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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 

他出身豪门大族，却愿纵情山水，隐居不仕。在四十一岁的时

候，拗不过朝廷征召，不得不出来做官，成了有名的“风流宰相”。

然而，他的一生却绝不是风平浪静的……东晋时，有这样一个人，在

二十岁的时候，朝廷就召他做官，他婉言谢绝。随后的七八年中，朝

廷又多次征召，他还是不为所动，以至于被宣布“终身禁锢”。 

他醉心于山水，融身于自然之中，美丽的韶华在如痴如醉地惬意

中潇洒地度过。饮酒吟诗，呼朋唤友，与天地同乐，畅快淋漓。 

然而，在他四十一岁的时候，还是朝廷让步，请他做官。他出任

后仅仅十四年就当上了宰相。几年之后，就总揽朝政。隐就隐得潇

洒，仕就仕得显赫，实在令人羡慕不已，他就是被称为东晋“风流宰

相”的谢安。 

公元 320 年，即东晋元帝太兴三年，东晋建立已经三年了。尽管

晋元帝司马睿的才能和声望一般，统治国家得靠王导等士族人物的扶

持，而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严重，东晋境内叛乱也不时发生，然

而，毕竟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有一些新的气象，从总体上还是有一

些生机和活力。士族、平民生活较之以前的战乱相对安宁了一些。 

时值春季，大地复苏，嫩嫩的小草悄悄地钻出地面，树木也在慢

慢地抽着新枝，秦淮河仿佛霎时变得清澈透明，整个世界都呈现出一

片片绿色。 

建康城更是热闹纷繁，昔日三国东吴的都城如今已成为东晋的京

都。秦淮河上的朱雀桥、文德桥和来德桥上的人群川流不息。这时的

建康已成为江南第一大城市，成为东晋政治文化的中心。其中商业尤

其发达，城中有四个大市，秦淮河北岸有一个大市，小市十余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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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人群中不乏推车担担的商人，然而更多的还是去踏春的，这已

是许多年留下的风俗，人们争相在这个季节去郊外，去钟山、清凉

山、覆舟山、鸡笼山等处游玩，呼吸清新的空气，品味这浓浓的春

意。 

朱雀桥不远处，有一条相当繁华的街巷，名叫乌衣巷，车水马

龙，门庭若市。这一带住着许多的达官显贵，所以呈现商市般的景

象。这其中便有谢氏家族，谢氏的祖籍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307 年，随司马睿一起南渡，来到建业(后为避晋愍帝司马邺名讳改

名为建康)。如今在此已经十三年了。谢氏家族不仅站稳了脚，而且

不断地兴旺、壮大。谢宅与其它贵族宅院相比，豪华程度为中等以

上。院内种有冬青、松柏、垂柳，鸡冠花正含苞待放。黄昏时分，主

人谢裒从朝中回来，推开门，便有仆人赶过来。面带笑容：“恭喜老

爷，夫人刚生了一位少爷。”谢裒顾不上礼节，飞快地跑到上房。夫

人半卧在床上，脸上带着幸福、舒适的微笑，旁边躺着一个婴儿，此

时已入睡了，粉红色的小脸显得非常的健康、可爱。谢裒高兴得手舞

足蹈，进屋就想抱孩子，谢夫人用手把他轻轻按住：“孩子睡觉了，

不要惊动他。”谢裒这才坐下来，仔细端祥，脸上洋溢着笑容。谢裒

十分喜欢孩子，虽然已先有谢奕和谢报，这是第三个儿子了，但在春

意融融的季节，他又得子，心情是十分畅快。谢裒特命管家拿出一些

钱，赏赐府中奴仆及婢女，谢裒见这个孩子不哭不闹，十分安静地睡

觉，于是便给他起名为谢安，字安石。 

据说谢氏远古的始祖是周宣王时的申伯，被封于“谢”地，后来

失掉爵位，其子孙后代便以“谢”为姓。谢安的曾祖父谢缵在曹魏时

官至典农中郎，主管屯田地区的农业与赋税，地位大致相当于太守，

并不算显赫。谢安的祖父谢衡在西晋时被称为“硕儒”，娴于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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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礼制。其最有代表性的职务就是国子学祭酒。国子学是晋代全国

