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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前言

自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一卷诗叫《长干塔光集》，其中收入一首长诗专讲顺治十四年（丁酉
，1657年）冬天南京长干塔于夜间大放光芒之事。长干塔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大报恩寺时所
造的九级琉璃塔，高百馀丈，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以琉璃、黄金铸成塔顶，鼎盛时夜间更有一百二
十八盏燃灯，其光远播几十里外。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当时钱谦益正住在长干寺秘密从事
复明运动。那么，他在诗中刻意表彰长干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当晚陪同钱谦益一起
礼塔的还有钱澄之，但他却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干塔“是夜仿佛有光”。这不是陶渊明“仿佛若有光”
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绝望。长干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却因诗人的心境有所
不同，光芒便在有无之间。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
（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
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在嘈杂的
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
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
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是为序。张晖201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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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内容概要

《六合丛书:无声无光集》系“六合丛书”第一辑的最后一本，是作者张晖近年撰写的中国文史随笔，
在其自序中这样介绍：“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
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
与昼。”
全书分四辑。第一辑写唐诗宋词中的掌故，如唐朝酒价、南明秘史、姜白石的爱情、元缜的梦。第二
辑谈近代学者的处事与治学，如怎样理解黄侃、俞平伯的淑世情怀。第三辑是评论文字，如书院的知
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唐诗的传承等。
最后一辑为作者对陈国球、吴庚舜、徐公持三位先生的访谈，以谈代论，识见透脱。作者博学丰瞻，
文笔雅洁，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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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作者简介

张晖，(1977.11—2013.3)，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
士(2006)、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2008-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
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 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
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大学三年级即出版《龙榆生年谱》，后又有《诗史》、《中国诗史传统》
等，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无声无光集》为其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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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清代东南书院》分上、中、下三编，下编即前面介绍的文献成果，上、中两编则是对书
院的精彩论说。上编共五章，侧重于对若干重要书院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
其会讲》以无锡东林书院、共学山居和徽州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为讨论对象，意在揭露清初东南士
人由晚明时期的紧紧纠葛于时政转而与政治疏离，开始重视道德修养并提倡忠孝。这与学界论定的清
初朱子之学的兴起十分吻合。书中精彩之处还在于指出随着清初文治的展开，东林书院在讲学上已经
受到很多限制。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布《整饬书院文》，官方人士如汤斌、张伯行等先后参与
会讲，表明官方对书院的控制日益加强（第30—31页）。这种敏锐的观察，对认识后代书院所共同具
有的官方色彩，有着直接的帮助。 作者从第二章起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书院在文学流派、学术流派
的传衍中发生的作用。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关心的是清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桐
城派为何能绵延二百多年，并在全国范围发生巨大的影响？作者注意到，从姚鼐开始，桐城派的每代
传人都曾主持书院讲席，精心培养弟子，并依靠弟子四处讲学，把桐城派的影响从东南一隅推广到南
至广西、北至河北的空间。如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所以产生如何巨大的影响，除却其自身的价值外
，与众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鼓吹之力是分不开的（第55页）。所以作者认为：“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
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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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编辑推荐

《六合丛书:无声无光集》是作者近年撰写的中国文史随笔，分四辑，第一辑写唐诗宋词中的掌故，如
唐诗中的酒价、元缜等梦、姜白石的爱情、姜白石《点绛唇》等，第二辑谈近代学者如黄侃的治学、
俞平伯的淑世情怀、方孝岳、龙榆生的活动等，第三辑是作者回忆与学者的交往，如张珍怀先生的词
学追求、陈国球谈文学的力量等，第四辑是评论文字，如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唐诗的传
