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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说新语》的情感世界

唐小 英
,

周晓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7 0 0 2 )

[摘 要 ]儒家抑情
,

道 家忘情
,

世说重情
,

《世说新语》刻画 了众多风流人物
,

展现 了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

深情
、

任

情
、

哀情等
,

情 占据了心 的主导地位
。 “

晋人向外发现了 自然
,

向内发现 了自己的深情
。 ”

晋人对亲朋好友
,

对天地万物
,

无不充满

着深情
,

可谓
“

一往有深情
” 。

在诸多种类的情 中
,

主要是哀情
,

哀叹生命的短暂
,

人在时间面前的无可奈何
,

人亡
、

物亡
、

生死之

别 的悲情
、

万物匆匆一瞬的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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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说新语》的大体情况 出现六十 四次
,

分布的情况是
: 《世说新语》的附录

《世说新语 》由刘义庆带领一批优秀文士如袁 出现两次
、

上卷十九次
、

中卷二十次
、

下卷二十五

淑
、

陆展
、

何长瑜
、

鲍照等共同编纂
,

今传本三卷
,

分 次
。

附录中的如
“

晋人乐 旷多奇情
,

故其言语文章

为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
、

方正
、

雅量等三十六门
,

别是一色
,

世说可睹已
。

说为晋作
。

及于汉
、

魏者
,

每一门内有若干小则
,

全书共一千多则
,

主要记述 其余耳
。

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
,

驰鹜不如诸国策
,

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
。

魏晋时期 而清微简远
,

居然玄胜
。

概举如卫虎渡江
,

安石教

的轶事小说大都散佚
,

《世说新语 》比较完整
、

流传 儿
,

机锋似沈滑稽
,

又冷类人人梦思
,

有味有情
,

咽

至今
,

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
。 “

梁代刘孝标为 之愈多
,

嚼之不见
” 「5〕。

之作注
,

广征博引
,

涉及四百多种
,

因而受到后人的 二 《世说新语》重情的具体表现
珍视

” l[] 。

由外物引发内心 的情感
,

主体重情的
。

如
: 《言

《隋书
·

经籍志》
、

《旧唐书
·

经籍志》等将它列人 语》卫洗马初欲渡江
,

形神惨悴
,

语左右云
: “

见此芒

笔记小说
,

鲁迅将《世说 》列人小说的亡门
,

近人主 芒
,

不觉百端交集
。

苟未免有情
,

亦复谁能遣此 !
”

流认为它是小说
。

但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史书或史 此则描写卫珍在西晋将亡国
、

渡江避难时
,

面对茫

料
。

清代孙星衍 《孙氏祠堂书 目》将它列人 史学 茫的江水
,

惆怅与悲伤之情交织
。

须溪批 曰 : “

似

传记类
,

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史分类中将它列人杂 痴
,

似懒
,

似多
,

转使柔肠寸断
,

非丈夫语
,

然亦我辈

史 ;有的认为世说是介于小说与史书之间的文体
。

未易能言
” 「
吸又如王戎经黄公酒坊下过

,

感叹
“

吾昔

刘师培曾指出
“

小说家言
,

体近于史
” 「2〕 ,

也有前人 与稽叔夜
、

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坊
。

竹林之游
,

亦预

认为临川撰《世说 》是
“

七分素材
,

三分水墨
” 「习 ,

对 其末
。

自稽生夭
、

阮公亡以来
,

便为时所羁继
。

今

世说的文体看法不一而足
,

我倾向于前者的说法
,

日视此虽近
,

邀若山河
。 ”

近与远
,

近 的是空间的距

世说是独具魅力的小说
,

它与现代小说有着很大的 离
,

远的是心理距离
,

曾经与好友一起酣饮的地方
,

区别
,

但它依然经久不衰地流传至今
,

且继续流传 今天重到
,

很近
,

但好友逝去 了
,

心中横亘着山河
,

影响着后人
。 “

《世说新语 》津津有味地论述那么多 渺渺茫茫
,

遥不可及的是曾经的那份温情
,

王戎对

神情笑貌
,

传闻逸事
,

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 好友的深情怀念在寥寥数语里 ;再如
,

《言语》桓公

赫赫战功或忠诚义事的烈烈操守
,

相反
,

更多倒是 北征
,

经金城
,

见前为琅邪时种柳
,

皆已十围
,

慨然

手执佛尘
,

口吐玄言
,

打丁虱而谈
,

辩才无碍
,

重点展 曰 : “

木犹如此
,

人何以堪 !
”

