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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二十讲》

前言

　　魏晋风度是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而也是个纷扰不已的话题。说简单点，是这个时代的士人们在
自觉地追求活得更漂亮些。　　所谓漂亮，显然不仅仅指外在的仪表容颜，还有内在的精神情韵，表
现在行事中，第一：不可太窘迫。尤其是在突然而至的变故前惶然失措，这说明缺乏坚定的自我认同
能力而容易受到外在压力的干扰以致一挤则垮，尊严尽丧，于此当然说不上什么风度了。因此，彼时
的舆论特别看重人在生死、荣辱等关口的表现，把此境之下所流露出的从容不迫、镇定自如视为优雅
和高贵之举，称之为“雅量”。《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专列《雅量》一门，收罗不少此类
逸事。譬如嵇康安然弹琴，无视死亡的迫近；谢安接到淝水一役的捷报，默然无动于衷，都足以展现
斯人的翩然风姿。唯有高贵才是美的，这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所谓漂亮，第二点：不可太紧张
。美妙的生活姿态应该是自在、舒缓、闲适、雅致、随心、任情而不必刻意自我约束与激励以趋附某
种外在价值，尽管后者可能引人崇仰。这与东汉士人讲气节、重然诺、忽生死、轻富贵、慕大义、护
纲常的作风显然两样。人生除了道德，还有艺术，或许艺术更为重要。魏晋名士们把生活艺术化了，
他们热衷清谈，但不为寻求理论的成果而是享受智慧的隽永精妙；他们耽玩山水，但不为排遣失意的
落寞而是体验情感的清雅高致⋯⋯总之，唯有自然才是美的，这也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所谓漂
亮，还有第三点：不可太乏趣。适度的诙谐不但可以化解因生活的过于严肃所造成的拘谨、沉闷和尴
尬，还可调度起沉酣中的想象力去呼应学识以作创造性发挥，散发生命的活力。《世说新语》中记载
有许多名士相互调侃机辩的事迹，这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对谐趣的欣赏实质上是对生活情趣的
推崇，这样的人显然有风度。唯有生趣才是美的，这同样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高贵、自然、生
趣这些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它最终指向的是名士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当然我们这里所作的概括
仅就事论事，点到为止，甚至名士做派里所固有的虚矫也回避了，更没有追溯魏晋风度产生的渊源以
及时代背景、具体表现等，因此远谈不上全面准确，但这些在本书中均得以呈现。　　本书所编选的
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以来学界对魏晋风度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范围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内：对魏
晋风度的总体论述，对名士诸如清谈、任诞、纵酒等生活方式的分梳以及对具体人物的评价。由于这
些文章的作者专业不一，情性有别，环境有别，因此视角各异，彼此观点难免有抵牾处。譬如宗白华
先生在其脍炙人口的名文《论和晋人的美》中把晋人描绘得风神潇洒，简直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极致，
令人神往无限。而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则添加了些调侃，扯下名
士们潇洒的外表而露出虚浮的内面。不过这也并不矛盾，风流又岂是一语可以言尽的？正是这些不同
侧面累积成我们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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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二十讲》

内容概要

《魏晋风度二十讲》所编选的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以来学界对魏晋风度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范围
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内：对魏晋风度的总体论述，对名士诸如清谈、任诞、纵酒等生活方式的分梳以
及对具体人物的评价。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专业不一，情性有别，环境有别，因此视角各异，彼此观
点难免有抵牾处。譬如宗白华先生在其脍炙人口的名文《论 和晋人的美》中把晋人描绘得风神潇洒，
简直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极致，令人神往无限。而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中则添加了些调侃，扯下名士们潇洒的外表而露出虚浮的内面。不过这也并不矛盾，风流又岂是一
语可以言尽的？正是这些不同侧面累积成我们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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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二十讲》

作者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
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
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
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美学三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
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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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
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
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
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
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
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伺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
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
门阀土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
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
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
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
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
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
、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
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
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
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
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
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
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
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
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
、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
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
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
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
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
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
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
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
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
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
见丘与坟”⋯⋯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
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
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