承等。作者博学丰瞻、识见透脱，文笔雅洁，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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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精彩短评

1、感觉他们非常累。此外，徐公持先生太棒了。“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传统文化及文化人。所
以我觉得，当前的“国学热”，也有部分炒作的因素，虚的因素，我们不可被表象迷惑了。"
2、序写得好。
3、书分四辑，一二辑较好，三四辑不喜。
4、这种事后诸葛的狡狯，我很是不屑，哪个时代，都有些为理想献身的人，尽管他们选择这条道路
，未必预见到结果。老师说，多个二十年，张晖君必成学界领军人物之一。可惜。
5、看封面就知道这本书的内涵，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质朴而大气，全书都是淡淡的感觉，看着作
者读过千万书之后总结出来的吉光片羽，感觉好美好。
6、对外行来说 很好读 文笔也好 简练 似有温度
7、未全读。第四辑里《文学的力量——陈国球先生访谈录》印象深一些。
8、谈话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其他的还有些东西。
9、初看以为晦涩难懂，读过后又觉得角度太泛然而每一个都不入骨，然而老一辈文学家的情怀和坚
守仍是可见一斑的。
10、先得承認，我不是熱衷於文學與古典的人，讀作者觀點古典文學的論說，只能說是霧裡看花，但
這並不阻礙我從中獲得豐富的趣味。第四輯中的三篇訪談，除卻文學之外，也頗有歷史價值，對於後
生也是頗有教育意義。
11、这个丛书我本来打算多收几本 但是在豆瓣仔细翻看过点评之后还是决定只买这一本这个人我本来
都不知道 一位网友晒了这本书，加了一句评论 到网上找别人对他以及他的书的评价 才觉得果真是个
象牙塔中人，也算是做得一辈子学问的可怜人了 当然，他自觉幸福也未可知我可不干 就算有紧迫感
、有匡扶已四分五裂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心，我也不愿这样把自己当火把 我得慢慢烧
12、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和光同尘的感觉最终我们都会到那样一个无声无光的世界去吧。书的内
容也很好，再感叹一次，天妒英才啊。
13、这本书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其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于中可见作者广泛的涉猎范围，更难得的是
文字中常常逗漏出的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显示出作者不仅仅是一位书斋学者，如果天假其年，相信定
能有更突出的成就，可惜⋯⋯
14、书中或是自问，或是借他人之口追问：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意义？过去又是什么？过去又有
什么意义？也许答案就是它们是光，是世上的光。与陈国球先生的访谈对我启发很大，每一个知识分
子都该有这样的关怀。
15、挑着看过几篇
16、没有香气
17、很好，刚读了三篇，不错。
18、这本算张晖的游戏之作，除最后编访谈其余几乎都是＂读书＂体，典型的装b装一半，他严谨但
够无聊，很多捧人的话，不过怀念高华先生的那篇不错。张晖之死再次告诫我慎入学术圈，学术像个
绿茶婊，亲她一口然后就该远远跑开 
19、很好很好，哎。。。。。。。。。。。
20、仿佛若有光
21、可惜
22、序文写的最好 时时想起
23、应该是上次脑子瓦特了把读过的记录给删了。
24、本书“中国的‘诗史’传统和”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两篇含金量较高，其余泛泛之作。
25、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26、坐穿一张冷板凳，望星海之虚无。
27、逝者已矣，虽万人何赎。
28、很有启发性，兼具支持你研究下去的动力
29、惋惜。书名似预言。
30、不是这个专业的，有些读起来吃力，但是读来也能感受到作者那份治学之心。
31、常常想起这本书，想起张晖，带着掺了悲凉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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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32、最后一辑的访谈十分有趣
33、当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张晖已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透过每一个文字，仿佛都能感觉到作者是
在用心做学问。张晖尽管走了，但他的思想见解和学术观点为我们留下了璀璨的智慧之光。
34、翻一翻，文章不精炼，有些注水的感觉
35、文字间有担荷着重负，很高兴在kindle书城里也能读到此书。
36、平平，泛泛，深度差很多，其实每一个小点都有还可以开掘的地方，这到底是应酬太多还是水平
有限？评价过高了，可对比一下同是研究明清之际的赵园先生。
37、极力推荐这套书，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认真做学问的学者，应该会让当今很多所谓的大师汗颜，
感谢浙大！
38、前半本很喜欢，也正是应序里提及书中有声有光的人。
第一二辑可满分，而后半本只是草草翻过，书评访谈的话不是很感兴趣。前半本很精彩~
39、前两辑很好看，通俗易懂，我的水准读起来刚好，时不时地作者还略有抒情，容易叫人感动。后
两辑一是书评，一是访谈，书评的书略艰深，所以都跳过了，访谈的人没听说，挑着看了看。
40、是一本需要慢慢品味的书，古今融汇，文艺和现实夹杂，需要边看边想，挺有味道的
41、文章合集，谈治学，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的块垒
42、在当今世界,能象作者这样坚守书斋,且有深入独到见解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43、六合业书系列开辟了我阅读的一个新方向
44、无声的风铎已经不在了
45、不如《朝歌集》有趣，也更薄。
46、不怎么惊喜，但是比很多人的文字值得看。
47、论诗、论史、论世。先生走好。
48、张晖去世已二载有余。那个三月，我还在长沙攻读硕士学位，编辑着最后一期注定半途而废的同
人学术期刊。而今，我在南京，虽在离鼓楼南园十几站的仙林，却在这里感受南大的一切。以此纪念
那未曾晤面的师兄，告诉自己，坚强地活下去，学术，继续前行。乙未十月初二夜，于南大仙林，啸
斋。
49、作者在龐重的學術任務之間的一些文章，部分內容高中時在《讀書》讀過。張暉確實是一個比較
優秀的青年學者，學術功底很扎實，也有不少想法。然而或是困於時代很難有所突破。比之前輩，終
隔一層。
50、读了后很感动，却发现作者竟然去世了⋯⋯
51、比《朝歌集》更具体的一本。内容包括学术随笔，评论文章和访谈。好读，且启发我。
52、在一篇文章里看了序言的一部分，当下就买来看了。某个清早赶到学校，等一个讲座的时间，坐
在小花园的椅子上，看俞平伯龙榆生，觉得一个人的追求就应该如此
53、讀這本書之前，我已經知道作者剛剛故去。一位當代的古文學者，一生平凡，耕於寫作研究，被
梁文道幾乎聲淚俱下嘆謂當代教育體制下學者地位不可逆轉的式微，撒手人寰只留得孤兒寡母，結果
遺孀憤起反駁，聲稱自己一直以來財力優渥，以一己之力養夫教子，哪裡輪得到你來評頭論足。梁文
道只好道歉。全書深入到我從來不知道的古文深海，不禁唏噓這些遠離社會現實獨留在象牙塔裡的話
題，確實已無可抵擋地沒落沉錮。但仍然有這樣的圈子和圈子裡的人，甘於寂寞地掃著縫隙裡的灰塵
。無關學術，僅回到現代文學裡最媚俗不過的起承轉合之套路，此書序言已是極好的範例。
54、就是一个普通的集子⋯⋯