攀枝执条
,

法然流泪
。

示的是内在智慧
,

高超的精神
,

脱俗的言行
,

漂亮的 世事变换
,

岁月如梭
,

树木尚且经不起时光的流转
,

风貌
” #[] 。

魏晋士人谈玄
,

重情
,

开辟了
“

情
”

的道路
。

人哪能经得起 日月 的消磨呢 ! 正因为对天地万物

儒家抑情
,

道家忘情
,

世说重视人物的情感世 具有情
,

才会对变换感到哀伤
。

界
,

世说经久不衰
,

可与《庄子 》
、

《离骚》
、

《左传》
、

由 己之情推向外 物
,

于物 中见到多情
。

《言

《史记 》等经典相媲美
。

儒家讲人仕
,

道家言出仕
,

语》 )
: “

支公好鹤
,

有人遗其双鹤
。

少时翅长欲飞
,

除了仕与隐
,

《世说》人物走向情的道路
,

重视自我 支意惜之
,

乃锻其翩
。

鹤轩蠢不复能飞
,

乃反顾翅
,

内心世界那片广阔天地
。 “

情
”

字在《世说新语 》里共 垂头视之
,

如有懊丧意
。

林曰既有凌霄之姿
,

何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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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作耳 目近玩
。

养令翩成
,

置使飞去
。 ”

支道林有

凌霄之姿
,

不肯屈于他人
,

将自己的情怀推之鹤
,

不

把鹤囚禁
,

放飞鹤于广阔天地里
。

再如
“

简文人华

林园
,

顾谓左右 曰
: `

会心处不必在远
,

髦然林木
,

便

自有壕蹼间想也
,

觉鸟兽禽鱼
,

自来亲人
。 ” ,

从这可

知
,

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并不一定在远处
,

只要树

木葱笼掩盖
,

林水交映
,

很 自然的就会让人产生在

壕蹼水上的怡情雅致
,

觉得鸟兽禽鱼都会自动与人

亲近
。

简文帝把情移人于 自然山水
,

草木虫鱼都有

着生命
,

有着灵气
,

客体披上了主体的色彩
,

主体在

欣赏的过程中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与自由
。

三 ((世说新语》情感的构成
深情

。

深情一词在《世说》里出现在《任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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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世说里众多人物对所爱的人痴

情
,

对朋友重情
,

对天地万物都有情
。

如《惑溺》
“

荀

奉倩与妇至笃
,

冬月妇病热
,

乃出庭自取冷
,

还 以身

熨之
。

妇亡
,

奉倩后少时亦卒
。 ”

荀粟与妻子的感情

深厚
,

冬天
,

妻子发高烧
,

他把 自己冻得冰冷以身给

妻子降温
,

当妻亡后
,

他伤心过度
,

不久亦亡
。

另
,

子对母有深情的如 《德行》
“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

谨
。

家有一李树
,

结子殊好
,

母恒使守之
。

时风雨

忽至
,

祥抱树而泣
。 ”

王祥哭
,

是怕让母亲失望
,

是在

乎母亲
。

向秀的 《答养生论》
“

有生则有情
,

称情为

自然得
。

若绝之而外
,

则与无生 同
,

何贵乎有生

哉
。 ”

这把情等同于生命
,

只要有生命就有情感
,

情

是生命的伴随者
,

是 自然而然的
。

若把情排除生命

之外
,

活着与死去就没有区别了
,

生命就没有价值

性了
,

因此
,

情在生命中不可或缺
,

爱情
、

亲情
、

友情

都可贵
。

《德行》中
,

荀巨伯远看友人
,

友人语巨伯

曰 : “

吾今死矣
。

子可去
。 ”

巨伯曰
: “

远来相视
,

子令

吾去 ;败义求生
,

岂巨伯所行邪 ?
”

当大兵袭城时
,

敌

军见巨伯坦然 自若
,

以死相救友人而被感动撤兵
。

古人云
: “

一死一生
,

乃见交情
。

一贫一富
,

乃知交

态
。

一贵一贱
,

交情乃见
, , v[] 。

任情
。

任情一词出于北魏《齐民要术
·

种谷》
`

顺天时
,

量地利
,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

任情反道
,

劳而无获
。 ”

唐
·

刘长卿 《奉陪萧使君人鲍达洞寻灵

山寺》诗
: “

任情趣逾远
,

移步奇屡易
。 ”