最高学府，以儒学经典为教材，以贵族子弟为生源，以培养官僚为宗

旨。 

在茫茫史海中，甚至在谢氏家族中，谢衡都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

人物。然而，身为“国师”的硕儒谢衡，甚至管教不了自己的亲生儿

子，使他流为庄老浮华放荡的“达士”，并且转而开启了子孙后世的

门风! 

谢衡共有三子，谢安的父亲谢裒排行老二，伯父为谢鲲，叔父为

谢广。从谢衡以后谢氏家族再没有人好儒学了，庄老玄学成为家庭信

奉、谈论的主题。开启者便是谢鲲。这种名士家风对谢安的影响非常

大，后来他成为江左风流宰相与此都是分不开的。 

魏晋时评论一个人，特别注重人的风度和神韵，据说一个人以后

能发展成什么样，小的时候从这两个方面就可以观察出来。贵族家孩

子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谢安生就眉清目秀，皮肤白皙，身体很壮

实，即使玩耍时也一招一式，蕴含着风采。那双明亮的眼睛透出他的

聪慧。谯郡(今安徽毫县)的桓彝，和谢裒的关系不错，一次，他到谢

裒家做客。过了一会儿，年仅四岁的谢安走进来，对着谢裒说：“父

亲，我把书看完了。”这个年龄就开始读书，令桓彝有些惊讶。他问

谢裒：“这是几公子呀?”谢裒有点自豪地说：“三儿子，谢安。”

桓彝放下筷子，正视谢安，看了许久，转过身来，不住地赞叹道：

“令子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说得谢裒喜笑颜开。王东海也

就是王蒙，比谢安年长十多岁，容貌标致，行为放达，自己也为自己

的容貌发现感叹，曾经对镜自赏：“王文开竟生下如此漂亮的儿

子!”王文开是王蒙的父亲。如此评价在士族中传开去，许多人都知

道谢裒之子谢安，谢安也算小有名气。当时朝廷用人非常重视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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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气的人无论有没有才能，都可以做官。所以，谢安受到这样的评

价，为他以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谢安从此后更喜爱看庄老的

书，他的兴趣逐渐表现在谈玄上。因为他听父亲说，王东海非常善玄

理，在当时名气很大，所以谢安就以王东海作为自己的榜样，并想以

后和王东海一比高低。 

家庭中，伯父谢鲲是名士家风的开启者，谢安对他很是推崇，谢

安受到桓彝称赞的消息传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谢鲲正在豫章做内

史，听后非常高兴，专程派人到谢裒宅上道贺。他看到了谢氏下一代

的前途，看到了家族的希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曹魏开始年间

(240—249 年)玄学开始产生，之后，整个社会都把能谈玄作为一种

时尚。许多人因擅于此而发迹。同时，当时实行的是士族制度，人们

重视家事比重视国事重要，只有珍视、竭力护持家族的势力，才能成

为子孙后代的升官图和护官符，成为高贵血统的象征与标记。谢鲲当

年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完全背离父亲谢衡所走的路，苦心钻研玄学，

行为也开始放达。有这样一个故事，那时还在陈郡老家，一个春天的

下午，阳光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谢鲲从早晨就开始看书，看到这

时，有些疲惫。他想休息一下，呼吸一下外边的空气，于是把书房的

窗户打开，抻个懒腰。忽然发现对面邻居家的窗户也是开的，一个少

女正在织布，年龄约十五六岁左右，长得漂亮极了，谢鲲看着看着有

些发呆，向上伸的两个胳膊也停在了半空中。他变得兴奋起来，也不

在乎什么有“礼”无“礼”的，开始挑逗那位少女。少女脸色通红，

手中的活并未放下，还在织着布。谢鲲见其如此，又继续挑逗。少女

有些恼怒，悄悄地把织布的梭子握在手里，谢鲲还在眉飞色舞地说

着，少女冷不防把梭子打过来，谢鲲的两个门牙被打掉，满嘴都是

血。这件事在士林当中传为笑谈，说是“任达不已，幼舆折齿。”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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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字幼舆。他对此却并不在乎，也没有到邻居家计较此事，仍悠然自