55、有学者预言，张晖先生有望成为本世纪的大家，谁曾料到一语成谶，无声无光。
56、唐诗宋词中的掌故，近代学者的处事与治学都很有意思。
57、作为一个学者，文章很有可读性，又有着个人的思考，本来很适合作古典文学的摆渡者
58、这部书稿是张晖生前的最后一部书稿，从内容上看主要还是文学史和书评，但是我总感觉书的内
容还是稍显琐碎了，文体并不统一。不过好在文章不难读，虽然有论文也大体可以顺利读完。另外，
书中最后附的三篇访谈非常有价值。既有口述史也有文学评论的味道。
59、书还没看，但是作者的人生际遇已有所闻，不得不看也，当代中国学人在“悲惨”生存环境下的
泣血之作！
60、读完全书，更喜欢这个名字了，无声无光是为有声有光。
61、太久了 再看都忘记看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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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集》

62、吉光片羽中透露出深沉淳厚的学术心向与旨趣，此辈学人中所稀见。薪火相传本可期，怎奈何天
妒英才。
63、亚马逊借阅。其中一篇纪念高华的随笔印象比较深刻，另外还有写龙榆生和现代学林点将录书评
不错~~可惜作者英年早逝。。。
64、有点可惜。最后两篇文学所老先生的访谈读着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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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我在豆瓣购买的第二批电子书中的一本，是作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先看了几篇最
感兴趣，有点疑问和体会，可惜无法和作者交流了。阅读文字写点心得，也是对逝去作者最好的纪念
吧。第四篇，《姜白石的爱情》 33－34页: “那一年(按：指1197年)五月，姜白石一下填写了五首《鹧
鸪天》词。反复诉说他心中隐秘的悲伤。其中第四首最为出名：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
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
各自知。......这五首《鹧鸪天》是姜白石在作品中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合肥情人。”这一段当是从夏承
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中《行实考 合肥词事》而来：“二词（按：《鹧鸪天》中的两首）乃怀
人最后之作。时白石已四十三岁，距最后一次别合肥，已经六年，距二十三岁初遇之时已二十年左右
矣。”以前读这一段的时候有点疑惑，因为《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五，就在这五首《鹧鸪天》后的
《月下笛》：与客携壶，梅花过了，夜来风雨。幽禽自语。啄香心，度墙去。春衣都是柔荑剪，尚沾
惹、残茸半缕。怅玉钿似扫，朱门深闭，再见无路。 凝竚，曾游处。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扬州梦
觉，彩云飞过何许？多情须倩梁间燕，问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误了人，年少自恁虚度！夏笺：“
此亦追念合肥人词, ....., 本年元夕又有所梦，作鹧鸪天；玩此词，尚惹残红，再见无路，扬州梦觉诸句
，一往情深，前后辉映。”那么《鹧鸪天》就不能说是“怀人最后之作”，“在作品中最后一次提到
他的合肥情人”。另外，夏承焘首先提出“合肥情事”，对其所定的十九首词，也有不同意见。比如
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疏影》《暗香》的注释中说“夏氏怀念旧欢之说，在本词看来不甚显明
。”第八篇，《俞平伯的淑世情怀》，66页: “1931年9月19日，俞平伯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云：“近
来大做其文章，题名‘诗的秘密’，脱稿尚须时日。以‘蟋蟀鸣懒妇惊’这个年头儿忽有此兴，此未
始不在老人意表外耳。”（《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第229页），世事的纷扰反而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思
考诗歌的本质，他在《诗的秘密》一文中，想要回答的大约就是诗歌如何面对人生和表述人生等重大
问题，可惜该文从未刊布，也不知是否完成？”俞平伯写完了这篇文章，并且发表在1932年的《清华
周刊》上，题目改成了《诗的神秘》，后来收在《杂拌儿之二》里。全文甚长，是俞早年文学和诗歌
思想的重要文献，《俞平伯全集》收录在第二卷。
2、这是张晖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书，随着他的猝然英年早逝，或许也已成了他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
。和他别的著作不同，这是他惟一的自选论文随笔集，其中不仅可见其学问的关注重心，事实上也处
处透露出他自己的学术情怀。贯穿全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他一年前在香港的主题发言中曾说的
，乃是“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最严重的危机，正是这一研究本身的无意义感
。不仅一般大众对此疏离，甚至学术研究者自身也常抱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即研究古典文学在当下究
竟还有何意义？这非仅古典文学如此，按余英时先生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已成了无可附丽的
“游魂”。在此情形下治古典文学最易出现的取向便是将它视为一种已死的古董、一种丧失了生命的
文献或材料，但这正是张晖所最为反对的。书中他回忆当年高华先生提醒他“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
注当下”，这句话之所以对他有如当头棒喝，乃在于正契合了他内心对学术的危机感。刘铮在评张晖
论著的《境遇与情怀》一文中指出他常着力于“古人生存处境与个人情感之间的互动”，可谓深论。
的确，在《无声无光集》的四辑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无论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
与他存在多大的距离感，但给人的始终是一种连续感而非断裂感：他不仅是感前人之所感，在论及师
长时更有一种接续学术传统的自觉与关怀在。所谓“寻找意义”，即蕴含有在此似有若无的微茫中使
之不绝如缕的努力，而无此“寻找”和“接续”，也就不可能有他一直致力的“重建”。何以如此？
最简明的回答恐怕是：在他看来，古典文学研究须有自我超越的认识，也就是说，古典文学并不只是
“古典”，更重要的是“文学”，它所刻画的核心最终乃是不同时代人的处境，而这本身具有超越时
代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过时。古典文学有何意义？这就是他的回答。这一点，在书中文章里随处可见
。即便是古代诗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谈元稹、姜夔的诗词，基本上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和名篇
，但却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这些诗词曾深深进入我的生命，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将作品的价值和美感
