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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链》

内容概要

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蔑视名教，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追求人生的
个性。这一部《魏晋名士链》，即是描绘此士人群体生涯事迹、精神风貌的专题著作。全书以魏晋年
间的时代更替为叙述顺序，以内在的人情世态变迁为展开逻辑，环环相扣，从政治生态、思想学术、
社会文 化多个方面勾勒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江左名士等五代人物，深入他
们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遭际。
⋯⋯⋯⋯⋯⋯⋯⋯⋯⋯⋯⋯⋯⋯⋯⋯⋯⋯⋯⋯⋯⋯⋯⋯⋯⋯⋯⋯⋯⋯⋯⋯⋯⋯⋯
乱世动荡中的精神自由
山水林泉间的个性追求
《华丽家族》、《簪缨世家》作者再推新著
倾力勾绘魏晋名士的人生沉浮与绝代风流
⋯⋯⋯⋯⋯⋯⋯⋯⋯⋯⋯⋯⋯⋯⋯⋯⋯⋯⋯⋯⋯⋯⋯⋯⋯⋯⋯⋯⋯⋯⋯⋯⋯⋯⋯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嵇康《释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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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链》

作者简介

萧华荣，男，1941年10月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长于青岛。1978年考为济南山东大学中文系研
究生，师从萧涤非、董治安先生。曾留校任教。后为上海华东师大教授。著有《中国诗学思想史》、
《华丽家族》、《簪缨世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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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链》

精彩短评

1、蛮好的，挺清晰明了，看完会对魏晋时期的大部分重要名士有基本的认识。是打算做读书笔记的
，后面还是被懒癌打败。
2、魏晋人物关系写的很清晰。。。
3、“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4、首先我要说我理解错了链的意思。。我以为作者会像写一个圈子一样来写人的互动，但还是主要
从正始名士开始沿着贵自然的思想往下走。。嗯，同作者的书，我比较喜欢那本华丽家族，叙述会更
加吸引人。
5、刚开始不习惯这种口语化的写法，再读下去就觉得不错。把魏晋名士划分为五代来介绍。 #t#
6、萧老师把这些名士过分捧着，以至于小心翼翼，评价也不见长进了
7、萧先生的文学特别好，像优美的散文一样。有观点有见解，脉络清晰，思维缜蜜，萧先生教古代
文学的，写这种书还是游刃有余。确确实实是萧先生自己的作品，不是书市上那种摘抄整理改编拼凑
的书籍。值得一买，值得一读，尤其是对魏晋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8、三星半。書名中的“鏈”字是玄學之鏈，貫穿全書，主線清晰。文字流暢。不過硬傷略多，也好
，找茬也挺好玩。
9、南都荐书，东晋之后无名士
10、对魏晋名士感兴趣但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历史的可以看看。
11、作者签赠本。
12、已收《华丽家族》与《簪缨世家》，这本一定要收要看的。
13、塑料。
14、乱世动荡中的精神自由，山水林泉间的个性追求

《华丽家族》、《簪缨世家》作者萧华荣再推新著

倾力勾绘魏晋名士的人生沉浮与绝代风流
15、南京的三天有它相伴才不乏味，萧华荣写过三本魏晋的书，这是我看得第一本。把三代人故事娓
娓道来，既惊奇又感慨，现代人想过的生活，古人早已亲身经历过，豁然开朗。
16、标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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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链》