得地说：“折齿算什么，又不妨碍我啸歌!”以后，依旧高谈阔论，

行为毫无收敛。 

谢鲲与王敦、庾、阮修相友善，以青年名士彼此标榜，号称“四

友”。又与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光逸共八人

被时人称为“八达”，“达”，就是在精神上达到庄老的玄远境界，

在行为上纵情背礼，狂诞不羁。然而，谢鲲的头脑却非常清醒，有时

是佯狂避世，希心方外。谢鲲曾有文集六卷。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残

缺不全的为隐士董养《元化论》所写的《元化论序》。董养曾对谢鲲

说：“知几其神乎!君可深藏矣!”意思是能够预知吉凶之兆的人才最

高明，你应深深隐遁起来避此乱世了。当时，正是长达十六年的“八

王之乱”时期。董养说后，自己就带上妻儿，提起行囊，飘然远行，

回到巴山蜀水的老家。然而，谢鲲并未效仿，他一面做着官，一面醉

酒谈玄来躲避灾祸。他对山水尤其神往。当时有个叫庾亮的名士，是

晋明帝司马绍的妻兄，与谢鲲齐名士林。司马绍当时还是东宫太子

时，曾问谢鲲：“人家都把你比做庾亮，你自以为如何?”谢鲲答

道：“如果端立在庙堂之上，成为百官楷模，那我是自愧不如；如果

论到纵意山水丘壑，我自信胜他一筹。”山林皋壤，一向是道家和玄

学名士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依归。在这方面，他们比其他学派有更加开

放的心胸和审美的情怀，有更为超越的精神。谢鲲身为达士，心仪庄

老，自然神往山水。这对谢安久居东山，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的。 

谢安五岁时，伯父谢鲲死于豫章。人虽故去，却开启了名士家

风，清言放达，怡山悦水的传统留了下来，成为谢氏家族的风尚。 

谢安每日都要在书房花费一定的时间读书，之后才随谢奕、谢据

出去玩，四弟谢万也跟在后面。谢万比谢安只小一岁，长得也非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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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聪慧过人，只是任性浮躁，善于炫耀。院中有一处池塘，荷叶铺

满水面，由塘边向里堆积有十多块怪石，延伸有丈许，宽为几尺左

右，既添塘中风景，又可在上面垂钓。谢奕、谢据和谢万都擅长钓

鱼，每次都能钓很多，惟有谢安，行动总显迟缓，当鱼把诱饵都吃掉

后，才拿起，也许他的心不在钓鱼。他更愿看的是荷叶田田，鱼儿在

水中嬉戏。 

谢安十二三岁的时候，便与其他士族子弟来往，人们看到他时都

称赞说：“神识沉敏，风神条畅”、“风神条畅”，也就是说他那聪

慧、优雅的精神面貌与气质。长到十八九岁，谢安已经成为一个善谈

玄理的青年。当年，桓彝称他：“后当不减王东海”时，他还小，不

知道王东海究竟何许人也。现在，他长大了，便想登门拜访这位自己

所“不减”的人物。一天，他来到王蒙家，寒暄之后，便开始与王蒙

高谈阔论，二人真是惺惺惜惺惺，开怀畅谈了大半天，到了掌灯时

分，方结束。 

谢安起身告辞，王蒙送出门外很远。回来后，王蒙的儿子问他：

“那位谢安到底如何?”王蒙沉吟半晌说：“后生可畏!”谢安与王蒙

交谈后，也感到大长见识，对王蒙也非常敬佩，对人说：“王蒙话虽

不多，却句句有味。” 