表述出来”，这正是因为他本人感受到了这些文字超越性的力量。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
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张晖来说，这个超越性的诗意世界就存在于古典文学
之中，他也因此相信它仍具有永不枯竭的意义。如他的博导陈国球所言，文学自有安顿心灵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是知识的掌握，更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物质文化的限制。人对文学的爱好或者体现了人
超越自我的追求”，“而我们的教育之所以还需要文学，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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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在谈及黄侃、俞平伯、龙榆生、高华等人的文章，明着是谈他们的“境遇
与情怀”，深一层看，也是他自述心志。尤其《俞平伯的淑世情怀》一文，他征引俞平伯1921年的一
段话：“在钻营贿赂时代，学问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这个幌子便可以‘吹牛’出风头，大抖而特
抖了！除掉这么一用之外，学问是什么？问问他们曾经想过吗？”他随后评述俞“只是为学问在教育
中的利禄化而深深担忧，而并不是怀疑学问本身”，这实在无异于夫子自道。包括俞平伯对人文知识
及其意义的悲观、无力感和危机感，以及龙榆生对“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天真想法，如无进入前人
生命的深切感受，是不易体会其中沉痛的。其能如此，自非偶然。俞平伯、龙榆生都是他自少年时代
起就极关注的学人。还在大一时他就来函说“弟搜刮四处，俞平老著作，今仅《论诗词曲传著》（上
海古籍，1983）一书无之。其余书信集、散文集已略齐”（1996年5月21日函），不久又花400元买下
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1996年10月8日函）并为之编撰年谱。也正因他尽心于此，遂在龙榆生主
编的《同声月刊》中发现俞平伯散佚的词作，寄示吴小如先生后补入《俞平伯全集》，“弟尊崇俞老
久矣，今日方得尽了一份心力”（1998年4月16日函）。此后又因整理龙榆生往来书信等，发现陈寅恪
佚作，“陈寅恪全集今夏由三联出版，弟提供三诗一函与陈美延，故得先知也”（2000年1月3日函）
。发现这些佚作并非易事，也因此吴小如先生当时才“误判”他是青年教师，及知其还在读本科时极
感惊讶。而他也并非单纯搜集材料，他不仅是进入了前人的生命，事实上这些前人的精神也进入了他
的生命，借用他怀念高华先生的文中所言，“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确
实如此。书中有不少观点，即便并非出自他本人，但他倾向于赞同的，常常正是他早已存有或接受的
观念。如谈及陈垣史源学时说“通读此书之后，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
，读书还是要重视常见书，如重视正史”，这正是他所赞赏的黄侃治学思想，因为黄侃就极重视“发
明”而非偏重“发现”，强调从寻常材料中深挖而获不寻常的感悟与所得。又如他谈到胡文辉“崇尚
专家精微之学，认为大凡才力阔大，博涉多门的学者，其实际成就往往不如由博返约者，读到类似这
样的一些大判断，我总感到心有戚戚焉”，以及后面引吴庚舜言钱钟书强调“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
后向其他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从治学之初起就致力于某些专门领域（尤其红学、
钱学与词学），后施蛰存先生嘱他要“先求博，后求深”，去香港读博士之后视野也更为开阔，但就
个性而言，他向来不求博涉多门。近百年前，周作人曾说：“别人离了象牙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是
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这恐怕也可用作对张晖的写照。现实中“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无处
不在，如果说文学能引入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赋予内心对抗现实的强大力量，那张晖本人至少就真诚
地实践了这一点。六年多前他编成《量守庐学记续编》后赠我一册，扉页录黄侃先生语作题签，与我
共勉：“日月自明，山岳自高。”他做到了。自他踏入学术殿堂的那一刻起，在和我的晤谈中，他常
自我拷问和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所做的这些究竟有何意义？如何寻求其意义？这乍看是学术反
省，实际上也是他的对自我人生的终极追问。在他的生命中，学术与人生本就已不可分离。在他不幸
离世后，他的著作及可见于其中的治学精神，又使他得以永生，一如书中所引黄侃先生的话：“死而
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对一个学人而言，自己的著作能比自己活得更长久，这也就
是他人生的终极意义了吧。又及：一、《无声无光集》今将再版，初印4500册已将售罄。但当时张晖
签的是稿费，因而再版也无法给家人带来更多版税收入。他生前想来也万未料到自己这本著作会有这
么高的销量。二、现著页75，有提及龙榆生门人钱仁康，其生卒年作“（1914－）”。事极巧合，钱
氏于今年3月15日下午3时45分去世，比张晖早了仅仅半个多小时。
3、張暉老師《無聲無光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此書都是功力積累，無論是小如字句
「商略」的思索，或是大到訪談陳國球先生時談到對文學此一學科的憂心與理念，都看得出他的思索
不僅僅只在學術，更包含對人文的探尋。每篇文章都讓人拍案叫好，讚嘆不已，他切入的角度總與人
不同，如〈我們怎樣理解黃侃〉寫黃侃對當時新史學重視新材料的態度不以為然，寫黃侃對主流學術
保持疏離與警惕；〈徘徊在文化與政治之間——汪偽時期詞人龍榆生的活動〉特地強調龍榆生「詞人
」的身份，又細細敘述他暗中從事的救國活動，我在張暉老師的文字中不斷比較朱祖謀與龍榆生這對
師徒，二人保存文化的心志相同，但一絕政治，一擺盪在文化與政治之間，不禁感嘆那種種不得已。
張暉老師有不少輯佚的小文，可見他讀書之豐廣與仔細，所以讀他的書評也挺有意思，他能說出別人
的好，並指出不足之處，這種不足常常是資料上的不足，如兩篇關於《陳維崧集》與《陳維崧年譜》
的書評。而輯四的三篇訪談，則可見前輩學者學習歷程，甚至指出向上之路，讓人對文學所的學風感
到嚮往。這本書值得推薦學界朋友去讀！
4、文无定法，研究文学亦无定法。大体而言，心细如发者，喜校订事实，勘察情伪；思接千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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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阐发奥义，创立架构；擅长推理者，好做种种假设；眈于藻翰者，独重文字功夫。张晖研究古典文
学，其着力处，实在古人生存处境与个人情感之间的互动，概括言之，一则境遇，一则情怀。人生于
世，不能不有所遭逢，有所遭逢，不能不有动于中，有动于中，不能不发为歌哭，歌哭的精致形式，
歌哭的升华，即为文学。就算不了解张晖学术研究的整体范围，只读《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3年2月第一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张晖特别重视诗人在特殊境遇中的特殊感受。比如《诗歌
中的南明秘史》谈钱澄之在南明的流亡小朝廷里无奈无助无告的情绪，比如《徘佪在文化与政治之间
