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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内容概要

木心有如空谷幽兰，默默领略，最好。
木心的诗文是在天空里飞翔的，木心的讲学，则像孔雀开屏。
李劼《木心论》( On Mu Xin’s Self Enlightenment )，同时想到的乃是：这天底下，能够如此畅谈文学
的，不知还能有几个。
上篇《木心开屏，美在洞见》。木心讲学讲出的，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洞见，犹如一片片美丽的花瓣。
静观如孔雀开屏，雍容华贵；动察如天女散花，纷纷扬扬。
下篇《遥应李耳，堪比但丁》。木心最出色的散文足以与《道德经》媲美，作为诗人的木心，乃中国
的但丁，是一颗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启明星。
木心的文学审美，虽然缤纷绚丽，但并非了无脉络可寻。在西方文学是对基督的诗性解读，对拜伦的
向往，引尼采为知己；在汉语文学是与老子的天然相通，与嵇康的兄弟认同，与陶潜的高山流水。这
两条脉络，有如天空中的两道彩虹一样，互相映照。借用王勃名句表达，基督与李耳齐飞，拜伦共嵇
康一色；尼采似火，陶潜如水。这既是木心的灵气，也是木心的底气。
木心毋庸置疑是天才，既是文学的天才，也是文化的天才。这样的天才在意大利叫作但丁，在英国叫
作兰姆，在德国叫作尼采或者荷尔德林，在法国叫作蒙田或帕斯卡尔，在美国应该是爱默生加上梭罗
。木心走了，木心的文字并没有随之消逝。圆明园废墟，汉家陵阙，都会是过眼烟云。但《道德经》
、《红楼梦》却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常在。
本书的封面图画：木心《旷野一棵树》。书内收入木心手稿五幅，木心故家唯一的遗物图（窗棂），
以及1986年李劼与胡河清在静安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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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作者简介

李劼，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本名陆伟民，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
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
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
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木心（1927—2011），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在“文革”囚禁期间，用白纸画了钢琴的
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陈丹青说，“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
。著有《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即兴判断》、《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
、《我纷纷的情欲》、《西班牙三棵树》、《鱼丽之宴》、《巴珑》、《伪所罗门书》、《诗经演》
、《爱默生家的恶客》、《云雀叫了一整天》等书，逝世后另有“世界文学史讲座”整理成书《文学
回忆录》，及作为《文学回忆录》补遗的《木心谈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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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书籍目录

【引子】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木心）
【上篇】  木心开屏，美在洞见
1.1   / 木心的讲学，理当算作开风气之先。
1.2   / 尼采是孤独的。木心，也注定孤独。
1.3   / 木心在诗歌上的童子功，与钱锺书在学术上的自幼习练堪比伯仲。
1.4   / 文学是很无用的，20世纪文学，更无用。
【下篇】  遥应李耳，堪比但丁
2.1   / 木心的文学世界，是在他的小说、诗歌、散文里。
2.2   / 木心完成，撒下一地芬芳。
2.3   / 自有宋开始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已然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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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精彩短评