谢安的名气越来越大，引起了朝廷的重视，339 年，司徒司马岳

召谢安到自己府去做掾属，而谢安对此却不感兴趣，声称自己体弱多

病，不能胜任，婉言加以拒绝。这时的司徒是司马岳，司徒以前称为

丞相，丞相王导是这年七月病故的，八月就改丞相为司徒，王导生前

见过谢安，对谢安也非常器重。要说司徒司马岳和谢安还有亲属关

系，即司马岳的妻子褚蒜子是谢安伯父谢鲲外孙女。按辈分，司马岳

是谢安的侄儿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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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执意不肯做官，他离开建康，来到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宁

波、舟山一带)。这里是南中国风景点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有会稽

山、四明山、富春江、浦阳江、曹娥江等佳山丽水，这里重峦叠嶂，

激流飞瀑，奇洞幽穴，明湖秀屿，构成无数奇美的景观。许多渡江的

名士都喜欢来这游玩，流连忘返。大画家顾恺之有一次来到会稽，被

这里的景色所吸引，以致于夜不能寐，盘桓了数日后，因公务在身，

才离开去。回到建康后，对人们说：“那里成百成千的山岩一个比一

个美，成千成万的溪水一条比一条清。花草树木覆盖在山坡上，阳光

下远远望去，恍如一片片锦云，一匹匹彩霞，仿佛在天上一样，绝妙

之至，真非人间景观。”会稽的治所山阴(今绍兴)更是一座千古名

城，在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越王台、越王寨、越王

墓都成了名胜。其中还有一低平的小山，人称西施山，行人每经至此

处，不禁想起那位绝代佳人，唤起好多的憧憬。在会稽城南的会稽山

麓和平原的毗接处，一座座山峦跌宕多姿，王献之曾形容说：“在山

阴道上行走，山水之美，简直令人应接不暇。” 

谢安来到后，自然就喜欢上这个地方，索性就住了下来。他在四

明山西北的东山，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虞县西南约四十五里处，建造

房屋。房屋古朴雅致，门前种着花草，小路弯弯曲曲，通向山下。虽

为偏僻，却怡然自得。东山的峰峦高高耸立在众山之上，就像鸾鸟在

飞、仙鹤在舞一样。在房屋附近，他修了条路，还有两处亭堂：一个

叫“白云”，供白日饮酒歇息用；另一个叫“明月”，自然供晚上赏

月之用。亭堂很是宽敞，内有石桌、石椅，坐于此处，四周皆风景，

加之有酒、有菜，怎能不诗兴大发，玄言如泉涌呢。 

来会稽的有王羲之、孙绰、许询、支遁等名士，众人出则游弋山

水，入则言咏属文。这时，大书法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虽然他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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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其实也濡染于庄老。他以一郡之长的身份，为名士们的游玩提

供了很多方便。到了后来，他干脆就辞去官职，一心一意地游山玩

水。孙绰也是世家子弟，曾在会稽游放山水十多年，并作《遂初

赋》、《天台山赋》，为此明志。在幼年的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

一生都不做官，一直隐居在会稽幽究山。他以五言诗著名，被称为：

“妙绝时人”，与孙绰齐名，世称“孙许”，都是玄言诗的代表。名

僧支遁既精通佛典，又精通庄老，并且善于写诗作文，在世俗名士中

声望极高。这些人聚在一起或者寻幽青山，或者垂钓水滨，或者清谈

玄理，或者吟咏诗章，王羲之曾得意地说：“我终当快乐而死!” 

