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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王充闾的庄子世界》】

序言《王充闾的庄子世界》

丁宗皓

过去还没有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这是一位哲学家说过的话，

描述了历史传统中文化意识的潜在性和连续性。此话意涵丰富，意味深

长。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价值体认的迫切性始终存在，即人要得

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答案。有了这个答案，个体的精神才获

得了归属感，获得了存在的依据。而这个答案存在于现在，更存在于过

去之中。文化意识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它在时间中滔滔而过，以当下的

面目向人们呈现，其中虽然有时间的段落，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了解历史文化传统，才能使自我体认成为可能。人是一种文化的存

在，既活在当下，又活在历史之中，我们所描述的民族的精神血脉源源

不断、生生不息，就是这样一个情态。这种精神切割不断，任何割断的

想法都很可笑，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

但是，历史文化传统，容易被漠视，也往往容易被视为不存在。历

史文化传统的记忆性，在激荡的时代潮流里，面目容易模糊而残破。但是，

即便如此，它在每个人的生命基因里都完整地保留着，并时刻产生着影

响，掌握人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也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纽带

和肌理，掌握着现实社会。如果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在精神上失去了依

据和参照系统，自然会陷入比痛苦还可悲的茫然。这就是和历史文化传

统之间失去联络的真切感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失去故乡。

历史文化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生命个体是时光中的瞬间，

相当文化传统，在这种巨大的时间差异里，个体生命恐怕瞬间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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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传统却是由个体生命的思想和精神堆积而成的，构成一个立体、

丰富细致的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中“天下”这个

概念的全部含义。

有文化自觉的生命，都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的维护者和创新者，先

贤如此，后来者复如是，才推动了文化的进步。近代以来，在迈向现代

社会的艰难步履中，文化自信的匮乏，几度将历史文化传统送上审判台。

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精神身世，审判导致这一传统的

整体性被破坏，虽然形象模糊，但仍然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统摄我们

的日常生活。因此，文化重建是中国一个重要而沉重的命题，它全部意

涵之中，包括让我们再次和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相遇，这是一次人和故

乡的相认，也是一次文化思想的还乡。

就文化重建的话题，作为一个记者，我曾经专门采访过王充闾先生。

对王充闾先生的创作，我总体上理解为，他是以散文的方式做历史文化

传统的梳理工作，他对历史的残章断简，擦拭清洗，连缀阐发，在这项

工作中，个人经验和情愫，化成对历史文化深刻理解，深深投射到文字

中间。我认为他所从事的，就是以一个作家的独特方式进行着文化重建

的工作。《逍遥游——庄子传》一书，是他散文作品中，以一个人为叙

事对象的创作。《逍遥游——庄子传》所叙述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自由

精神，也是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无限生命里的“游”的精神。而在现代语

境中，自由精神似乎与这个历史文化传统毫无关系。他要说的话，在中

国文明的深处，在这个世界上最早具有理性精神的民族深邃的心灵里，

自由已经不是概念，而是民族的心灵实践。说出这一点，不是要证明“人

有我有”这种简单类比的成立，而是指出始终连接我们精神的丝丝缕缕，

它的源头所在。开卷诵读，我们终究会回忆起自己的文化身世。

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世，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当下，如果找不到

一个能够皓首穷经的人，历史文化传统的河流就会中断。王充闾的创作

活动，始终被关注，这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会产生寻找精神故乡的冲动，并最终重新爱上她和这项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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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逍遥游——庄子传》这本书，因为上述的原因，引起

了众多人的关注，于是就有辽宁、北京、西安、黑龙江、甘肃的一些学人，

就此写了多篇评论文章，发表在许多报刊上。是一直关注充闾先生创作

发展的向峰老师，搜求编纂，蔚然成书，成为这样一部足为庄学增厚，

更助《逍遥游——庄子传》传播的《王充闾的庄子世界》。按照向峰老

师的要求，我说了上面的话，算作序言。

� 2014年11月20日

� (丁宗皓：辽宁日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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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黄留珠

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创作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 是一项重

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由著名作家王充闾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以

下简称《逍遥》），即这套丛书首批推出的 10 种书之一。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庄子是与老子齐名的思想文化巨匠，世称“老庄”。

《史记》虽然没有为庄子独自立传，但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却附以庄传，

且字数超过了老传的 1/2，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

后人再作庄子传，大体很难突破史迁的藩篱。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热新

推出了若干部确乎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庄子传，不过，这些庄传或为传记小

说，或为编年纪事，似缺少纪实性的文学传记类作品。《逍遥》一书的面世，

应该说正好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拜读《逍遥》全书之后，首先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充满激情热情、倾注全