任情可用来

描述世说里的诸多人物任性而为
,

尽情
,

不用理性

去克制
。

如《任诞 》毕茂世云
: “

一手持蟹鳌
,

一手持

酒杯
,

拍浮酒池中
,

便足了一生
。 ”

魏晋时代
,

饮酒是

种风 尚
,

体现他们 的放荡不羁
,

是一种名 士风

度
。

张季鹰纵任不拘
,

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

或谓

之曰
: “

卿乃可纵适一时
,

独不为身后名邪 ?
”

答曰
:

“

使我有身后名
,

不如即时一杯酒 !
”

《文士传》曰
:

“

翰任性自适
,

无求当世
,

时人贵其旷达
。 ”

张翰以酒

为乐
,

不在乎身后的名声
,

重当世
,

不希冀来世
, “

千

秋万岁后
,

谁知荣与辱
” 。

唐代李 白
“

斗酒诗百

篇
,

长安市上酒家眠
,

天子呼来不上船
,

自称臣是酒

中仙
。 ”

对于喜欢饮酒的豪士来说
,

酒 自有它 的魅

力 ;当处于高压的社会
,

酒可 以让人全身远祸
,

刘玲

中酒装傻
,

逃离权贵
。

稽康拒绝当官
,

追求 自由自

在的生活
,

率性而为
。

《简傲》
“

稽康与吕安善
,

每一

相思
,

千里命驾
。 ”

稽康想念朋友
,

不远千里
,

驾车而

去
,

做 自己想做的事
,

随着心走
。

王子酞居山阴
。

夜大雪
。

眠觉
,

开室
,

命酌酒…忽忆戴安道
。

时戴

在刻
,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

返
。

人问其故
。

王 曰
: “

吾本乘兴而行
,

兴尽而返
,

何必见戴 ?
” 。

他不在乎世人的 目光
,

在乎 自己的志

趣
,

想来的时候来了
,

想去的时候而去
,

遵循心灵的

感觉
。

另外晋人讲究神交
,

心领神会
。

王子酞旧闻

桓子野善吹笛
,

而不相识
。

当别人告知
,

桓子野为

作三调
, “

弄毕
,

便上车去
。

客主不交一言
。 ”

哀情
。

世说中的《伤逝》篇
,

众多人物具有浓郁

的哀伤之感
,

悲失去儿子
、

兄弟
、

朋友等
,

最哀感的

是悲知己
。

晋人重视知己
,

万两黄金容易得
,

知己

一人也难求
,

若有知己者
,

便特别珍惜
,

但当一方逝

去
,

留下的那个倍感孤凄
,

不久也消逝于人世
。

如
:

《世说新语 》伤逝第十七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
,

精神

颓丧
,

风味转坠
。

常谓人曰
: “

昔匠石废斤于邹人
,

牙生辍弦于钟子
,

推己外求
,

良不虚也
。

冥契既逝
,

发言莫赏
,

中心蕴结
,

余其亡矣 !
”

却后一年
,

支遂

陨
。

支道林是高深的法师
,

当失去 了法虔
,

更深地

体悟到匠石与邹人
、

钟子期与俞伯牙的知己之情
,

一个人的才艺需要另一个来欣赏
,

若没有了那个

人
,

便了无趣味
。

古人特别重视知己
,

一方的逝去
,

会让留下的那一方感到孤独
,

更深的思考着生命
,

对宇宙人生体会到更深的无名的哀感
,

而哀感加速

生命的消逝
。

王子酞见子敬先亡
,

取子敬琴弹
,

弦

既不调
,

掷地云
“

子敬
,

子敬
,

人琴聚亡 !
”

因痛绝良

久
,

月余亦卒
。

一个个有才之士
,

哭悼着知己的离

去
,

而无意于人世
,

一个个的也消逝了
。

知己的命

运便预示着 自己的命运
,

知己是 自身的影子
,

看到

了知己
,

便看到了自己
,

知己逝去
,

便是 自己即将逝

去
,

因此
,

在晋人那里
,

知己与自己息息相关
。

个人

生命有限短暂
,

而活着的感叹着
“

丘陇化为宿莽
,

遗

迹未灭
,

而其人已远
。

感想平息
,

触 目伤怀
” 「8〕。

万

物匆匆一瞬
,

逝去的总让人哀伤
。

庚文康亡
,

何扬

州临葬云
: “

埋玉树著土中
,

使人情何能已已 !
”