谢安虽躲避于东山，却依然有人在想他，340 年扬州刺史庾冰看

中谢安的名气，三番五次派人前来请他出仕。庾冰当时正在执政，又

是皇亲国戚，谢安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出来做官，但他仍然心不在

焉，只敷衍了一个月，找了个借口辞职回到东山。后来，朝廷又召他

去做尚书郎及会稽王司马昱的僚友，这次，他去也没去，直截了当地

回绝了。 

在谢家中，能谈玄的不只谢安一人，同辈中的堂兄谢尚、大哥谢

奕、四弟谢万也都是谈玄的高手。和谢安不同的是三个人一面谈玄，

一面做着官。谢尚放达、任诞、风流，却不乏实才与理智；谢奕纵酒

背礼，希心方外，做将军时，也没出多大的闪失；只有谢万，成了一

个败北将军，这只是后来的事。不过只因谢氏在官场大有人在，门第

兴旺，谢安才能得以肆意逍遥，不会为游资犯愁，更用不着去神为形

役，苦心劳身。 

谢尚是谢鲲的长子，生于北方，二三岁的时候，随父亲南迁到豫

章。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头脑敏捷，善于言辞，谢鲲做大将军时，经

常有一些人前来拜访。有一次一位名士当着大家的面夸奖谢尚，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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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孔子的第一高足颜回，谢尚马上应声说道：“这里没有孔子，哪来

的颜回?”语音刚落，赢得在座客人的喝彩，想不到小小年纪竟反应

如此机敏。那个时候，是一个看重语言机警有味的时代，一句恰如其

分的俏皮话，一个无伤大雅的幽默或挖苦，一个简要而充满机锋的隽

语，往往就能赢得一个名士的头衔，甚至赢得一顶乌纱帽。谢尚看来

要子承父业了。他经常去拜访大名士殷浩，向他请教玄理。殷浩十分

善于玄言，被当时风流谈客所推崇。在他的指教下，谢尚也成为了清

谈能手，经常与王导等名士兼达官清谈。他还写过一篇《谈赋》，其

中有几句是描写清谈的情状：“裴裴，若有若无。理远旨邈，辞简心

虚。”也就是说：“清谈时文采斐然，娓娓不绝，其内容似乎实实在

在，易于把握；又似乎缥缥缈缈，难以捕捉。理趣是多么的玄妙，意

味是多么的深远，语言是多么简约，心怀是多么虚静啊!”谢尚比谢

安大十二岁。谢安幼时，谢尚就已出落成一个风神楚楚的青年，一个

潇洒不羁的名士。当时人评价他的风格是：“清易令达”、“率易挺

达”、“清畅似达”。他仪容既美，又好修饰，常常穿一条绣有花纹

的套裤，更显得风流倜傥，与众不同。 

343 年，晋康帝司马岳即位，褚蒜子也就成为皇后。翌年，朝廷

下诏表彰谢尚，并擢升其为南中郎将，其他官职照旧。不久，又诏他

都督四个郡的军事，兼江州刺史。又过不久，转为西中郎将，一年之

内，谢尚一下子连升三级。 

就在谢尚官运亨通的时候，谢安到了娶亲的年龄。344 年，谢安

娶刘的妹妹为妻。刘善谈玄理，与王蒙齐名，同被推为风流领袖。其

笃好庄老，放任自然。名士孙绰曾评论他的行状是“居官无官官之

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他与谢安、王羲之关系甚密。虽然谢安仍然

无官无禄，但刘看重他的名气，两人志趣相投，故把妹妹嫁给他。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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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妹性格爽快，颇有姿色，受其兄影响，也善玄语，与谢安也算相