精彩书评

1、同样是来蹭个读书笔记，人太多了，不写下来记不住。开始之前略评价两句，这本笔调明显比前
两本随意了一些，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华丽家族》。————————————————————
———————————（一）正始名士正始名士活跃在从魏明帝曹睿逝世后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
曹芳，到司马懿发动政变夷灭七家权臣三族独掌朝政的这段时间里。这段时间里，曹爽一方积极活动
，在各方面都掌握大权，可谓&quot;热如汤&quot;，而在魏文帝曹丕时期就遭到排挤的司马懿，作为
阅历上的老臣，姓氏上的外臣，则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式，&quot;冷若霜&quot;的态度和装作中风时
逼真的演技，为他赢得了称曹氏兄弟随君扫墓时一举控制朝廷的机会，将曹爽、曹羲、何晏、邓颺、
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七人，在五日之内以谋反罪名逮捕问斩。正始时期的结尾浸透着浓
重的血腥，但在司马懿这头睡兽蛰伏的这段时间里，一切却平静得丝毫不引人猜忌，故在这段时间里
，在曹睿时期收到排斥的清谈玄学也因为曹爽对一批命似的重用而逐渐复苏。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何晏
、王弼、夏侯玄。何晏出生于东汉末年何太后一族（嗯，就是三国演义第二章董卓进京里面那个何太
后、何进一家，天哪我竟然还记得）。他的父亲早亡，曹操相当于他的继父
2、萧华荣：翩翩浊世之佳公子 《东方早报》2014年7月27日 星期日关于魏晋名士，我早就想写点什么
，写出真实的他们，每个故事每番言论都有来历出处，并尽量写得雅俗共赏些，既饶有趣味，又不落
浅俚，但这一切谈何容易！于是就年复一年拖下来了，拖到冷雨敲窗，霜叶委地，洛阳年少成为江东
翁妪。五代名士《世说新语·文学》篇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东晋时袁宏写了本《名士传》，拿给谢安
看。谢安把书漫不经心翻了翻，笑着对满座的高朋说：“我曾对人讲起江北的事情，说着玩儿罢了，
他竟拿来著书立说！”此事的真假不得而知，《名士传》也没保存下来，从曾经见过此书的刘孝标的
注中可知，袁宏把他之前的名士分为三代：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竹林名士：阮籍、嵇康
、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中朝名士：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
。“正始”是三国曹魏的一个年号。竹林名士的主要活动时间紧随其后，也属曹魏。“中朝”指西晋
，与曹魏都建都中原地区的洛阳，故生长在南方的谢安称之为“江北事”。这大概就是后世所说的“
魏晋名士”的最初来源，但还缺少东晋。有人将东晋的名士称为“江左名士”，或径称“东晋名士”
，本书则在两晋之际另分出一代，称为“渡江名士”，也称“中兴名士”。他们在“中朝”便已“成
名”，永嘉之乱渡江南下，参与了东晋政权的创建，即所谓“中兴”。这里需要说明，袁宏《名士传
》的“中朝名士”中后来渡江的，如王承、卫玠、谢鲲，我则划归“渡江名士”。渡江名士之后，东
晋（317-420年）大约还有八十年，但我只写到谢安走出东山、走上仕途的那一天（360年），称这一
代为“江左名士”。他们有的随父兄渡江时尚为幼童，有的干脆就生在江南，如谢安、袁宏。这样，
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江左名士，就是我要写的五代名士。到此，我要写的主
题——“走向自然”，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示，再写，就是多余。倘问魏晋名士有什么特点，请让我举
例说明。《晋书·王湛传》说西晋王湛平时少言寡语，家人都说他痴。他有个侄儿王济是位名士，也
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天王济见他床头放着一部《周易》，问他有何用场，他说身体不适时随便翻翻
。王济请他谈谈体会，他便“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都是王济闻所未闻的，不觉肃然起敬，叹道
：“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可见在当时，能谈《周易》便可称名士。原来，从正始
起，玄学流行，一直笼罩了整个魏晋。玄学推崇老庄道家思想，重视《老子》《庄子》《周易》，后
世合称“三玄”，因为它们的哲理 “玄之又玄”。魏晋人谈论“三玄”，史称“清谈”。总之，魏晋
名士的一个特点，便是善于清谈玄学。这是思想方面。又，《世说新语》记载，有位名士曾经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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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条件更低了。“常得无
事”，远离尘务，闲逸优雅，得老庄清静无为之趣；“痛饮酒”可以放任自然，形超神越。至于“熟
读《离骚》”呢？可能因屈原《离骚》是发愤抒情之所作，而名士重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
这三个方面总而言之，就是任诞。《世说新语》所记的这段话，正是在《任诞》篇中。这是行为方面
。魏晋名士的前两代，正始名士偏重清谈，竹林名士偏重任诞。此后的两晋名士，也是或偏重清谈，
或偏重任诞。当然，“偏重”而已，并不排除兼而有之。清谈、任诞，熔铸而为“魏晋风流”。是真
名士自风流。什么是“风流”？我也说不清。我只能将春风的婉转引荐给你，将流水的潺湲引荐给你
，请你自己去领略，然后，然后我们心照不宣。不能小看了魏晋名士。他们之中，出了中国古代一流
的政治家，一流的哲学家，一流的文学家，一流的书法家，一流的绘画家，一流的音乐家。除了极个
别者，他们皆是有善可陈的。你问我对他们的总体看法吗？容我想一想。容我想一想后小心翼翼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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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链》

