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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

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笔者致力于中国文化史(侧重明清及近代文化)考析，所撰多论著式，也偶
尔试写一点随笔，聊记所感，这是早年兴趣的延伸。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十四五岁的我喜读鲁迅作
品，尤钟情于鲁迅杂文。那时家中有毛边本《坟》、《热风》、《华盖集》、《准风月谈》、《二心
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等，常常随携阅览，竟至如醉如痴。大约在1957年春天，邻居关
先生(一位中专语文老师，无子女)一次见我这个初三学生在读《准风月谈》，他观赏书本后叹日：“
难得，是毛边本！”随即又问：“这书名是何意思？”我一时语塞，关先生说，当年杂志编辑怕惹事
，要作者“多谈风月，莫讲国是”，鲁迅以“准风月谈”名书，乃讥刺当年的文化专制。此后，关先
生下班、我放学回家，一大一小的两人常在院子里指天画地，议论滔滔。记得关先生说，鲁迅的随笔
达到中国文学的一个极致，其对时弊的针砭，有些至今犹感真切。又说，鲁迅希望自己批评时弊的杂
文“速朽”，但时弊难除，鲁迅杂文因而“不朽”。关先生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也仿佛领略到一点
鲁迅杂文的奥妙。以后，每读鲁迅书，总想起关先生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兴致勃勃的宏议，连
带悟到：貌似轻松的随笔，也往往藏有机锋，介入生活的力度并不下于鸿篇巨制。    鲁迅的随笔，且
不论其内容的深邃、文笔的峭拔，即以书名的拟定，便令人叹赏。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著《中国小说
史略》，又编《小说旧闻钞》，于文学史研究贡献巨焉，而高唤“革命文学”的成仿吾认定，这“是
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指鲁迅为“有闲阶级”，称其“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几年以后，鲁
迅信笔回敬日：“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遂将自己
洋溢着战斗精神的文字“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其反讽之妙，令人绝倒，可谓随笔极
品。    少时也喜读知识性、生趣化的随笔。记得家中有多种丰子恺漫画，不时浏览，连带着也阅读丰
子恺的随笔集，其具体内容今多淡忘，然书名的来由却记忆犹新：1927年，丰子恺请师傅弘一法师(李
叔同)为自己住所取名，弘一要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下平日喜欢的字若干，揉团撒在佛像前的供桌上，
随取两纸团，打开两纸皆书“缘”字，于是丰子恺寓所命名“缘缘堂”。1931年丰子恺出版文集，题
名《缘缘堂随笔》。“缘”“缘”二字直指佛学“因缘”精义；随缘而行，又正是丰子恺为人、为画
、为文的特色。隐约记得，  《缘缘堂随笔》有“自然”、“儿女”、“闲居”、“忆儿时”等篇，
皆“缘缘”之作也！    域外学人的随笔，也不乏精彩之作。早年读英国思想家培根作品，其大块崇论
宏议多已遗忘，唯记住这样一些格言：  “知识就是力量。”“奇迹总是在不畏中闪现。”“安逸和
满足易成为腐败与堕落的温床。”培根论“友谊”尤其充满睿智：“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
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如此妙语，怎能忘怀！ 
  中年以来研习明清文化史，不免翻阅两朝小品随笔，从《草木子》、《见闻杂记》、《五杂俎》到
《海外纪事》、《漫游纪略》、《巢林笔谈》皆曾泛览。明清随笔中，陈继儒《小窗幽记》透现的脱
俗之气给我留下颇深记忆，尤欣赏“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
的境界，友人书写此语，我张贴书柜至今。至于《围炉夜话》的书评卓见、《浮生六记》的人生感悟
，也都启人心扉。    我喜好随笔那种洒脱无拘的笔法，颇景仰此一“自由文体”，然几十年来自己多
从事学术论文写作，虽讨厌新旧八股调，尝自勉“陈言务去”，却难脱程式化窠臼。近20年来也曾试
作随笔，意在挣脱高头讲章式的古板，然仍未能走出“论文”套路。今次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雅命
，郭世佑教授敦促，编辑《天光云影》一卷，有的篇什近于随笔，有的篇什则是较短小的论文，读者
慧眼可辨。    “天光云影”取自朱熹诗《观书有感》(之一)。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子以清澈如镜的池塘，比喻学习者应当具备的接受机
制，有此机制，才能映照如天光云影般跃动着的鲜亮世界。而保持心智池塘的清澈如镜，须仰仗来源
于历史及现实生活实践的活水源源不绝地供给。    赢得源头活水，让心智的镜鉴明澈，以映现大千世
界的天光云影，是学者的必修功课，当然也是随笔包蕴生趣的源泉所在。    这本小书还收录十余年来
我为老辈及同辈学者(不少已成古人)草绘的素描，其中留着这些师友某一瞬间的侧影与寄语，或许有
点存史价值，又可稍微添补小书的生趣与灵动。    冯天瑜    2009年7月22日拟于武昌珞珈山麓    观数百
年方得一见的日全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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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

内容概要

《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有的篇什近于随笔，有的篇什则是较短小的论文，读者慧眼可辨。朱子以清
澈如镜的池塘，比喻学习者应当具备的接受机制，有此机制，才能映照如天光云影般跃动着的鲜亮世
界。而保持心智池塘的清澈如镜，须仰仗来源于历史及现实生活实践的活水源源不绝地供给。赢得源
头活水，让心智的镜鉴明澈，以映现大千世界的天光云影，是学者的必修功课，当然也是随笔包蕴生
趣的源泉所在。《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还收录十余年来我为老辈及同辈学者（不少已成古人）草绘
的素描，其中留着这些师友某一瞬间的侧影与寄语，或许有点存史价值，又可稍微添补小书的生趣与
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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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使语义辨析更多地赋予现代语用性与思辨性，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其探讨
领域更为深广，包括字音、字形与意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
则等都在其研讨范围。而这种研究既然与“意义”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因为“
意义”深藏在历史与文化之中。 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多由个案考察入手，也需要在综合论析上用力，
从而在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陈寅恪“凡解释一
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我们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
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
化的壮阔场景，故这种考辨展开的将是婀娜多姿的文化史。这一艰巨而饶有兴味的工作，显然需要多
学科的学者联手共进，相得益彰，决非仅属某一单科的禁域。 语言三要素中，语义与历史进程联系最
为密切，因而最富于变异性。语义的与时偕变，在近现代转型期表现得尤其繁复和显著。人类社会从
中古走向近现代，经历着一个从农本到重商、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伴随世界统一市场及世界文
化的逐步形成，各民族、各国度之间交往（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以
空前的规模展开。这种交往的主要动力源，曾经是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欧、北美（合称西方）。西
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
。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语汇，特别是作为近代诸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
随之流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对此作出既拒且迎的双重
反应。汉字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语文系纪，在迎受西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闭
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在收、蓄间又呈现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译
述方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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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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