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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学林》

内容概要

　　《九州学林（4卷3期·总期13期）（2006秋季）》主要内容包括：马幼垣《三宝太监西洋记》与
《西洋番国志》、陈国明《沧浪诗话》“悟入说”初探、邝?子《浮生六记》的四个世界、朱海滨堕民
来源新探、徐建平多视角下的县级政区变革。考释，论坛，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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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芸至死一刻，始终无尤无怨，情意缠绵，唯其责己，体恤别人，全以丈夫子女为念。三白相守
于床沿，空看着妻子“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既而⋯⋯一灵缥缈，竟尔
长逝”，但觉人间长恨，天地不闻：　　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　　
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　　以文字相辩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赍恨
以没，谁致之　　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奉劝世间夫妇，　　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
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　　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同上，页58）面对俗世
，沈复并没有“自作孽”的感觉；然而对于家庭的惨剧，他和陈芸一样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其后沈
父去世时亦然）。在自责的同时，爱侣的含屈永别也激出了《浮生六记》中少见的悲愤反语。贾宝玉
由痴情而勘破世情，沈复却始终不能或不愿明白，“过于情笃”会生出“情魔之扰”及理性谋思之短
，内则偏蔽失衡，外则失责悖礼，转而为累，以至于折断琴瑟，毁灭生命。及至陈芸回煞之期，三白
竟不回避而待于室中，但愿魂归一见，聊解痴情。风流云散，玉碎香埋，奈何？　　更令人惋惜和触
人感思的是，沈复和陈芸于长期坎坷中仍然保持着达观知足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生活意趣的朴素追求。
他们于金母桥东村舍那次闲居，但舒卷相依于自然环境中，享受着温柔淡雅的生活：　　时方七月，
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　　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
晚　　霞夕照，随意联吟，⋯⋯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　　竹榻于篱下，⋯⋯就月光对酌，微
醺而饭。浴罢则凉鞋　　蕉扇，或坐或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　　（《闺房记乐》，
页11）他们身居于城市而无尘俗之心，唯与绿树清风、虫鸣月照为伴。在安宁恬静的气氛中，陈芸乃
发幽居于乡间、自食其力的生活愿望：　　“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　
　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　　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
然之。（同上，　　页12）正是这种“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李白《襄阳歌》）、荆钗布裙不改其
乐的人生态度和朴素理想，才使沈复夫妇在“贫士起居服食”中找到那么多“省俭而雅洁”的闲情淡
趣，使《浮生六记》于惋惜“知己沦亡”之中只有一记“记愁”，于令人神伤之外更激起一份赞叹和
感动。为陈芸心慕的李白曾有“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游桃李园序》）之语，慨叹生命飘浮
虚幻，无可奈何；然而庄周（前369-前286）所说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刻意》），却
是一种超越生死、无喜无惧、悠然乘化的透彻体悟。沈复对“浮生”的领会，其在两者之间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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