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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评传》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
，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
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
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
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
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
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
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
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
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
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
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
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
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ldquo;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rdquo;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
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
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
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
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
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
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
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
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
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
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
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ldquo;抛砖引玉&rdquo;，本《丛书》
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hellip;&hellip;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
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
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
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
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
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
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ldquo;不知
老之将至&rdquo;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
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
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
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
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
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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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评传》

内容概要

《徐渭评传》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考述徐渭生平，研究徐渭文学、艺术、思想的学术著作。在研究方法
上，有四个特点：一、注重学术与文艺思想及创作的综合性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实践中见其思想底
蕴；从学术、思想的高度观照文学、艺术创作。揭示贯穿徐渭人生以及诸文艺形式的思想内核。二、
在文献考稽的基础上分析徐渭的思想内涵。三、从时代潮流的激荡交汇中透视徐渭的思想特色、文学
艺术贡献，厘定其历史地位。四、从人生与艺文的互动中分析风格的成因。
《徐渭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该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
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
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
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
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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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评传》

作者简介

周群 江苏射阳人，1958年生。1978年2月考入江苏阜宁师范学校，后考取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大
学历史系，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刘基评传》、《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袁宏道评
传》等，在海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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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评传》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匡亚明导论嘉靖到万历前期的政治与文学一嘉靖到万历前期的政治
与&ldquo;北虏南倭&rdquo;二复古派操持文柄的文坛第一章　超轶不羁、才艺卓绝的忧愤人生第一节
　早年学履第二节　越中十子一、求师问道&mdash;&mdash;学术的培养与学脉的承祧二、越中十子及
其同道交谊&mdash;&mdash;艺术、人生的砥砺第三节　戎幕生涯第四节　病狂入狱第五节　十年萍踪
第六节　晚年寓居第二章　致&ldquo;中&rdquo;为本的学术思想第一节　&ldquo;惕亦自然&rdquo;的工
夫论：《读龙惕书》的学术指向第二节　以&ldquo;中&rdquo;为本的方法论第三节　诠解《参同契》
方法蠡测第三章　开启晚明文学先声的&ldquo;真我说&rdquo;第一节　&ldquo;真我说&rdquo;的内涵一
、&ldquo;真我说&rdquo;的文学本体论：&ldquo;无一字不写其胸膈&rdquo;二、&ldquo;真我说&rdquo;
的风格论：&ldquo;性畅者其词亮，性郁其词沉&rdquo;三、&ldquo;真我说&rdquo;的通变观：&ldquo;
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rdquo;第二节　&ldquo;真我说&rdquo;的成因及历史定位第四章　汇通时代、
人生、画境的诗歌第一节　时代、人生、画境&ldquo;&mdash;&mdash;皆达之于诗&rdquo;一、时代：
状写边庭海隅二、人生：抒写&ldquo;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rdquo;三、画境：丹青水墨中的理想
世界第二节　亦庄亦奇的艺术风格一、&ldquo;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rdquo;以成奇谲之姿二、&ldquo;
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rdquo;而具沉雄之气三、&ldquo;尽翻窠臼，自出手眼&rdquo;的艺术探索第五章
　状写经世到颓放心路历程的散文与骈文第一节　经世之文：理想与现实撞击下的灵魂呼号第二节　
小品文：颓放人生的写照第三节　形象奇峭的审美特征第六章　戏曲理论与创作的完美互动：《四声
猿》与《南词叙录》第一节　《四声猿》写作时间与题解第二节　《狂鼓史》：寓亢庄痛快于鬼判第
三节　《翠乡梦》：《首楞严经》的戏剧诠释第四节　《雌木兰》、《女状元》：世间好事属女子的
乐与悲第五节　&ldquo;自我作祖&rdquo;的艺术探索及影响第六节　《南词叙录》及其戏曲理论第七
章　&ldquo;精奇伟杰&rdquo;的书法艺术第一节　远宗晋人，近学宋明，走向表现的书学之路一、楷
书学自钟王二、行草书以宋明诸家为师三、走向表现终成大师第二节　既继承传统又富有新意的书论
一、书始执笔二、主运笔三、辩证统一的结体论四、继承传统与大胆创新论五、浓淡相间、燥润相杂
的用墨论第三节　写心、纵横、天成的书法特色一、董其昌的&ldquo;平淡&rdquo;与徐渭的&ldquo;动
荡&rdquo;之比较二、苍劲中姿媚跃出的楷书三、心与书同构的行草书四、跌宕纵横、奇险肆意的用笔
五、错错落落、浑然天成的章　法第八章　开一代画风的水墨大写意绘画第一节　习画的时间和师从
一、有关徐渭习画时间问题二、有关徐渭习画的师从问题第二节　大写意绘画理论观一、&ldquo;本色
自然&rdquo;的绘画理念二、&ldquo;不求形似求生韵&rdquo;的造形观念三、&ldquo;舍形而悦
影&rdquo;的创作方法论第三节　张扬个性的水墨大写意绘画特色一、善用比兴，以情造境二、横涂纵
抹的笔墨运用三、以草书入画达到书画结合的极致四、诗书画印为一炉索　引重要人名索引重要文献
索引重要词语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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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评传》

章节摘录

　　而更大的苦痛还在于徐渭心情的凄惶，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毕生缠绕着徐渭的家庭不幸
，迄至晚年仍在延续。长子徐枚品行不端，早在徐渭应吴兑之邀南归之时，徐枚即因抢劫他人的财物
而招致报复，婚后又离父别居。徐渭认为是年幼之时&ldquo;或游不良，奴僮助兴&rdquo;所致，及至
成年，徐渭深感无奈：&ldquo;区区一老病垂死之人，以矫强弓捩枉矢，能乎不乎?&rdquo;慨叹
：&ldquo;前世不知作何业，有此恶种。&rdquo;长子不肖，这是折磨徐渭的一块心病。　　二是与徐
渭同辈的友人相继谢世，悲悼逝者，心境凄然。万历十六年（1588），徐渭老友张元忭病逝。元忭一
家与徐渭相交数十年，徐渭得以出狱，元忭相助最力。修《会稽县志》配合也十分默契，虽然在京其
间因性情有别而稍有乖悖，一疏狂，一礼法，但并未决绝，其后《徐文长佚稿》即由元忭曾孙张岱所
编，由元忭长子张汝霖作序。元忭逝去，徐渭内心悲恸而讷于言。张汝霖记述了当时徐渭悲悼元忭的
情形：&ldquo;先恭殁后，余兄弟相葬地归，阍者言：有白衣人径人，抚棺大恸，道惟公知我，不告姓
名而去。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横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途，第小垂手抚之，竞不
出一语，遂行。捷户十年，裁此一出，呜呼，此岂世俗交所有哉!&rdquo;同样，同门学友李子遂亦病
逝，徐渭悲悼不已，&ldquo;泪尽南天哭不回&rdquo;。同时，他还时常追念已故的师友，悲痛难忍，
如，他怀念唐顺之云：&ldquo;册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
。&rdquo;这一切，都深深地折磨着徐渭的心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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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评传》

精彩短评

1、杀妻一事，还是不怎么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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