——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谈“落水文人”立身之难以及内心在慷慨与悔咎间的拉扯。我们再
看他另一篇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收
入吴盛青、高嘉谦主编《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辛亥前后的文人、文学、文化》，上海文艺出版
社2012年11月版），所谈的仍是“两截人”，是在现实中、更是在精神上遭逢天崩地坼的大变故的人
们的文学发抒。明遗民、清遗民、“落水文人”的特殊境遇，是他们特殊感受的前提，张晖所欲考察
的，便集中在这一前提之上。这种接近文学的路径，便与比如钱锺书先生这类修辞家的路径截然不同
。钱锺书先生当然不是隔膜于那种境遇、那种情怀，只是在他眼中，重要的不是前提，而是结果，重
要的不是你遭逢了什么，不是你在遭逢时感受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表现你的境遇与情怀。设使你没能
对你的境遇与情怀加以高度艺术化的表现，那么，至少在文学这一维度上，你的境遇与情怀就失去意
义了，甚至，我们也可能就无从了解你的情怀是什么了，既然文学家的情怀总不免要借由文字体现出
来。我几乎没见过张晖对文本做纯技术的赏鉴，这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能力，只能说明，他志不在
此。《无声无光集》里有两篇文章显得与别不同，一是《唐诗中的酒价》，二是《“商略”创造的情
境》，我将这两篇看作张晖为自己划定边界的文字。“划定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此为止
了，不逾于此了。前一篇是对将文学作品视为事实材料的倾向的一种反拨，后一篇实际上是给仅在词
句层面上赏鉴文学的做法打了一个问号，文章虽短，却都透露出张晖看待文学研究的一种宏观的眼光
，是颇能以小见大的。不论是最初搜集梳爬龙榆生的生平史料，还是最终下大气力呈现南明的诗歌历
程，包括中途探讨“诗史”概念，张晖的重心始终落在诗的创造者自身的境遇上。中国诗的高下，始
终与诗人境遇的顺逆脱不了关系，这恐怕也是中国诗歌固有的一个特征，虽然不妨说，是一个悲剧的
特征。我猜，张晖也未必真不想做钱锺书先生式的品鉴家，只是替古人钩沉往迹、发皇心曲犹不暇，
吟味与商略，究竟要往后推一推了罢。
5、《天妒英才之“无声无光集”》先闻其人其事，才阅其文其篇。其书：我是受到梁文道的
《20130703开卷八分钟》推荐，才注意而购买再阅读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307/094aacef-58a5-4546-b4dc-38d7533d1d17.shtml更是因为梁文道评述
其“他用功的程度到了后来，在大三那一年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当代中国的词人龙榆生
的一个年谱，这个龙榆生为什么重要，我们接下来还会跟大家讲，做他的年谱做了这么一个研究，然
后这个研究呢居然让北大的教授以为是一些青年教师的作品，没想到是个大三学生的学期论文”事情
是：到张晖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
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
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
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
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
，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关于
《无声无光集》其为【六合叢書 一辑】之一！全9册 ：高峰楓《古典的回聲》； 張治《蝸耕集》 ；高
山杉《佛書料簡》 ；呂大年《讀書紀聞》 ；張求會《陳寅恪叢考》 ；劉錚《始有集》 ；艾俊川《文
中象外》； 胡文輝《洛城論學集》 ；张暉《無聲無光集》。 丛书作者大都是如今風頭正健的中青年
學者，或者說是讀書人。因為他們很多並非專職研究人員，大都屬於胡文輝所謂“業餘”學者。也正
因為如此，我們才發現這套書的文章都很好玩。當然，這裡頭的文章也並非遊戲文字，很多都是認真
的考證文章，發覆之作與解蔽之作並存。《无声无光集》共收文章二十二篇，都是近几年作者在《读
书》《文史知识》《南方都市报》都发表的评论或学术观点、研究点滴。这些文章，学界给予评论为
：绝大多数为学术书评，不仅评骘允当，往往还能深入腠理，片言解纷，是张晖学术成绩的重要方面
。还有不少文章未被作者录入本集，请查阅笔名“闻幼”的遗稿。“闻幼”之第一篇书评，为《沉迷
于细节的〈晚唐〉》，对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著作《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 860)》提出
了批评意见。张晖提出，“《晚唐》一书在宏观视野和全局把握上似乎远逊于早前的《初唐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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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这应该是作者过分沉迷于细节所导致的”。张晖依据英文原著立论，提出的见解相当深刻
，非行家不能道。这篇文章在张晖的学术书评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持论平允，不故作惊人之语，另
一方面，不因为所评的对象是权威或名家而守不住立场；尤为难得的是，总是宏观判断辅以微观解析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对于本集的装订，张君也有一言。“校阅完了《无声无光集》最后的稿子，
和爱人张霖略微牢骚了句，说自己近来出的两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为什么古典学术的书封面一定要
这样？他喜欢“洋气”一点的。”不过我们看见亦然素谈！2012年可说是张晖书评写作的高峰时期，
评论的对象包括朱季海《初照楼文集》、《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
《陈匪石先生遗稿》、王文生《诗言志释》、《傅斯年遗札》、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村上
哲见《宋词研究》、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邓之诚文史札记》、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
》、严志雄《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吴小如讲杜诗》等。张晖的博闻多识，在这些书评
中得以充分发挥作用。还有未发表的，比如2012年岁末，《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策划“赞弹榜”
的年度特刊，向张晖约稿。张晖慎之又慎，只推荐了《杨宾集》一种，而于“弹”的方面，特意为编
辑写了一段针对宇文所安新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的短评，但表示思虑恐有未周之处，并不
准备发表。现将这段评语抄录如下：如同《初唐诗》、《追忆》等著作一样，宇文所安的这部书在美
国同样获得了很多的赞赏。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这部书带来的巨大困惑却是早前的《初唐诗》等著