部心血乃至投入整个生命去写作庄传的态度和精神。作者自述，幼时即开

始读《庄子》，所谓“自束发受书，展卷初读”是也；直到接受《中国历

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的安排，撰写庄子文学传记，已经过去了半个

多世纪。在漫长的数十年间，作者读庄、识庄、解庄、爱庄、崇庄，向往

以庄书为“善药”疗疾的名士，“充满了感情，倾注了心血”，当受命作《逍

遥》后，更是“重新把卷研习，心推手记”，对于庄书的章节字句、义理辞采，

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认真的“考究”。他“日夕寝馈其中”，

“心无旁骛，亦未敢稍有懈怠”，终于完成了洋洋乎 36 万言的《逍遥》一书，

从而将浓浓的庄子情结与读庄的心得面对世人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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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汇报”。

当然，作者的写作态度、撰著精神只是外在的东西，而该书实体内容

的精彩，应为更重要的一类。依我之拙见，全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有两

个方面：一是视角新颖，视野开阔；二是文学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结合。

所谓的视角新颖，是同该书对庄子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的。全书的第

一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该章伊始，作者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写道：

我们的传主庄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辞典的界定，应该是“战国时期伟

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这种定位，无疑是很完整、很规范、很

标准的。不过，如果再个性化一点儿，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

人哲学家”。

将庄老夫子定位为“诗人哲学家”，是否乃《逍遥》一书的首创？笔

者未遑详细考证，不敢骤下结论；但这样的提法的确很新，应该不容置疑。

也许正因为提法太新，作者担心读者难以接受，所以紧接着便对“哲学与诗”

的关系做进一步诠释，并借用西方哲人的说法，指出“只有诗人或者艺术

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而在以后各章节的叙述中，作者又反复论证“哲

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哲与诗联姻”诸问题，反复强调《庄子》其书是“散

文诗”或“诗性化的散文”之特性，反复指明庄子其人的“诗意语言”“诗

性智慧”“诗性叙述”以及“诗性生命哲学”，等等。总之，在“诗人哲学家”

的全新定位下，作者将传主“庄周老先生”向世界进行了全新的宣讲。

除了上述定位视角新颖之外，《逍遥》全书中不少章节论述的角度也

别具一格、极富新意。

据目录可知，该书由序言和 20 章正文以及两组附录构成。其正文部分

具体以 1—3 章、4—7 章、8—12 章、13—16 章、17—20 章分作五组，从传

主的籍贯、身世、时代背景，到其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个性特征，

再到其出访、授徒、著书，再到其哲学文学成就及特点、思想文化渊源，

一直到其死亡、身后哀荣以及文脉传薪、后人诗咏。如此一种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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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虽然保留着诸多惯性逻辑思维特色，但也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有些章节

剖析问题的切入点，不仅新颖而且生动形象。如第 6 章“善用减法”，以

“加”“减”法设喻论人生之作为，说明庄子是自觉使用减法的人物，进

而论列“何必要那么多王治礼制、何必要那么多改造征服、何必要那么多

权谋机巧、何必要那么多利欲贪图”的深刻道理，形象地描述了庄老夫子

的苦乐观、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政治观、思想境界等。再如第 13 章“‘道’

的五张面孔”，第 14 章“十大谜团”，光看其标题，就已经有莫大的吸引

力了。所谓的“五张面孔”，不仅新鲜，而且用拟人手法使之更具文学神韵。

而最后的第 20 章“诗人咏庄”，更堪称点睛之笔。作者以此不仅高品位结

束全文，而且也回应了首章对传主“诗人哲学家”的定位。如此新巧构思，

着实令人回味无穷。

所谓视野开阔，是针对一部作品具有的高瞻远瞩、旁征博引、融会贯

通中外古今的特点而言。

大家知道，庄老夫子精神境界高远，胸襟、视野开阔。为如此一位“诗

人哲学家”作传，如若不能站得高、看得远，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中

外古今，显然就无法胜任。在这方面，《逍遥》一书应该说做得极其出色。

南宋人宋喆撰著的《寓简》，卷八记“眉山”（苏轼）之“八面受敌”

读书法，云“每次作一义求之”，“勿生余念”。《逍遥》作者深受此法影响，

亦以“八面受敌”的巧妙方式撰著是书：

前人读书倡导“八面受敌法”，我之读《庄》、解《庄》，也是“每

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

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身

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以至价值取向、

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经过几度梳理、

整合，像展开一把折扇那样，在传主这一轴心统领下，向外辐射式地伸出

二十支扇骨。亦即围绕着“逍遥游”这个主旨，按照这二十支扇骨大体上

以传主生命流程为序，相互联结、彼此照应、互不重复、各有侧重的专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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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充实、撰写，一如劳蛛缀网，渐次成篇……

