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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寻故乡》

内容概要

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西寻故乡》序
余英时
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著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
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读
了他的「西寻故乡」散文集，我竟情不自禁地神驰於历史的世界。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
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
。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
“屈原放逐，著「离骚」 ”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这就表示他已
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
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两大类型：乱离与流放。前者由於战争，後者则出於
朝廷的贬斥。在第一流的文学家中，庾信、杜甫、陈与义代表第一类，屈原、韩愈、苏轼则代表第二
类。和流放相同，乱离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泉源。庾信经侯景之乱，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
辞赋才大放异彩。故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如果不是经历了天宝之乱
，他的诗的成就，肯定不会那样高。陈与义也要在靖康之乱以後才能体会到「茫茫杜老诗」的深意。
後人说他「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请益奇壮」（刘克庄语），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再复出生较迟，没有赶上乱杂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所咏「临老三回值乱离，
蔡威泪尽血犹垂」的情况，他是难以真正领略的。在他初入小学的阶段，乱离已远离中国而去了。单
从这一方面说，再复似乎是很幸运的。我大约比再复年长十岁，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记忆便始於乱离。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再复又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他从入学到入世的四十年间（一九四九～八
九）恰好遇到了中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後——至少我希望也是「绝後」——的变异时代。这个时代我们
现在还无以名之，姑且藉「漂流」两字起兴，让我称这个时代为知识人「大流放」的时代。「劳改」
、「下放」、「上山下乡」——这是我顺手拈来的几个名词，我不知道的名目也许还多著呢？这些先
後出现的不同名目尽管在内容上有种种分别，其实都可以属在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流放。我不知
道今天中国大陆上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人有多少人曾经完全幸免於流放？也就是说没有过任何「劳
改」、「下放」或「上山下乡」的经验？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人流放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几
千年的总和，我想这恐怕不算是一个过分夸张的估计。满清初入关时也曾大批流放知识人以为巩固政
权的手段，如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的所谓「丁酉科场案」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放关外尚阳
堡宁古塔的文士大约不下数百人。但若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
清初遭流放的文士在汉满知识人之间同样博得广泛而深厚的同情。这在当时诗文集中随处可以取证。
最著名的如丁酉案中流放宁古塔的吴汉槎，不但引出吴梅村、顾梁汾、王渔洋等人缠绵悱恻的诗词，
而且纳兰性德也为之奔走关说，终使他得以在五年後便生入山海关。不但如此，吴汉槎在流戍期间仍
能与友人（如徐乾学等）诗文信札往还，他的奕技更在此期间突飞猛进，可见流放生活也并非十分的
惨酷。我偶然读到荒芜的「伐木日记」残篇，记载一九五八——五九年间他和许多「右派」流放黑龙
江原始森林的种种遭遇。两相比较，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悬绝了。
无独有偶，俄国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沙皇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的对比也恰恰如出一辙。列宁的妻
子回忆录中记载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时，发现列宁过著颇为舒适的生活，沙
皇政府付给他的钱，足够他租一所房子，雇一个雇工，而且还可以打猎。他也可以和世界各地通信，
甚至在俄国出版他的著作。所以他的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天哪！你怎麽长胖啦！”另一被沙
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索罗金（一八八九～一九六八）後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社会学）
时也说，沙皇时代政治犯的流放与囚禁等於是「招待度假性质」。俄国的例子更使我们认识到为甚麽
中国的「流放」也有「古代」与「现代」的不同。
唐、宋时代著名士大夫的谪戍往往起於他们极言直谏，评弹朝政，用现代的话说，他们都是所谓「在
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遂至「一封朝秦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苏
轼也由於反对新政而屡遭贬斥，最後便流放到海南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
士大夫，不但不以这种贬逐为耻，而且恰恰相反，视之为莫大的荣耀，所以朝廷每贬逐一次，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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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寻故乡》