配。成家以后，谢安有时索性带着妻子一起去东山，甚至几个月，双

双游玩于山水之间，好不惬意。 

谢安的大哥谢奕比谢安成家早五六年，谢安成婚的时候，谢奕的

长子谢玄已经两岁了。谢奕本人放诞不羁，很早就在士林中有名气。

谢奕嗜酒，酒量很大，喝起来酒来不拘礼节，对上级也不在乎。谢奕

做过安西将军、豫州刺史，于 358年病故。 

谢安四弟谢万是令谢安最担心的。谢万喜欢张狂，在士林中虽也

有声名，但名气远不及在东山栖迟的谢安。当时有“攀安提万”之

说，也就是说必须攀登才能达到谢安的高度，但在攀登中又可提拉着

等而下之的谢万，因此可知他比谢安还差着一大截子呢!谢安深知这

位四弟任性浮躁、华而不实，故在谢万任吴兴太守时，谢安也跟他来

到郡中。因谢万喜欢晚起，贻误了不少政事，谢安常常一大早就来到

他居室门前，硬是把他从梦乡中唤起。 

虽然谢氏家族中的人相继出仕做官，但因其根基不深，势力也不

太显赫，所以还是不免被人所轻视。有一次，在建康，名士阮裕来拜

访谢安，恰巧谢万也在座，他一向随随便便。当着客人的面向谢安索

取便器要小便。阮裕见他毫无大户人家的修养，当场轻蔑地说：“真

是新出门户，十分无礼。”还有一次，谢安和谢万外出经过吴郡，谢

万提议顺便去拜访琅王氏子弟王怡。谢安深知不会受到礼遇，坚持不

肯前往，免得自讨没趣。谢万不听，只好独自前去。王怡看到谢万来

访，面目毫无表情，只是陪谢万在厅中略坐片刻，就起身走入室内。

谢万心中暗喜，以为王怡将厚加款待，谁知等了很久，王怡才披头散

发地出来，原来他刚刚洗过头。他抬起眼，看谢万还没走，也不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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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只是坐在阳光下晒头发，态度高傲，全无招待的意思，谢万只好

尴尬告别。 

谢万讲究举止神态，特别留意衣饰，喜欢标新立异，头上常佩戴

着白纶布，风流潇洒，不同凡俗。他的岳父王述也是一位世家子弟，

因在士林中知名较迟，所以有人说他“痴”。谢万有一次去拜访他，

头戴白纶巾，乘着平肩舆(一种由四人抬扛的轻便轿子)，不用通报，

径直进入前厅，对岳父大人没头没脑地说：“都说你痴，你真的痴

吗?”那时名士对于长幼之礼不很严，有的儿子甚至当面直呼父亲的

名字，所以王述对此并不生气，倒是很欣赏女婿的直率脾气，悠然自

得道：“我哪里是痴，不过是大器晚成而已”。谢万精通“四本

论”。“四本论”是魏晋名士清谈的重要话题之一，辩析人的才能与

性格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共有四种看法，有人认为二者相同，有人

认为二者相异，有人认为二者相合，有人认为二者相离，故称“四本

论”。有人曾向谢万请教这“四本论”，谢万讲得滔滔不绝，头头是

道，非常精彩。 

345 年，喜用名士，长于玄言的会稽王司马昱一当上丞相，就立

即请谢万等名士为僚属。于是谢万走马上任了：头戴白纶巾，身穿鹤

裘氅，足登木底鞋，与司马昱相见不谈政事谈玄虚，并且整整谈了一

天。年仅二十四五岁的谢万踌躇满志，好不神气。 

348 年，朝廷吏部尚书范汪举荐谢安作吏部侍郎。吏部是主管人

才选拔和官员升迁的机要部门，吏部侍郎是吏部尚书手下最有实权的

官职，谢安对此却无动于衷，毫不感兴趣。他写了封短信交给官差，

陈述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要继续隐遁的决心，又比较委婉地加以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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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数次召谢安去做官，谢安三番五次加以推托、搪塞，根本就

无视朝廷和权贵的旨意，于是，有司启奏朝廷，宣布谢安被“禁锢终

身”，终生不得起用。谢安听后，并不介意，只淡然一笑，倒觉得从

此省了许多麻烦。于是回到会稽，打算一生永远和山林鱼鸟为伍。有

的时候，他独自来到深山，走累了，就坐在一块流水环绕草木掩映的

山岩上，远离喧嚣的尘俗，静听溪水淙淙，鸟鸣嘤嘤，树叶喁喁，不

禁悠然遐思，猛地想起远古那位轻辞王位的高尚隐者伯夷，自言自语

道：“此情此境，离伯夷何远之有!” 