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上述引文中“逐一充实”“劳蛛缀网”八个字。

本来作者使用“八面受敌法”展伸的“二十支扇骨”，就已经极尽全面、

系统、精细之能事，现在又经“充实”“缀网”——实际也就是旁征博引、

融会贯通中外古今的过程，如此完成的庄传，岂能不视野开阔！对此，只

需看一看书末附录的 62 种参考文献（其中尚不包括论文），也就非常清楚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逍遥》全书中的征引与贯通，做得极其自然，几乎

是信手拈来，而且恰到好处，反映了作者的学识渊博和高超的文字驾驭功力。

其所引用文献的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中外名家，也有成果斐然、奋战在

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初出茅庐、未露峥嵘的博士。只要相关文章有

创新，可以说就难逃法眼，差不多悉数被网罗于书中。其融会贯通的领域，

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科学、文化，无所不综，甚至连好莱坞的

明星也有涉及。如此的见识，这般的气魄，非常难能可贵。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将《逍遥》一书视野之开阔，推向了极致。

按照“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创作的要求，丛书作者“必须在尊

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

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这里，“生动传神”“饱

满的人物形象”云云，说的是文学性问题；“尊重史实”“追求本质的真实”

云云，则是学术性问题。如何做到文学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结合，无疑是

很难的事情。不过《逍遥》一书却相当成功地迈入这一绝高的境地，并且

使之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一部作品是否“生动传神”，是否能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靠

的是语言文字。凡读过《逍遥》一书的人，可以说无不为其用语精确尤其

文字之美而称赞叫绝。这儿不妨举两例如下：

庄子接受感官的呼唤，放射出激情火花，又能随时运用理性的抽象，

营造出幽思玄想。如果说，他从诗那里找到了灵感的源头；那么，哲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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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获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身上，诗与哲学实现了有机统一，统一于对

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统一于对庞大的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

弃置，而着眼于对生命、对命运、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诗性表达。可以说，

庄子的不朽杰作，是在一个诗性最匮乏的时代，却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

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而泽被生民，垂范后世。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

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

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

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以上的实例，并非刻意选取，而只是随手为之。实际上，《逍遥》全

书的语言特点、文字风格，皆是如此。试想，似这般精准优美的文字，这

般富于哲理的话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怎能不“饱满”？又怎能不“生

动传神”呢？

作者为了增加语言的丰富性，还适量吸收了如“闲嗑儿”一类的东北

方言、如“拜拜”之类的外来语。其恰到好处的使用，自会平添光彩，获

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篇幅关系，更多的例子就不再列举了。

为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必要的推理想象不可或缺；

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一定的合情合理的“大胆假设”。关于这一点，《逍遥》

一书亦很成功。例如第 17 章“哲人其萎”的描述就相当典型：

近来，体质大不如前，而他的经济状况却依然十分拮据，亏得有几个

弟子时常接济一些，才聊以度日。无奈，入秋以来一直是咳嗽不断，只好

缠绵病榻。几个贴身弟子，明知师徒已经聚日无多了，更是时时守护在老

师身边。

……

庄子接连咳嗽几声，然后，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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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双璧，以星辰为珠宝，用万物做殉葬，

这样的葬礼难道还不完备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弟子说：

没有棺椁厚葬，我们担心先生会被乌鸦、老鹰吃掉了。

庄子淡然一笑，说：

在天上被乌鸦、老鹰吃掉，在地下被蝼蛄和蚂蚁吃掉，二者有什么不同？

从乌鸦、老鹰嘴里夺出来，送给蝼蛄、蚂蚁，何必这么偏心呢！

上引描述当中，庄子与弟子的对话见于《庄子·列御寇》，其他什么“入

秋以来一直是咳嗽不断”，什么“接连咳嗽几声”“喘着气”“用微弱的

声音说”“淡然一笑”等，都是想象描写，用文学语言说便叫作虚构——当然，

这绝非戏说，也非凭空捏造。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为作品增添的灵性与提升的意

境。例如还是前举的第 17 章，其第五节记述的那段作者在病房里同几位文

科教授、文化学者的“开怀纵谈”，即很好的实例。在几次论谈中出场的 G

先生、H 女士、眼镜 S、D 博士等，应该说实有其人，只不过这里以拉丁字

母代替真实名姓罢了。而关于生死问题的谈论、辩论，相信亦实有其事——

也许就是作者所主持的若干次学术座谈的艺术再现。不过当把这些植入《逍

遥》书中特定的情景之后，明显便具有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了。尤其最后

那段抚今忆昔的结束语，更显绝妙：

于今，岁月的河川中，已是千帆过尽，昔梦追怀，只剩下雨丝风片，

倒影屐痕，还在陪伴着渐近老境的文友们，在苍茫的暮色里匆匆地行走。

而最令人凄怆不尽的是，在我病后的第二年冬天，G 兄竟以花甲之年死于车

祸，提前“物化”，成了历史人物。淡烟斜日，凭吊无踪矣！

此处对 G 兄的凭吊，实际也就是对传主庄老夫子的凭吊。透过文句间

散发的丝丝灵气，我们似乎看到了那幽远的极乐胜境！这一切的一切，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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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让人观赏了一幕现代版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水幕梦幻剧！