答：他们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他们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们正是生活在“浊世”，不过也不尽同
，要分开说。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生活的曹魏后期，是司马氏阴谋篡权而且阴谋得逞的时期。司马懿
原是曹操的僚属，已经崭露头角。曹操是权臣，他异常珍视自己的权势，对此敏感而多疑。有一次他
做了个不祥的梦，梦见“三马食一槽”。“槽”，他觉得是暗示“曹”，那么“三马”呢？他历数朝
中姓马的官员，也没漏掉司马懿。多年以后，到了曹操的后代，这梦真的应验在司马氏身上，“三马
”就是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至于“三马”是怎样啃食“一槽”的，且让我们来看另一
个故事。又过了许多年，到了东晋，太子司马绍有一次与“名臣”王导、温峤聊天，他请温峤讲讲他
的祖上当初是怎样得到这份江山的。 温峤大概有点为难，迟疑了一下，王导说：“温峤年轻，知道的
不多，还是我来讲吧。”于是一五一十详细讲述了这一父二子将近三十年间是如何绞尽脑汁，费尽心
机，不择手段，不顾廉耻，惨淡经营，前死后继，终于如愿使第三代司马炎黄袍加身，登上金銮宝殿
。他讲得绘声绘色，年轻的司马绍听得毛发悚然，不觉双手捂着脸，伏在床上，说：“照这样说，晋
室的国运，怎么能长久啊！”这个故事可以充分激发人们的想象：连承受恩泽的后代都感到惨不忍闻
，那么“三马”当时的恶行，这里就不劳辞费了；当年在他们淫威下生活的名士们的处境与心境，也
就不难想象了。“三马”骇人听闻的恶行是会遭到报应的，近在自身，远在儿孙。果然，司马炎篡位
建立起来的西晋除开始较为平静外，其他的漫长日子可用一个字概括：“乱”——贾后乱政，八王之
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朝名士就在那种混乱中生活，也在那种混乱中被杀。渡江名士渡江以后
以及江左名士所生活的东晋前、中期，则是另一番景象，这是一种前所未有也是后所罕见的独特景象
，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王与马，共天下”；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说，是“士族门阀社会”。后来
，又有庾氏、桓氏、谢氏相继兴盛，轮番接力，可称“庾与马，共天下”、“桓与马，共天下”、“
谢与马，共天下”。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皇家不能容忍的，他们曾试图加以扭转，却激起王敦之
乱，小朝廷险些覆灭，只得作罢。这种“共天下”的局面却是名士们的黄金时代。“共天下”削弱了
皇权，限制了专制独断，适合名士自由不羁的个性。与司马家“共天下”的士族门阀与名士们属于同
一阶级，他们的头面人物本身便多为名士，正可“沆瀣一气”。这便是魏晋五代名士所生活的时代，
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情况。我对各代的叙述，都紧贴当时的政治斗争展开。走向自然讲了“名士”，讲
了“魏晋”，现在轮到“链”了。是的，这五代名士，犹如奥运旗上的五环，环环相扣，一个挽着另
一个的臂膀，鱼贯而来，在时间上相“链接”。说这是一条“链”，更因为在五代名士之间，有一条
共同的线索贯穿着。笼罩整个魏晋的思潮是玄学，玄学的精髓是老庄道家思想，而老庄道家思想的精
髓则可以说是：“自然”。质言之，“自然”便是将魏晋济济多士贯穿成“链”的一条红线。“自然
”，我以为是魏晋士风绕以演化的轴心，是我要写的最关键的关键词语。魏晋名士的所得所失，其功
其过，或妍或媸，都缘于对“自然”的理解和践行，因此，“自然”也是我绕以展开的轴心。“自然
”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用作虚词，即自己如此，本来如此，平常说的“任其自
然”、“自然而然”，便用此义。二是用作实词，指主体以外的客体世界，如山川原野、草木鸟兽，
所谓“大自然”、“自然界”。“自然”的这层意思是近代以来才有的，老庄和魏晋名士所说的“自
然”，皆属前者。老子是这种“自然”思想的开创者，在他的学说中，自然是与儒家的礼法相对立的
。礼法是一种人为的约束和规范，后来发展为系统的“名教”。魏晋名士都不同程度地疏离名教，追
求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魏晋名士们在行为上任诞、放达甚至纵恣，他们觉
得就是在追求自然。可以说，自然，就是自由。当代学者叶秀山《漫谈庄子的自由观》说得好：在老
、庄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由”也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如”，即“自
己如此”，亦即“自由”。“自由”和“自然”本是统一的，同一的。所以，我要写的主题“走向自
然”，说白了，就是“走向自由”。另一方面，既然“自然”是自己如此，是非人为，那么还有什么
比客观外界的山川原野、草木鸟兽更天然，更天工，更天籁，更未经人化呢？所以，在长久的运用中
，“自然”一词也不知不觉带有了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意味，比如竹林名士阮籍在《达庄论》中说：“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当代学者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认为，这话“可以
说赋予自然以新的含义。近代汉语中所谓自然表示广大的客体世界，自然的此一意义可谓开始于阮籍
”。再举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实例：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归园田居》（一）末尾说：“久在樊笼里，复
得返自然。”其中的“自然”既可理解为“自由”（与“樊笼”相对），又可理解为“大自然”（与
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丘山”相应）。你说是吧？在实际生活中，到了江左名士，这
些追求“自然”（自由）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实体自然，投向江南的明山秀水，憧憬隐逸、纵情山
水蔚成风气，王羲之宣称自己终当在山水中快乐而死，谢安在东山盘桓了二十多年，直到四十多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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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链》

不得已而出仕，似乎在“大自然”中才最有他们要的“自然”——自由。也就是说，魏晋名士的走向
自然，包括精神上的（自由），也包括实体上的（大自然）。两种意义的“自然”到此融合了，我要
说的也便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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