作所没有的。《初唐诗》等书对古典诗歌尽管有不少误读和常识性错误，但拿捏的分寸尚属恰当。《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经典文本的认知。其实《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
》的总体论述并不是说没有道理。宇文所安刻意强调我们现在所见的早期经典的样态并不是经典诞生
时的样态，而是经过后代编纂而形成的，编纂时则有政治权利、文学意识等诸多后起因素在其中发挥
作用。假如话讲到这里，自然是有十分道理而让人信服的。但宇文所安在论述的过程中，夸大了中国
传统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夸大了古典诗歌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否认了传统学术自刘向、刘
歆父子以来的严谨求实的“校讎”传统⋯⋯这些，都是较为熟悉中国传统学术的读者所不能理解的。
在今日汉学对于本土学术、传统学术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中国读者对于此书的不满意很难通过
平等的对话加以完整、全面地表述，所以便做一些情绪化的发泄。这是令人叹息的。在短短的论评之
中，亦可见张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所在。我们看《无声无光集》第二篇《唐诗中的“酒价”
》也可以感受到其研究的侧面与不惟重古的方式。历史长河，长河历史，浩瀚文卷，尺牍充栋！千年
以来，文笔刀刻，多少修改在日间，多少润色在月晕。星移斗转，境变人换，岂能要求“历史”皆真
实，又有谁能幻化“真实”为历史啊！就算离开我们当今不远的汪伪时期、十年x革时期，又可以有
多少真实变为历史，又能多少历史是真实。（本集第九章就有考据、有感叹与循迹。另，张君指明有
，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所
以，充分质疑，且考且据，通达隽语，史为今用，算是上乘吧！另，梁文道诠释张君的价值曰：这就
是一个常常在想到的做学问是为了什么的一个年轻学人，他自己常常想这个问题，他大概就发现在这
个没有声没有光的世界里面，他觉得对他个人而言，能够活的有意义的就是做这个文集里面的东西，
而这个文集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呢，里面有一些文章我们一看就会发现，其实他真的是在探索一些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新的范畴，而这些新的范畴又跟今天很多搞理论的人不一样，许多从理论出发的
人也许欠缺的是一个扎实的古典基础，但是张晖却是先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才回过来进入一个当
代的各种的文学史研究的新观念新理论的范围，于是出来的结果就相当精彩，比如说这里面第一集谈
的就是他对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比如说其中开篇第一篇，就谈中国的诗史传统，诗史是什么，
我们之前给大家在讲杜甫的时候，也许大家就知道，但是在这里张晖更加关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后来
主要围绕着杜甫形成一种就是拿诗当史的这么一种批评观念，这种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觉得这
个问题特别有趣，因为他慢慢的变成一个大家凭借一首诗是不是好诗的标准，居然是看这首诗够不够
的上反映或者记事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又或者甚至把诗完全变成一种史料来看，这
种看法会不会使得我们忘了诗始终有文学的一面，或者忘了诗有自己其他的文字体裁上面的限制，或
者是他自己的一些氛围在里面。其他更多评价，我想读者应该从《无声无光集》自己获取，若能点燃
一些余光，无疑有益国文，有益国人。当然，我的上述言论，都是文史、考据门外汉的胡言乱语，看
张君的文字，尤其集中文字提及的历来大腕、顶尖的缜思细考，我都茫然无知，暗夜伏地。中国的学
问，在学界，确实深邃！感叹啊！多一些张君，多一些高华老师，多一些大众正史，是多么需要和急
迫啊！尤其，大学为西学，大学为文凭，大学为官院的当下；这里再摘录本集第十六章《文章之道与
思想表达》P128一段，做结：熟悉古典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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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五四以来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模式已逐渐僵化，从问题到方法论，已需要全面的推陈
出新。另一方面，古典文学研究的门户日益狭窄，受到“文学”框架的束缚，学界长期在所谓的文学
研究中自说自话，很难培育和生长出较为重要的理论思考。刘宁一定是敏感地意识到了学界目前的困
境，试图打通学科间的壁垒，提出新问题，并试图给予回答、解决。 是啊！再看一段张君好友追忆文
的描述。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
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
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
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
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
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
：“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您颇为
感叹吧！《无声无光集》为何是“无声无光”？其实就是说到其中一点他说他住的地方附近，有个50
米高的慈寿寺塔（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渊潭乡。清光绪年间寺废，仅存塔），这个塔是明朝的时候建的
，过去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铃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
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碎成无声的沉默，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
的石塔，我日复一日的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
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
光的夜与昼。----无声无光，于无声无光处，其于无声无光处！其人：天妒英才！张晖，(1977.11
—2013.3)，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2006)、台湾“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2008-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 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
秘书长。大学三年级即出版《龙榆生年谱》，后又有《诗史》、《中国诗史传统》等，编有《量守庐
学记续编》，《无声无光集》为其遗作。同乡、同龄、同蟹～～惭愧，张君文字，我读来一知半解，
恍若盲人啊。关于张君具像描写，有一篇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就是他的好朋友维舟，一个非常重要的
书评人，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平生风义兼师友》，大家可以参考！维舟文笔之下，二个岛居少年，跃