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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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之士一个个的逝去
,

生存者有着浓浓的哀伤味

道
,

那种哀伤情绪持续很久
,

也加速了他们走向最

后的归宿
。 “

人为妇人所生
,

日子短少
,

多有患难
。

出来如花
,

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
,

不能存留
” 「9] ,

死亡

是人的必然
,

但晋人没有看淡生死
,

不像道家那样
,

把死亡看做是一种回归自然
,

回家一般
,

晋人对死

亡有着忧伤之感
。

四 《世说新语》重情的原因

《世说》重视人物的心灵世界
,

在可容纳万物的

内心世界中
,

凸显人物的情感
,

这开创了一条重情

之路
。

人 自在的活着
,

按照心灵的选择去做 自己所

喜欢的事
,

去爱喜欢值得的人与物
。

他们看透了万

物匆匆一瞬
,

懂得珍惜短暂的生命
,

尽情地活出生

命的本真
。

《世说》重情的原因
,

首先
,

魏晋是个动乱

的时代
,

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让士人

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
,

诸多士人为了逃离政治上的

祸害
,

远离官场
,

在山水 自然中释放情怀
,

在乱世中

追寻 自我的价值
,

向内关照 自我时
,

发现 自我的志

趣与情怀
。

其次刘义庆个人的性格特点
,

《宋书
·

刘

道规传》说他
“

为性简素
,

寡嗜欲
,

爱好文义
” ,

他 自

幼才华过人
,

喜好文学
,

巧岁时任秘书监一职
,

掌管

国家的图书著作
,

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
,

这使他具有广博的知识
。

另外
,

他的伯父刘裕首开

篡杀之风
,

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
,

刘义庆不愿卷人

残酷的政治风雨中
,

29 岁的他便乞求外调
,

他担任

荆州刺史 ( 3 0
一 3 7岁 )

,

此段时期
,

生活安定
,

文学素

养积累甚高
。

江南时期 ( 3 7一41 岁 )
,

刘义庆担任江

州刺史与南充州刺史
,

政治上经历那么多变动的

他
,

江南的风景慰藉了人的心灵
,

一向爱好文学的

他
,

将自己的精力转向于编撰《世说新语 》
,

他与当

时的文人
、

僧人往来频繁
,

招聚文学之士共同完成

《世说新语 》
。

刘义庆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
,

渊博的

知识及丰富的阅历让他对魏晋时代看得更清楚
,

对

知识分子的命运看得更透彻
,

以己之才去惜魏晋的

才士
,

深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

刻画 出他们多情的

一面
。

《世说新语妙匝应了魏晋时代多情的特点
,

活现

了那个时期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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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 C o r l fl l e i a n s u p p r e s s e d 介 e l i n g s ,

T a o i sm fo r g o t t h e 介 e l i n g s ,

A N e w A e e o u n t o f T a l e s o f t h e W o r ld d

p a id a **e n * i o n * o 介e l i n g s
.

A N e w A e e o u n * o f T a l e s o f *h e W o r ld p o r * ar y e d m a n y or m a n *i e if g u r e s , s h o w e d p e o p l e
’ s

ir e h a n d d e l i e a *e e m o *i o n a l w o lr d
,

p a id a **e n *i o n *o 介e l i n g s ,

l a m e n * e d *h e e m o * i o n s a n d 5 0 o n
.

F e e li n g s o e e u p i e d * h e

le a d i n g p o s i*i o n o f *h e h e a r *
.

“ p e o p l e i n J i n d y n a s * y o u *w a r d fo u n d *h e n a *u ar l a n d i卿
a r d fo u n d * h e i r o w n

a fl毛e * i o n a *e 介e li n g s
.

” p e o p l e i n Ji n d y n a s * y h a d d e e p 介e l i n g s a b o u * r e la * i v e s a n d ifr e n d s ,

h e a v e n a n d e a r * h
.

In m a n y

k i n d s o f 介e l i n g s ,

m a i n w e r e * h e s a d 介e l i n g s ,

l a m e n * e d * h e *r a n s i e n e e o f 11介
,

p e o p l e
’ 5 h e lp le s s n e s s i n for

n * o f * h e

tim e ,

d e a t h o f p e o p le a n d t h e d e s t r u e ti o n o f th e e o n t e n t
,

d y i n g b y t h e t r a g e d y
,

b e w a i l e d th i n g s d y i n g t o o fa 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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