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清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文清园》

13位ISBN编号：9787539935287

10位ISBN编号：7539935286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江苏文艺

作者：王元化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人文清园》

内容概要

《人文清园》为王元化散文作品集，内中收录了《记郭绍虞》、《记顾准》、《再记顾准》、《记辛
劳》、《记满涛》、《记张中晓》、《再记张中晓》、《谈鲁迅与太炎》、《谈胡适自传唐注》、《
谈杨遇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亲情、友情、爱情》、《老年爱》、《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等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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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
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
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
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
、谈韩非、谈公意、谈激进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
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
“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
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
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
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
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
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
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
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
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
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
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
、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
，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
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
《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
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
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涵深
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赝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
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
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
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
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
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
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
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
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
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相难以破除的偏见。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
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
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
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
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听说训诂考据乃“
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
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竞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
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
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
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
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
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
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0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
格利巴（Mener·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作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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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
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
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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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六月末的一天，意外地接到王元化先生的弟子陆晓光教授的电话，希望我能够编选一本王先生的散文
随笔集，随即又转来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信。晓光教授在电话中特别提及我在本科期间的老师钱
钢先生，说他一直记得当年钱师英年早逝时，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生们所写的怀念文章，也记得这些
文章曾经引发王先生的诸多感触。作为曾因钱师之缘而受到过先生奖掖提携的晚辈，如今能够有机会
为先生编选一部文集，自然是十分乐意，也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但说实话，当时心里是颇为忐忑踌躇
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先生虽然早在青年时期就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并结集出版过《脚踪
》一书，晚年也陆续有散文作品问世，但在长达七十年的著述生涯中，他的成就主要还是集中于《文
心雕龙》、黑格尔美学、莎士比亚评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当代文艺理论等专业学术领域，而并不
以文学创作命世。学界对他的评价，也大多从学术脉络和思想迁变的角度切人，鲜有论述其文学创作
成就的。如今要为普通的读者编选一本旨在全面反映其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的散文集，究竟应该从何
人手呢？长夏酷暑之中，翻检出先生的诸多著作，逐一细读体会，挑选出合适的篇目，逐渐感到之前
的那份担心完全是多虑了。先生本是性情中人，虽然无意为文，却能自成一格。下笔成文，或自叙生
平，或感念师友，都充盈着忧世伤生的至情真性。那些看似平静温和的文字，其实都经过了反复的打
磨推敲，底下总是潜藏着一股沉郁低回的韵味，具有某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即便是那些衡文论艺的学
术文章，也绝没有故作艰深、枯燥乏味的弊病，不仅鞭辟入里，明晰畅达，而且锋颖频出，机趣横生
。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并不是只作客观冷静的学理分析，还时常会融入强烈的个人情感，有着与现实
人生的映照和呼应。为了适应普通读者的需要，先生在生前就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删繁就简，编录成《
思辨短简》一书，之后又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增补，相继出版过《思辨发微》、《思辨随笔》和《思
辨录》等著作。但那只是从其众多著述中撷取部分片断而成，虽然胜义迭出，但就文气畅达而言，未
免有所妨害。而本书编选的作品均为完整的文章，力求为读者展现其运思行文的全貌。不过也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一些重要的文章，如《韩非论》、《龚自珍论》、《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与友人谈社约论书》等，就因为篇幅过长的缘故而不得不忍痛割爱。经过反复斟酌和取舍，将人选的
文章分为七辑：第一、第二两辑，主要侧重于反映先生的坎坷经历和生平交游，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他
是如何在屡遭命运播弄、饱受屈辱和误解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思考、不懈探索的；与此同时，也可以
看到在他的周围还有着一批同样值得尊敬的读书人，即使身处横逆困境之中，他们仍然恪守信念，孤
怀独往，卓立不羁，保持着应有的良知与尊严。第三至第七辑，则从先生的各个不同研究领域中择取
部分代表性文章，俾使读者一窥清园学术古今交融、中西汇通、学思并重的魅力所在。熟悉先生的人
都知道，他对自己文章的要求极为严格，有时甚至近于苛刻，晚年对于大部分著述都进行过细致的删
削修订。为了符合先生的本意，此次选入的文章概以其最终改定的文本为准。全书编定之后，冠以“
人文清园”之名，旨在凸显先生毕生志向之所寄。先生自幼年开始直至少年时代都在北平的清华园中
生活成长，水木清华的校园环境以及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随着阅历的丰
富和学识的增长，他对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先哲也愈加钦佩服膺，尤其是对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
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揭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莫逆于心，念兹在兹，晚年
遂径以“清园”来命名自己的书斋，不少重要的著作，如《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清园近
思录》、《清园文稿类编》、《清园自述》、《清园文存》、《清园书屋笔札》、《清园谈戏录》等
，也均以此命名。与王、陈等诸位先辈一样，先生也绝不是坐而论道、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充
满着强烈现实感和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目睹着当下人文传统的日渐萎顿凋零，他是无法做到漠然置
之、无动于衷的。在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思辨录》的扉页上，他特意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人文精
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育出来的责任
伦理、公民意识、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
社会纵使是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终将一天一天衰败下去。”字里行
间透露出无法掩饰的殷忧和失落，但同时也潜藏着守先待后的希冀和企盼。先生时常以熊十力老人“
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读书箴言示人，编者深信，读者倘能秉持这样一种态度认真阅读、体会先生
的文章，必定会大有所获。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先生哲嗣王承义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华东师范
大学王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陆晓光先生始终关心并给予指导，责任编辑王宏波先生为此亦
颇费心力，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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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清园》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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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曾有人这样总结：南有王元化，北有钱钟书。以前对王知道的不多，就先从这本散文集了解他吧
。
2、这套书买了不少，这本没有想象的好
3、王元化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上一个世纪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是具有开创性的
思想家，原来也读过他的几本书，现在读这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在认识他的另一面。
4、王元化的文集，可以一看
5、这套书买了好些本，觉得编辑与选择都很不错，水准很高。王老的东西，说实话，接触得相对较
少，但对于他研究《文心雕龙》的文字，真是特别的喜爱。这本书将王老的文章分为七小辑，相对较
为全面了，认真拜读以后，相信对于王老的文风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辈老人慢慢凋零殆尽，新的
学人往往又热衷于功利而于学术欠缺至甚。所以，趁着能见是缘，抓紧珍惜吧。
6、一部可以了解王老思想的好书，让我走进他那段孤独的世界当中。
7、非常喜欢张可，连带着也喜欢王元化，仔细读过了，语言比较平实，对于了解民国那段历史有帮
助，喜欢清华园的氛围，更喜欢那里曾经居住的那么多大家，历史是不可复制的，现代人的浮躁再也
找寻不到那些大家的风范，无法触碰！
8、2012年3月14-15日读。2012-62。
9、这一套大家散文系列，绝对值得收藏。选文也很好，喜欢。
10、老派作家作品现代写匠无法比拟。
11、知人知学，然后论世，王元化先生的“人文”精神为我们今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
珍存。
12、在出版社实习的作品之一
13、了解王元化，从本书开始了
14、还是解放前这些作家作品有趣
15、很久不看散文了，王老师是大家，值得一读
16、大家散文-人文清园——真正的大家！
17、虽然是由单文集结起来，有点散，但这种就得慢悠悠地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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