然纸间。比如“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看到此句，喷水大笑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3/24/content_1827381.htm关于张君之死：梁文道评述其“大家都
看好他，这是个大有前途的一个青年学者，非常非常的刻苦，但是居然急性白血病死的那么早，而他
死的那么早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生活压力太大，精神压力太大，一个人要照顾已经不在工作的父母，养
着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孩，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副研究员他的薪水就三四千人民币一个月，如
何去撑起这一大家子呢，在今天其实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多大学教授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有些学者甚至
十分的风光，赚钱赚的很多，但是我们忽略的是其实还有很多像张晖这样子二三十岁的一些青年学人
，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很良莠不齐的品性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的人物，我们也都见的多了，但是也有像张
晖这样子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刻苦非常认真要做学问的人，而且真的是做的好的人，但是他们永远就在
这个学术金字塔或者学术动物园里面是放在一个被猎食者的地位，等着可怜巴巴的机会，踏踏实实认
认真真的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写得冷酷而现实，目视房价百万起，几人胸中百万兵！大概对于张君
而言，最好的时节是“那时则去香港科技大学师从陈国球先生，那里的学术环境也很单纯，在香港的
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并非不重要的是，物质上也空前缓解，因为那时他每
月有一万五千港币的奖学金。”当然，其疾患，或许也有心因吧。好友维舟追忆道“在北京的这最后
三年，他过得并不轻松。他虽然也做古籍校点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献整理功力，可他
却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
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作为一个自幼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自己遭受到的误解难以超
然，相反，他内心久久难以平息。”无声无光的现实和有声有色憧憬，或许现当下，还是太远，尤其
对于年轻、资历浅的张君而言。最后，好友曾诚选了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D 956)第二乐章作为他
的哀乐。那写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哀伤的一生中的坎坷与幸福。天才的舒伯特在31岁时早逝，去世前
一年里，他谱写了其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首弦乐五重奏。临终前的舒伯特说，“属
于我的音乐，可惜没有时间写出来。”好友维舟道，“张晖会喜欢这首曲子的。”关于高华老师：张
君特在本集中第十章《怀念高华老师》，阐述其作为南京大学当年一生，与高华老师之故，之交，念
及师生情谊与谈古论今，多叹息亦深念。文末赞：高华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以他的才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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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人格，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给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继续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勇敢前行。另，他
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
、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
名学者，竟然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
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
叹息一声，张君落笔一年后，也追随其师而去，独留下我们在“冰冷的世界”念忆！祝张君在那边和
高华老师，可得真谛！附：记录下我自己学习高华先生的只言片语。2年前，当高华先生故去，世间
纷传各类的时候，被推荐和自己搜寻，看了些高华老师的东西，未动笔有记录。今次一起了结。关于
学习历史：先看张君好友回忆文中一段“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来了一句：“历史毕竟还是浅。”在
他看来，人最深的感情还是得以文学来表达。何谓文学？一切文字皆可为文学，但具文学性才能深深
地展现人性。文学不是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乃是弥漫于文字世界的一种方法。”我目前的历史观是
：史为今用！以历史为鉴镜，求人性之根本，达社会本源道。为谋生、为谋事、为谋业，立参照，树
尺度，冀得艰险中一坦！因此，我只是实用主义，有很大概率最后衍化为无用主义。张晖也曾多次提
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张晖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说，张晖初到香港时
，曾因为两地学风差异，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他爱逛书店，泡图书馆，而且对学问有着整体
性的掌控。他觉得张晖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熟悉课题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一个大学问家。“我们的
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陈国球认为，在古代文学专业做学问是很容易成为书斋式学者的
，但张晖显然不是。他很像一些西方的学者，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
。
6、唐诗中的酒价 《玉壶清话》是北宋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书中第一个故事就
是关于唐代酒价的：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闲。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
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
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
曰： ‘...
