热梦，遇
御书而像孩童玩“过家家”似的认乎
其真地叩拜天子。从这近乎荒诞的滑
稽戏中，显现官迷心窍之痼疾。王玉
辉抱着修礼书成贤的迂执，见女儿绝

食殉夫而嘶喊，其后又出现精神痉
挛。他们的“奇”态都经得起心理分
析，都看似出奇而实在常理之中，是
常中见奇。更妙的是，用精神分析法
分析娄三娄四公子唐吉诃德般的精神
梦幻，以及杨执中的三层性格：意识
中的科名干禄，前意识中的名士高
人，潜意识中的粗鄙俗人，三者交相
叠映，颇令人莫衷一是。

论《儒林外史》的艺术不能只停
留于讲讽刺的层面。我们应当像恩格
斯说的那样，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
观点”相统一的方法，从美学理论的
高度，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和鉴赏
规律出发，对作品进行审美把握和美
学分析。由此可以赏析范进中举前后

“笑的三重奏”：对胡屠户是“滑稽的
笑”“明朗的笑”；对中举前和刚中举
时的范进是“含泪的笑”，其中隐含
着深沉的哀痛，也是整部 《儒林外
史》的总基调；对张静斋是“严冷的
笑”。《儒林外史》是由多种不同音调

协奏出的交响乐。
鲁迅用“慼而能谐，婉而多讽”

概括《儒林外史》的艺术。“谐”指谐
谑，这使《儒林外史》具有鲜明的喜
剧美学特征。但它又不是单纯的

“谐”，这个“谐”（喜剧性） 是以
“慼”（悲剧性）为底色，是“慼而能
谐”，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吴敬梓把
解剖刀伸向士林中的喜剧性格时，总
是逼视到隐藏于中的悲剧性的生活本
质，其瞬间的可笑是以他们整个生命
的可悲为底蕴的，最“奇”的举止恰
恰是最令人惊悚的痛点。作家总是迫
使你在笑声中把思绪从喜剧性伸向造
成这种可笑的社会环境，领会“一代
文人有厄”的历史悲剧，咀嚼作品蕴
含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深沉思虑。这
种悲喜融合的艺术形象在反映生活上
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在审美欣赏上，
给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美感享受。
这该是《儒林外史》之“伟大”在艺
术上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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