无论别人在官场上怎样明争暗斗，或升或降，都与谢安无关，他

决心做一位隐士，沉浸山水风光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没有约

束，没有限制，煮酒吟诗，来去自由。 

东晋的士风比西晋是有所变化的，从露骨的放纵任诞转向了精神

上逍遥自适，表面上并不公然无顾忌地冒犯“礼”，践踏“礼”，但

实际上对“礼”依旧漠不关心。这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放达，人们

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逍遥。那种粗鄙放肆的纵酒裸体逐渐被“雅人深

致”所代替。“放达”更加内向化、文雅化了。谢安逐渐成为这种士

风的典型代表。 

谢安多才多艺。他整个一生都酷好音乐，善于弹琴。他经常使用

的一把呜琴保留到后代。这和其堂兄谢尚有些相似。谢尚精通数种乐

器，并且能边弹边唱。据说，有一次桓温请他弹筝，他理好筝弦，调

好音，眼望着窗外高远的天际，那时已是深秋，树叶飘零，寒雁南

归，他想到流光人，岁月易逝，便弹出一曲《秋风》，随口唱道：

“秋风意殊迫!……”谢安还会跳舞，曾在宴会上为人跳舞助兴，不

仅如此，他从小就练就一手好字，善于写行书，大书法家王羲之看后

都不禁发生赞叹，称谢安为“解书者”。除此外，谢安对绘画也颇有



13 

 

研究，鉴赏水平很高，他十分赏识当时大画家顾恺之的画卷，说是自

有苍生以来所没有的。当时人称顾恺之有“三绝”，即画绝、才绝、

痴绝。他在绘画中改变了汉魏以来古拙之风，特别着重在表现画中人

物的神情，因此点睛成为传神的一种重要手段。 

谢安在士林中的名气越来越大，一方面是谢家逐渐成为一个颇有

声望不可小觑的“门户”，另一方面，谢安几次被朝廷征召，又几次

加以婉拒，不去应召，名声也就越高。加之其多才多艺，能言善辩，

风流倜傥，慢慢成为人们爱慕崇拜的偶像，甚至处处模仿他举止行

为。 

他有位同乡原为中宿县的县令，后来被罢免官职，临行时来拜访

谢安。谢安请其落座。客人因官场失意，情绪自然不佳，谈不上几

句，心情显得越加沉重，脸色通红。谢安问其回去的路费够不够，那

人囊中羞涩，原来是来谢安处“化缘”的，不过他还有五万把派不上

用场换不来钞票的蒲葵扇。谢安微微一笑，让他暂住几日。第二天便

从中随意拿一把蒲葵扇，与人谈论时总握在手中，看上去十分的潇

洒，由于他的威望和名气，使得士人们争相打听、购买蒲葵扇，于是

那位老乡蒲葵扇的价格上涨数倍，他五万把扇子全部出手，不仅解了

燃眉之急，还发了一笔小财，乐滋滋地回家了。 

谢安虽然生长在南方，但其祖籍是在今天的河南省，父母都讲河

南话，所以，谢安深受影响，讲话时仍带一口比较浓重的乡音，加上

他还患有鼻炎，声调就更浊了。凑巧的是，据说他用这种声调作“洛

下书生咏”，听起来有一种特别优雅的风韵。于是众士人竟相效法，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鼻炎，发音很流畅，难以产生那种特殊的味儿，为

了学得像一些，只得用手捏着鼻子讲话。可见，当时士人仿效谢安的

风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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