1、太多“区区”，让人看着别扭不舒服，不过作者的角度相对来说更加客观，有些观点也让人耳目
一新
2、这是一本评论木心文学的异作。作者视野宏阔，才学深厚，谈文学谈文化谈音乐，处处都很内行
的样子。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胆识惊人，判断往往敢异流俗。称赞木心时热情迸发，批评木心时也真
不客气。缺陷是，作者行文比较粗笨，自炫时有些得意忘形，其性子像是狂气和躁气的混合。
3、到位
4、夫子自道
5、“区区”五万字，花了三天— —心情不是特别好
6、写作上的精神气质模仿木心，但用木心的话说，就是狂傲有余，心肠不足。看似汪洋恣肆，但实
则有句无篇，略有些空洞。明明看出了木心这么多问题，但还是捧得那么高，这种出自于爱屋及乌的
情感对于评论家来说是不太专业的。而且两篇论文，定价太贵。然而看评论家的书，总还是觉得自己
读过的东西太少，共勉。
7、对于一个中年觉醒的老文青来说，知道“木心”这个名字还是靠春晚一首歌---《从前慢》。没有
看过木心的文字，到先看了李劼的《论木心》，当自己还沉浸在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岛上书店》中
，被书中文学感动的时候，读了李劼，才发现，岛上书店感动文青们的，只是那些堆砌出来的书名和
作者。以我自己贫乏的修辞水平来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李劼的文学，就像一个只会加减法的小
学生坐在普林斯顿物理研究所一脸蒙逼的听教授讲量子物理一样。说是看的《木心论》，实则看的是
“论李劼”。值得一提的是，木心是陈丹青的老师，陈丹青近两年在大力的推广他的恩师，但愿他能
成功。因为李劼说了，拿掉中国近代文学，中国文化也许还是那个中国文化，拿掉“木心”中国文化
就残缺了。
8、李劼论筹备中
9、捧过头了
10、后半截姿势不对啊
11、兼听，则明，则全。
12、李劭所论有可取之处，值得给个及格分，或许可以再高一点，但李劭的自以为是，自夸自大—区
区忝列于李耳、曹雪芹、木心之中⋯⋯李劭呀。
13、自我陶醉！！
14、周日第一次去西西弗书店，在颇为嘈杂的咖啡厅中匆匆翻了这本小册子。也许应该先读《文学回
忆录》再观李劼论木心，读到中间发现这并不重要。李劼说，“木心讲学讲出的不是什么学术体系，
而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洞见，犹如一片片美丽的花瓣。静观如孔雀开屏，雍容华贵；动察如天女散花，
纷纷扬扬。”对于从英语文化语境中建构的文学洞见，向来不敢太多奢望，对木心是如此，对李劼大
概也差不多。但通过李劼同样的花瓣式洞见，多多少少建立起对木心“文论”的初步印象，确切说那
是一种文学式的体察，一窥花瓣纷扬之美足矣，而从文论角度而言，或许被夸之过甚。在书店偶遇普
鲁斯特追忆的徐和瑾1-4卷译本和周克希译本的另外几个版本，不由同李劼一道为木心的不该遗漏杰作
，而感到惋惜。
15、不知道作者名号，读上篇实在怄气。稍微了解之后，可以让自己接受了。
16、最喜欢书中这句：木心搞错了早先的中国神话和汉儒伪造的神话....原初的《山海经》神话是阳刚
的，义无反顾的。夸父追日，刑天舞戚，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可言？
17、真是天才！
18、最好的评论也不如直接去读原著，去看原版电影
19、   1.区区是谁？
20、作者挺自恋
21、书名取大了。
22、高中时读过李先生的《论红楼梦，历史与文化的全息图像》，当时觉得是醍醐灌顶，现在再读木
心论，觉得李老先生才气已经不复当年了，书袋子掉得太多，咬牙切齿的花一个上午读完了，有那么
一两句还是能看到当年的风采。
23、很客观。与孤鹜齐飞，共木心一色。不过呢，作者的文字总少些灵气，那些比喻，与木心至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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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两档。
24、对我的益处是，不必崇拜一个人崇拜到同意他所有的观点，也不必把某人看做神一般的人物，谁
都有过失吧，如果你崇拜某人把这人的错误也当做神圣的教导可真是误了自己。总之，使我提高了明
辨是非的能力。李劼的思想很棒，我喜欢他的思想和书籍。
25、惊为天人，上次看的很感伤，这次看的很开怀
26、浮光掠影
27、吓死我了。不知木心看了做何感想。
28、真的尊重了吗？#一个插曲：某日，图书馆，瞥见《木心论》，遂寻木心先生著作，未曾寻得。
29、木心诗性思维凌空翱翔，逻辑思维气若游丝，所以李劼批评他对外国文学特别是20世纪文学深度
不够，错过普鲁斯特魔山茨维塔耶娃契诃夫戏剧的优秀作品。
30、这。。
31、一股子文人的酸劲，说木心“嫁给了诗歌，迎娶了绘画”，这么low的说法，韩愈啊。赶紧去温习
一下我木老爷子“纷纷的情欲”压一下惊⋯⋯
32、不评分了，讲真，没读懂。如果作者不是在秀自己的学识，那说明他们的段位都很高。
33、本来“评”这回事，主观性甚强，不过将他人之所见与自我之观点比较。区区见李劼信手拈来，
眉飞色舞。见彼之木心，识李劼这位狂客。
34、恨不能和“区区”谈天说地
35、这个人越来越水，他应该去讲玄学
36、作者矛盾得很，似乎很懂木心，又似乎不懂。一面真诚地总结，一面自大而狭隘地定论。就像是
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直男癌患者，内心孤傲，且把自己与木心相比，处处显示自己在木心能力之外的“
优势”。本书起名《木心论》显然极不合适，充其量是作者建立在木心文字之上的意淫。按理说，作
者已著述多部，却在某些字句中透露着一股穷酸相，这一点，如何堪比木心？就好比拿琉璃比璞玉，
糊弄傻瓜还可以。木心自恋，却散发着一种艺术本身的酒之醇香；作者自恋，就像一壶失了分寸忘了
时辰而泡馊了的茶。
37、在拥堵的晚高峰，坐办公室读完此书...最钟情木心告别人世留下的对联：“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
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对作者无语。
38、见解独到而犀利，木心小说中的化身不但一一剖析，且化身背后的孙璞也逐渐勾勒出。唯最后一
段与李梦熊的比较与其说是客观的分析，不妨理解为是李劼先生的私货、借此言志而已。读者不必真
正借此断言高低、更不该怒斥李劼先生的评判。只是，李劼先生到底也不是李梦熊（也不必是），其
“我执”倒与木心先生无二，而其秉持的也非是李梦熊先生的入世，不过是没看透喧嚣的一点执着罢
了——如此一来，反倒觉着木心先生更为高明了
39、一套木心讲述已经束之高阁许久了，看来是该好好读一读的时候了。
40、很有意思，只是书太薄，不过瘾。那些说别人跪舔的人，自己先去看看李劼以前作品再来说话吧
。另外，“区区”的古义是自称的谦词，所以⋯
41、5.2
42、一星！不能再多了！
43、木心很好，可惜写木心论的人不怎么样。
44、虽然作者一直以“区区”自言，却可看出并非区区，傲得很，高得很。木心把一些作者看得和自
己比肩，作者却站在木心之上。
45、上海古籍书店
46、★★★
47、恶心人，写的什么东西。《上篇：木心开屏，美在洞见》、《下篇：遥应李耳，堪比但丁》，取
出这种名字的人还谈什么美学，是丑学吧。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我心中的地位要不如从前了。
48、读木心的诗中感受到的，这里称为花瓣
49、是一堆无用的扩写 书价定得太高了吧
50、从别人的口中了解的木心，更如信仰一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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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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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论》