、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
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
加餐饭。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
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
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
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
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
露唏⋯⋯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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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逝忽若浮”。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刘琨有“功业未及
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
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
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
。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
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
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
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
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
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
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
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珍
重生命呢？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
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
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
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
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
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
（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
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上述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
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
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
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
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
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
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随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对酒当歌，人生
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
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其间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陆机）、“何期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的政治悲愤，都有一
定的具体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
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
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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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二十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
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
。　　——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
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　　—
—冯友兰《论风流》　　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
，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陈寅
恪《清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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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晋风度二十讲》所选编的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来对魏晋风度的研究的精华，从不同的侧面
累积成现代学界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这个空前动乱、黑暗的时代，却是精神空间开阔、思
想自由活跃的年代，乱世中的魏晋人物表现出一种任情觉醒的人格和清峻透脱的气质——风流千古，
几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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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观点不一，都是经典。
2、有些考据，内容还不错，当然，各个作者的水平也不一。
3、好奇葩的一个时期，政治极尽动荡，思想极尽解放自由，风流名士喝酒嗑药，醉生梦死，放浪形
骸，简直个个都在玩行为艺术
4、憧憬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死亡、忧郁、绝望，艺术、精神、风度，千年以前的摇滚嬉皮时代。
为读《世说新语》而准备！
5、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才配风流。用晋人的美观照当下的乏味和无聊，不堪泪垂。抱怨下
选文的良莠不齐，若干文章根本不配和余英时、宗白华的名字并列嘛！
6、文章质量参差不齐
7、《世说新语名家读后感廿文》，虽然都是名家，但角度深度侧重点各不相同。做为世说新语及晋
书的精读辅助参考书还是不错的。
8、阅读建议，拿到书先撕了四五讲，再看鲁迅那篇，再看最后两篇，其他都可以无障碍阅读了。总
体挺不错的，有种名家读《世说新语》笔记的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原谅我用好看这个词
9、虽有纰漏，但总体尚好。喜欢鲁迅的文章，自有名士论名士。
10、大拼凑。反而不赞美歌颂的几篇比较好看。个别复制整篇世说新语夹带几句注释的作者大丈夫？
11、出版社太省事了
12、就是论文合集
13、鲁迅的那篇最好看。魏晋啊，魏晋，魏晋的那些诗人，大抵就是中国的垮掉派吧。多希望扭转历
史，若按照那样的思想和范本走下去的话，中国怕不会是现在这样⋯⋯
14、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诗的自觉
15、趁兴而至，尽兴而归，何必见戴？
16、相对全面地了解了这一段特殊的时代。越是了解了细节越是惊讶于这些古人的言行，竟能如此出
格。是一个难得的任诞的时代。如果中国文化就这么延续下来，如今的中国社会会是怎样的呢？
17、好多废话。
18、玄学，玄而又玄。
19、太学术，以至于感受不到爱
20、因为这本书 彻底成为魏晋粉  不过更像是本论文选
21、活得漂亮点，不可太窘迫；不可太紧张；不可太乏趣。 #清谈误国# 
22、古代文论参考资料。李泽厚、余英时、鲁迅，好多大牛的魏晋文章都在列。居然发现还有我们学
校的张三夕老师和高华平老师。
23、部分不可读。
24、“风流的构成条件是：一、是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二、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
三、真风流的人，必然有妙赏，所谓妙赏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四、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总而
言之，要想真风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识、妙赏、深情。玄心关乎义理，洞识源自天生，
妙赏因为审美，深情则以前三者为土壤而萌生。 ”
25、有很多启发
26、鲁迅大大再次用内涵征服了我quq
27、二周目预定系列。确实觉得有一些混在里面良莠不齐，不过想先看了世说新语再来读一读吧。 
2015.6.18
28、这里边余英时和鲁迅的最可读。余讲名教与自然这一冲突以及君臣、父子、夫妻伦理的困境及其