7、今年三月張暉的去世，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震動。海濱兄以為張暉之死於其之家
人固是極大痛苦，而於其本人則未必非善，此則他人難言之。張暉之遭際，固一大事因緣，有天命存
焉。同爲青年學人，雖不在高校或研究機構，亦不免心有戚戚焉。然而，我對持續一個多月鋪天蓋地
的“消費”卻有些不滿。張暉確實有才，但讀罷此書，我卻也不覺得他有多麼有才，有多麼超出倫輩
。我所認識的與他年紀相仿的人之中，就不乏比他高明的學者，至少不比他差的也不少。我以為對他
的“吹捧”過了。現在，在一波頌揚與歎惋的激情漸漸消釋以後，有些似乎是“刺耳”的話或許可以
表達而顯得不那麼“不合時宜”。學歷史學的人基本都知道，一個人去世以後，由親戚故舊所撰寫的
行狀、墓誌銘以至神道碑、國史傳，往往有爲親者、尊者諱的情形，這就常使得人物的形象表現得相
當完美，即使有不足也是白璧微瑕。但與同時代“他者”之紀錄相對比，其間恐怕不無矛盾之處。綜
合來看，人物之形象便不那麼“清晰”，甚至會使人困惑。但透過這些記載的歧異，這種複雜性卻恰
恰顯示出一個活生生的人之不同面向，反而更能貼近其人。到了近代，傳播媒介更加多元，也有更多
的人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在眾聲喧嘩的背後，充斥著意識形態、話語權等等的爭奪與博弈。即使不
提到那樣的高度，人們也往往出於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視角觀察他人與世界。就“張暉事件”來說
，即有很多人在借題發揮，譴責體制對於體制內青年學人的摧殘。學人早逝，之前即有，之後不久也
有，但張暉尤為引人注意。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他年輕有為，才30出頭，另一方面，也由於維舟等人
對他的“塑造”，使得人們更痛惜於“天才”的英年早逝。在維舟的筆下，張暉是個相當純粹的學者
，讀之令人動容。他所說之真實性究竟有多少，我不做過多地懷疑。但通過其他的記載，我卻覺得張
暉並沒有那麼單純。與張暉同處社科院文學所的楊早在訪談中曾提及，張暉對於每年一次的年終述職
非常重視，還特別勸即將外出訪學的楊早留下來述職之後再走，因為這會影響到評職稱。在這個細節
之中，我看到的是張暉對於職稱的重視。在現有的體制之下，職稱與收入掛鉤，與機會掛鉤，乃至與
學術地位掛鉤。以前某位老師是副教授時向某期刊投稿，編輯得知其職稱後直接拒絕；後晉爲教授，
該編輯竟主動約稿，其間之差別與冷暖不難窺見。張暉身處體制之內，求職稱之晋升似無不妥。但他
對此過於看重，其病逝與此壓力不無關係。在我個人的私見，講師如何，副教授如何，教授又如何？
有學問與否與職稱無關，若真心追求學術，吃得甘苦，一輩子講師又如何？不為人認可又如何？學問
是自家事，是天下事。百年以後，自有公論。大浪淘沙，惟真金可得存。另一方面，在此書他回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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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的文章之中，高先生曾對他說“北京住長了，容易讓人長袖善舞”。高先生看到或是聽到了些什麽
，我們不清楚，但通過張暉這些年的個人活動，卻可窺見他並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爲各種報刊寫
稿（其中不少恐怕都是“人情稿”），組織各種活動，他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學術圈”。所謂“學
術圈”，並沒有多麼高不可攀，也很好理解，就是通過開會等方式，聯繫更多的學者彼此認識，然後
彼此提供機會，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圈子”。能擠進過去已有的圈子或是創建新的圈子並為人所認
可，便可以算是“學界”中人了。這與一個人學問之高下是全無關係的。以前bbs上看過某版盛讚一首
新詩寫得好，有人調侃說我們也可以把版上隨便某位的作品捧成“佳作”。學術圈其實也有相似之處
。而這樣的“學術圈”，我並不覺得與真正的學術有什麽關係。曾在與旭輝兄的郵件中討論及張暉之
事，其中言道：“弟之志，在吾華夏文化生命在當下之暢遂，而渙齋師嘗言，此必自一身生命之暢遂
始。莊生養生之旨，形體固不足計矣，遑論聲名外物？張暉兄每不免爲生計所迫，然不知其能否外物
而上通於天道。若知天命之在己，則物不足與計焉。雖通權達變，與時消息，而道固在己，顏子之樂
不難至矣。若長鬱鬱不已，則未免落於下乘。此弟姑妄言之，而益堅素志而已。”海濱兄所謂學問之
第四重境界，有志者當勉之！2013年7月9日
8、唐诗中的酒价 《玉壶清话》是北宋的一本笔记，里面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书中第一个故事就
是关于唐代酒价的：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闲。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
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
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
曰： ‘...
9、初讀張暉文字是高華先生去世不久，網上紀念文章不少，張暉也寫了一篇＜＜怀念高华老师＞＞
一文。當時草率了了不甚在意，只記得高先生善意提醒學生在京城住久了，容易長袖善舞等數語。後
再讀其文己是張暉因病早逝某報刊載了其一篇演講，大嘆！前几日，遇堂兄在微信上發了篇讀書札記
，便也尋了本無聲無光集來讀。今早醒來便看到此時，掩書不免再感慨一番。張氏說古典，遠不同苦
水先生名士派頭瀟灑，近不合張宗子一池疏影碎葉點點。他依是學院作風扎扎實實朴素論詩鑒史，几
近汪荣祖，如中國的詩史傳統等文。評點人物如黃季剛龍榆生等也是循其學術文化脈絡逐一展，其中
對黃侃帶學生一節著墨甚重，＂死而不亡者壽。學有傳人，亦屬死而不亡。＂斯人已逝，唯留其文以
作念想。特此记。又：張暉與我同歲，時年三十六。
10、入手多时，近日终于有空将它读完。从维舟写的文章中开始得知张晖的名字，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谈论他。我也一直从心底里敬佩这个人。作为一本随笔书籍，该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是有关中国古代
诗歌当中作者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第二辑是对于几位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还有一篇怀念高华老师的
文章。第三辑是作者对于几部文学书集或者的古典文集的看法和批评。第四辑则是与几位学者的访谈
录了。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与自己在香港念书时的导师陈国球的对谈。可以看出，张晖也在一直寻找关
于文学的意义。他的怀疑超出了个人生活层面，而是文学或者学问对于整个社会国家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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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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