章节试读

1、《木心论》的笔记-木心说嵇康

        说到嵇康，木心忍不住地眉飞色舞：“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木心将屈原、
嵇康定义为他心目中的“艺术家”，亦即“仅次于上帝的人”。如此赞美，令人联想到木心对基督的
定义，也是艺术家。有趣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将李后主比作基督般的人物。艺术景
观的审美，往往会有惊人的相通。木心显然不是嵇康式的诗人，但他对嵇康却向往到了称兄道弟的程
度，一如他对拜伦的心仪不己。 

木心解释为什么把嵇康定义为艺术家时指出，在于人格的自觉。并且补充，嵇康“风度神采，第一流
。”木心认为，第一流的艺术品有两类，“一类是作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一类是作品高度
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木心将第二类艺术家归于人格的自觉。在西方艺术上史，木心例举了达·
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区区认为，仅就人格审美而言，嵇康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更令人赞叹。倘若
说，拜伦将古希腊神话中的率性发挥到了极点，那么，嵇康则是将《山海经》神话中的担当展示到了
灿烂辉煌。同样是自由的象征，在拜伦是一往无前，在嵇康是拒绝流俗。一往无前的拜伦以战死沙场
为终曲，拒绝流俗的嵇康以抚琴刑场作诀别。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凌驾于其作品之上的，因为他们的存
在本身，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木心才会认定： 

“嵇康的诗，几乎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可以说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
、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倘若说，曹操式的担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涵义在内，那么嵇康式的担当全然是自由的同义词。换句话
说，嵇康担当的就是自由本身。用西方诗人的说法叫做：不自由，毋宁死。尽管木心内心深处极其认
同嵇康那样的不自由，毋宁死，但真要木心以赴死换取自由，木心只好却步。按照木心的说法，嵇康
只是兄弟，不是木心本人。木心能够抵达的是，陶渊明式的担当。也是担当自由，但不那么决绝，不
那么刚烈，好比作曲家选择小调而不是嵇康或者拜伦那样的大调，给自己的人生定性。 

因此，一讲到陶渊明，木心仿佛是在自我告白一般：“我十岁认识陶先生，于今五十年。”评介是：
双重的隐士，实际生活是退归田园，文学风格是恬淡冲和，木心解释：意指隐在种种高言大论之外。
木心又说：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塔尖，陶渊明不在塔内，是塔外之人。这句话与其说是在描述陶渊明，
不如说是木心下意识地表达了自己的叙述者身份，听上去好像是个局外人似的讲说立场。事实上木心
讲得一投入，局内得很。 

陶渊明当然不是什么塔外人，其人其诗，处处在在地担当了中国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曾经被庄子阐释
为逍遥，然后在魏晋士林里，蔚为大观。其最可观处，一者是嵇康，一者是陶渊明。至于阮籍、王羲
之、谢灵运等等，逊而其次。尽管王字是中国书法艺术塔尖，其人生的自由境界，略逊一筹。 

朴素、精致，是木心于陶诗的感受。朴素应该来自《诗经》国风传统。精致，是木心独到的见地。木
心另一句独特的心得是：“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都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听
上去像是随口一说，细细品味，才得以明白个中三昧。风者，与天地同在的自由也。 

自由因为如风一般的无形，才得以与生命融为一体。其实，木心与陶潜才是真正的兄弟，怎么会扯上
嵇康？同样的担当自由，这在陶潜与嵇康，是完全不同的。嵇康是火性的，如刑天共工一般，也像古
希腊神话人物或者古希腊悲剧人物；而陶潜是水性的，上古时代不乏先例，箕子（见殷墟所作麦秀诗
），伯夷叔齐（《采薇》），更广泛一些还包括后来骑着青牛远逝的李耳。李耳《道德经》可视作一
部长诗，与被木心称作艺术家的基督，遥遥相对。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潜是个句号。《诗经》的国风传统到陶潜已是尾声，古代的逍遥退隐之士，至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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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是最后一个。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即便出现这类诗人、艺术家，比如元朝的黄公望，大都隐入寺
庙作结。陶潜之后，再无隐士，惟有松柏似的高僧老道。及至木心时代，那样的景观变成了：士子选
择流亡方式承继古代的逍遥，去作夷齐各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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