政见者的声望却为之提高一节。范仲淹的生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有趣的例证。文莹「续湘山野录」
载：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悴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日：「此行极光。」
後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後为
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
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
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极美的故事，可见专制皇权的威力并不能压倒士大夫的公论。文莹是王安
石时代的「馀杭沙门」，和当世士大夫交往密切，他的记载是很可信的。叶梦得在南宋初年撰「石林
燕语」也记述了范仲淹最後一次的贬逐，恰可与文莹之说互相证发。他说：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鸟赋」以寄，所谓「事将
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如我者谓
凶之类。」”（卷九）。
可见范仲淹第三次贬逐时，不但在京师的「亲宾故人」都为他饯别以壮其行，而且在外郡的诗人梅尧
臣也特别写「灵鸟赋」为他作道义上的声援。放逐是中国知识人的光荣，这一观念在范仲淹「前後三
光」的经历中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
范仲淹为宋以後的知识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在
北宋已成名言，至今仍流传人口。其实他答梅尧臣而写的「灵鸟赋」中也有两句更富於现代涵意的名
言。南宋末王应麟告诉我们∶
“范文正「灵鸟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困学纪闻）卷十七「评文」。
胡适之先生曾把这两句话比作美国开国前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比拟虽嫌牵强，
但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知识人正因为具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所
以才往往落得流放的下场。在一九五七年「鸣放」的「阳谋」期间，这个精神又曾极短暂地复活过。
我相信後来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人其实都是「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也许从来不知道有「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这八个字，然而这句名言所代表的精神则毫无疑问地依附在他们的身上。但是
他们在打成「右派」而遭到「劳改」或「下放」的惩罚时，却远远没有范仲淹那样幸运了。在贬逐的
时候，已没有人——包括家人骨肉在内——会为他们「饯行」，更没有人会说「此行极光」之类的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觉得「右派」的「帽子」是最可耻的，被贬逐的本人更觉得自己「罪孽深
重」。用当时流行的暴力语言来说，知识人带上任何一顶「钦定」的帽子，便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
狗屎堆」。这又是中国知识人史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大分野。
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复的「漂流」自然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有著千丝万缕的牵
系。他发现自己是「中国的重人，整天忧国忧民」，这一情结便是从范仲淹那辗转传衍下来的。但是
再复所受到的「放逐」的惩罚则是「现代」的。文革时期的「下放」固不必说，一九八九年再复自我
流放的前夕，尽管知识人的群体自觉已有复苏的迹象，恐怕还没有一个「僚友」敢公然为他「饯别」
，并对他说：「此行尤光！」而且最近六、七年来，这一点刚刚开始复苏的自觉有如逆水行舟，不进
反退，在民族主义的新召唤下，许多知识人似乎又心甘情愿地重回到「体制内」去，不肯再作「持不
同政见者」了。这颇使我联想到「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故事。
跟随摩西出走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荒漠途中挨饿久了，反而怀念起在埃及作奴隶的「好日子」来。
奴隶主「法老」虽然逼他们作苦活，但食物的供应是不缺的，有鱼、有瓜果、还有菜蔬。荒漠中的甘
泉并不真能疗饥，未来乐土中的奶和蜜也不过是「望梅止渴」。为甚麽那麽多的中国知识人会在一夜
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呢？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我疑心其中大概也有些人很
像受不了荒漠旅途之苦的以色列人，怀念著埃及。但半途折回总不能不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现在
有了民族主义作护身符，他们便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回头路了。埃及的鲜鱼、瓜果、还有菜蔬毕竟是很
诱人的。
再复是决心不走回头路的。他说，名声、地位、鲜花、掌声——这一切他都已视为草芥，埋葬在海的
那一岸了。这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他把这一集散文定名为「西寻故乡」便是明证。他说得很清楚，他
已改变了「故乡」的意义；对今天的再复来说，「故乡」已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固定点，而是「生命
的永恒之海，那一个可容纳自由情思的伟大家园。」这使我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我想用「逍遥
游」来解释再复的「漂流」，是再适当不过的。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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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中「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
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才能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
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
话虽如此，恐怕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不会轻易放过再复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也引儒家为同道了。春
秋大义首重「夷夏之防」；不必读内容，书名「西寻故乡」四个字便足够「明正典刑」的资格。近代
「西寻故乡」的先行者，如郭嵩焘，如康有为，如胡适，都曾受过民族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不过如果
我可以为再复辩护，那麽我要说∶根据儒家的原始经典，即使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任何人都可以「
去无道，就有道」的。孔子便说过「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虽然他没有真的成行。「诗．魏风．硕
鼠」更明白地说∶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事实上，在他的散文集中，再复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充满著深情的回忆。古人曾说∶「情由忆生，不
忆故无情。」再复是天生情种，所以他才有那麽多的怀旧之作。他丝毫不怀恋埃及的鲜鱼、瓜果、菜
蔬，但是对於故国的人物、山川、草木，他终是「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他自然也不能将苦痛的往
事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所以笔下时时流露出对於硕鼠的憎恨。但是在我想来，跟前最紧要的还是继续
作逍遥游，一心一意去追寻精神的故乡。从「旧约」的记载看，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以後还有漫长的征
程，他们似乎逐渐忘记了「法老」的横暴，因为他们忙著要建立新的信仰和属於自已的家园。这样看
来，再复似乎也不妨暂时把横行的硕鼠置诸脑後。硕鼠的世界虽然盘踞在再复记忆中的故乡，但这两
者不但不是合成一体的，而且越来越互为异化。後者是永恒的存在，蕴藏著无限的生机，前者则已变
成一沟死水。所以我要引一段诗人闻一多的「死水」，以结束此文：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序于普林斯顿
《西寻故乡》，刘再复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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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西寻故乡》