解决。鲁迅则讲了这一风度本身。其余文皆可不看。
29、就像冯兰友在本书中写魏晋风度所说的一点，名士要有洞见，毕竟鲁迅陈寅恪这些大家的文章好
看。
30、很喜欢那时文人的自由不羁
31、大家的文章才好看。
32、越是在大动荡压抑的时期，越能迸发出思想的火焰。就像是种子从石缝里生根发芽一样，思想充
满了生命力。纵观中国的思想史，汉唐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反而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两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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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是中国思想活跃的时期。而我们现在也呼喊没有大师。魏晋的玄学与清谈看似是名士们的消极颓
废，深处却蕴藏着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像是行为艺术，表达本身即已是反抗。
33、有几篇觉得考究的少，读也读不进去，奇怪
34、很有意思的魏晋风度论文集，把魏晋名士风流进行了专业详尽的研究
35、把诸位学者的文章合集一本，谁皓首穷经读文献，谁只看论文不读元典；哪位是开拓者哪位来发
表随笔感想的，一目了然⋯⋯
36、选的文章都挺经典的
37、选录的二十篇都很好，有学习价值，对于魏晋风度有了更深刻和明确的理解。
38、听书
39、很多读不太懂的地方，总的来说是本非常好的书。
40、雅量、清谈、玄学、五石散、阮籍、嵇康、广陵散。
41、基本只有几篇真名家的撑场面，有些是隔行拉来凑数的。顾农的考证过于繁琐了
42、读了十八讲，清谈清议没有太多兴趣，鲁迅先生《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诙谐幽
默，立旨深刻。何晏的寒食散实乃有趣之极。
43、喜欢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孔融气曹操的段子，笑出声！
赞宗白华的文笔。
44、有些人的腔调颇奇怪。
45、喝着小酒读完，魏晋风流的一些积极元素是可以学习的。想到魏晋风尚对日本有何影响，以后再
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吧
46、最喜欢宗白华先生的文风。
47、鲁迅那篇泛泛而谈，足见其尖酸刻薄
48、略略有点无聊⋯⋯
49、良莠并存，比较失望。
50、单就理性消费来说，这书不实诚。选编的文章前面部分的论述也多以鲁迅、宗白华、孙机等人的
观点为本。单篇来说倒有利于魏晋名士风度知识的速成。有一篇文笔叙述能力很好，貌似是搞文学，
而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名字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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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老骆新编的一本《魏晋风度二十讲》把那些经典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了，值得一读但不值得一买，
所以我在书店里把目录拍下来整理在此。这些文章都挺好找。一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二
　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三　顾农《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与方式》四　高华平《评东
晋的风流宰相——谢安》五　罗宗强《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六　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
》七　樊树志《魏晋风度与玄学的产生》八　王永平《魏晋任诞风气的先声——略论汉末逸民戴良之
“诞节”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九　姜广辉《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十　牟发松《说“达”——以
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十一　宁稼雨《〈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十二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十三　王瑶《文人与酒》十四　冯友兰《论风流》十五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
晋人的美》十六　宗白华《清谈与析理》十七　陈寅恪《清谈误国》十八　唐长孺《清谈与清议》十
九　白化文《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二十　孙机《魏晋时代的“啸”》
2、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
，泫然流泪。桓温为武人，情致如此，更何况文人？由此足见魏晋风度。1何谓魏晋风度？《魏晋风
度二十讲》一书编者按中言：高贵、自然、生趣这些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它最终指向的是名士们
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张三夕在《魏晋风度何为》一文中，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
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
系。所以他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
的反常⋯⋯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度，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或者说是一种以审美的方式
表达人生的风度。对魏晋风度评价不高的是樊树志，他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动乱而黑暗、迷惘而绝望
的时代，名士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苟全性命于乱世，讲自己不想讲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灵
完全被扭曲了。这就是“魏晋风度”。此君对魏晋风度与玄学均持否定态度，若生于当时，八成也是
个打压名士们的“正人君子”。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魏晋风度？要理解魏晋风度，应该先理解魏晋之“
审美”，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认为中国美学发源于这时期的“人物品藻
”。可以抄一下宗先生文章的主要观点。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
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
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三、晋人艺
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是他们的
“一往情深”！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五、晋人的“
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和“竹林之游，兰亭修禊”等。六、晋
人之美，美在神韵。七、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八、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理解了晋人的
美，我们就好理解何谓魏晋风度：在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下，在价值多元化的开放时代，在文人
化的审美形成之初，在玄学清谈的学术语境之中，文人们寻那种看破生死，在出世与入世、名教与自
然之间自由通达的心态，不粘滞于物的举止作派，形象地说，就是“林无静树，种无停流”（郭景纯
之诗，阮孚评：“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的生活风格。2与“风度”
相关的是“风流”，有风度之人自然风流，无风度之人谈何风流？风度也罢，风流也罢，都与美有关
系，理解了风度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风流。关于晋人的风流，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阐释得很好。
他认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风流的构成条件是：一、是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二、真
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三、真风流的人，必然有妙赏，所谓妙赏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四、真风
流的人，必有深情。总而言之，要想真风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识、妙赏、深情。玄心关
乎义理，洞识源自天生，妙赏因为审美，深情则以前三者为土壤而萌生。深情难得。被“看杀”的美
男子卫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桓
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
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
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些就是晋人的深情，此深情是人与人、人与物