精彩书评

1、近来家庭饭桌上的主要话题是儿子升初中。一晃这小子都快跟他妈妈一样高了，下学期就进入小
学六年级，一直以为还早的中学就学问题，一下子就迫在了眉睫。早听说在北京就读中学之难，碰上
操蛋的户口体制，让我们这异地的更是难上加难。打听别人的经验。儿子奶奶过去的学生在北京工作
，还是北京的户口，小升初的时候，带着女儿一连考了13所中学，绝大部分杳无音讯，最后把女儿都
考吐了。这还不是关键的问题。如果高考制度不改革，即使在北京读了中学，还得回四川高考。邻居
的儿子，在北京读外国私立学校，高二了，只能回原籍复读，学的那套完全不能应付当地的考试。儿
子奶奶暑假辅导的学生，主要对象就是在北京读中学要回原籍高考的。跟另外一个已经送孩子回湖北
读书的家长聊天，孩子一个人回原籍读书，自己还得在北京工作，备受相思之苦。我是了解的，这个
国家除了缴税的时候惦记着你，其他基本上是没什么关系的。看个病要找熟人，上个学也是一样。复
杂是复杂，还得来个计划。A计划还是在北京上中学，儿子成长期，应该和父母在一起。考试也好，
花钱也好，家里人除我之外都不同意这么早就脱离学校来守读易洞。考试要考奥数，当数学老师的奶
奶是最反对的，不过也没办法，六年级，每天奶奶辅导一哈。花钱当然要进好点的学校，静待考试体
制之变，实在到点还是没动静，就出国吧。国家不要你，你也就别厚着脸皮了。前提当然是做父亲的
，必须在中年的时候仍然让自己始终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为儿子攒够出国读书的学费。儿子有出息自
己有奖学金当然好，那我就把挣的钱来移民，一家子都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实现共产主义。如果北京花
钱都读不了好的中学，就只能执行B计划了。爷爷奶奶带着儿子回成都上中学。如果我和老婆实在忍
受不了思念之苦，就把北京的房子一卖，回老家团聚去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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