、人与天道之融汇，古人情感充沛，临别会下泪，见山川会慨叹，今天已不可见。“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风流者真诚、深情、忘怀，最风流者，便是忘记了哀乐，冯友兰说：无哀乐便
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哀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按席勒的划分，正是“素朴”的乐。所以超出
深情，内化了深情的风流，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陶可以说是魏晋风流中最素朴也最得其精髓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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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诗表现了玄心、洞识、妙赏、深情，又超越了哀乐，
达于最高的风流。3有风度，自风流，便为名士。何谓名士？名士不是“名人”，今天有名人无名士
。王朔是名人，文化名人，余秋雨是名人，话题名人；明星们是名人；李开复丁磊们是名人；黄光裕
王石们是名人⋯⋯名人是很有名的人，很有钱的人，很有势的人，但不是“名士”，名士不一定有名
有钱有势，但有型，有品，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让天下模仿，带来做人上的时尚潮流。王恭说：名士不
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对假名士的定义，不是真名士
，真名士有这些：最出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
几人被称为七贤，是因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最能代表名士的是谢
安。谢安字安石，祖辈父辈兄弟辈都在朝中做高官，他也属于“太子党”，但这个“太子党”却非常
不俗。他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王承）。少年时去拜访大名士
王濛，离开后王对自己的儿子说：此客亹亹，为来逼人。谢安少年即有重名，当时的名士比今天的博
士证书还有用，但谢安并没有进入仕途，一直隐居于山林，在会稽东山与名士王羲之、许询、孙绰、
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要直到四十岁以后，谢安因为家道开始下降而
不得不出来做官。谢安做隐士做得天下闻名，做官同样做得风生水起，统帅东晋军队打赢了著名的淝
水之战，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史载：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
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其大气如是！从容如是！谢安被
称为“风流宰相”，高华平在《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一文中，认为：谢安的“风流”人格既
不全在精神的潇洒，也不全在其事功的显赫；既非全在于“出”，也非全在于“处”；既非全属于儒
，也非全属于道，而在于其对于出处、儒道、内圣外王的统一与超越。陶渊明则是最能代表文人的名
士。陶的淡泊、从容、隐逸，一直是中国文人所羡慕与向往的。与魏晋大多数名士们不同的是，陶与
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他是第一个心境与物增冥一的人，是自然中的“元素”，有机组成部分，不是
欣赏者，不是二元对立中的“我”。所以他能安静地在乡村隐居数十年，能写那些素朴的诗文。谢安
与陶渊明成为魏晋名士中的两极：政治、文化。李白一直追慕谢安：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
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而白居易、苏轼等人则以陶渊明为追慕对象。名士，永远是
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偶像：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4在一个混乱的、自然灾害频仍的、战乱连绵的
时代里，中国人发展了真正的“东方贵族”风度：自由地出入隐显、不为礼制所拘、胸怀天下、举止
潇洒、宽袍大袖、饮酒、服药。他们将生命当作一次艺术创造，将生活当作艺术。他们是真正的艺术
人生。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工作也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
，最重要的是个人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性、对死生的看穿，这样才能审美地度过一生。但魏晋风
度已成绝响，那些风流的人，那些风流的故事已旧成故纸堆中的轶事，那些名士，只隔在历史的烟尘
中向我们偶尔闪现高古的面容。今天，是一个没有名士的时代，没有风度的时代，甚至连风流也被理
解成了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内战⋯⋯
我们的生活多么地平静。今天的英雄是商界豪强，今天引领潮流的是影视明星，今天不服药，不酗酒
，不举止出格。今天的人们是按照同一个标准生产出来的机器人。所以今天偶尔有一个符合魏晋风度
的人，在人们眼中只是一个怪人，而不会被目为名士。今天哪怕你再才高斗学富五车，再智慧透达，
再审美艺术，你也会被逼着去挣钱按揭买房、买车、旅游、升职⋯⋯真风流者边缘化，真名士不被接
受。这是一个没有风度的年代，没有故事的年代，所以这不是一个适合真名士们生活的年代与国家。
就算“一往有深情”，在今天也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因为它无法被兑换了信用卡上的数字。说到“深
情”，在桓温之后，瘐信在写《枯树赋》时，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敷衍成了一首小诗：昔年种
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寒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这个乏味的时代与国家，人何以堪！
3、“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晋人在我们
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
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
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生命
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魏晋之后，儒，释，道，
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魏晋之后，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
潜悠然菊花香。魏晋之后，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
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已成千古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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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
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
们深深震撼和景仰。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
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
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构成了魏晋风度的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代表
人物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谢世家等。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发展到后期却有些
刻意模仿之嫌。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
现代的文凭吃香，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　　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
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
“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
士风范，然而，魏晋风度却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服
食五石散，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
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
洗，故而多虱子，因而“扪虱而谈”，即一面按着虱子，一面谈话，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
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
，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在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但是，流行正是纯
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真正称得上是风度的，却也只有那时的魏晋
名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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