在一部传记中，适当地插入一些诗作，会令行文显得活泼生动，增加

文学色彩。《逍遥》的作者深谙此道，或在章节末以诗进行总结，或在关

键处以诗做出概括等。这当中，不少是引用的前贤或诗家的作品，但也有

本人的吟作——作者自谦称曰“俚诗”“俚词”。当然，书最后一章“诗

人咏庄”，集中展现诗作，自然属于特例。其意义，前文已经论及，在此

就不啰嗦了。

关于《逍遥》一书的学术性，集中显见在该书一系列考证、梳理历史

事实的部分之中。特别是第 2 章“乡关何处”对庄子故里的研究，可谓经

典之作。众所周知，《史记》记载的庄子籍贯，只是笼统的“蒙人也”三

个字。而以“蒙”为名的地方，却有多处；这样就引起庄子究竟是何处“蒙人”

的争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宋蒙”“楚蒙”之争；其他还有“梁蒙”“齐蒙”“鲁

蒙”等说法。《逍遥》作者通过文献比勘考证、实地调查研究等多种途径，

最后认定庄子为宋国蒙人。乍看起来，这一结论似乎把人们的目光重新带

回到唐之前以“宋蒙”说为定论的时代，但实际上却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回归。

前不久，看到《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庄子〉

“之”证明庄子非楚人》。该文根据古汉语“之”字的用法，引《庄子·至乐》

“庄子之楚”句，考证庄子确为宋人而非楚人。其揭示的内容，颇多新意。

由此不免想到《逍遥》书中关于庄子出生地的考证，二者结论虽然相同，

但路径却不同。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作为《逍遥》书的补充。

庄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学者对他的研究，不少地方尚存争议，

不少已有的结论也需要重新再做探讨。如何科学、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

同样是衡量学术性的尺度之一。《逍遥》一书的做法，应该说颇值得称道。

对于争议问题，凡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得出明确结论者，《逍遥》作者在

书中均详陈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对问题做出应有的澄清，如前述庄子籍贯

的探究即其适例；凡限于目前条件尚不能明确断定孰是孰非者，则详列诸

家观点，留待人们思考研究。对于那些有待商榷或误判的结论，《逍遥》

作者在书中则明确表态，给予批评纠正。如第 9 章批评某“前辈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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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秋水·达生》所记孔子行迹属于假托、捏造的结论“涉于武断”，

第 16 章对清代某文艺评论家关于“《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论断的

辩驳等，皆其实例。为了求真求实，作者考察辨析极其精细，关键地方甚

至细致到版本的比对、勘校。《逍遥》作者的上述举措，反映了其严肃的

治学态度，也显示了其极高的学术素养。

总之，上述种种的文学性与学术性，在《逍遥》书中有机交织，相当

准确亦相当艺术地向世人勾勒出了文化巨匠庄周的一生，展现了他的思想

脉络和巨大的文化魅力。

另外，作为一部古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其必然涉及所引所用古文献的

通俗表述问题。应该说，《逍遥》一书对此做出的努力是建设性的。其所

引古文，凡单独列出者，均译作现代汉语；凡随文引用者，对那些难解字

句则附以注释或意译。如此多种形式交错，亦开创一种通俗化的新形式，

对学术性通俗读物的写作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按照通例，当说完了一部书的优长处之后，还需要再谈谈它的缺点。

然而对完满如《逍遥》这样的书来说，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如果搜索枯肠

而言之，我觉得该书虽然做到了雅俗共赏，但图文并茂却非常不足。如今

是一个读图的时代，一册优秀的书籍，倘若没有足够的配图，显然会令读

者感到失望。《逍遥》一书除了开头的一幅庄子侧面肖像外，竟再无任何

图版和线图，实是美中不足。当然，这并非作者之过，而属出版社思虑不周。

所以，这条意见是提给出版社的。

至于给作者提的问题，窃以为该书开始和结束的各章相当精彩，而中

间部分相对单弱些。这自然与中间部分讲述内容有关。那些理论性的东西，

讲起来难免枯燥。而这也恰恰给作家们提出了新任务：如何才能把枯燥的

理论问题趣味化？

很有幸的是，在《逍遥》一书正式出版前有机会读到作者的手稿，至

今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初读后深表赞叹的心情。当时我自信满满地认为，

这是一部大手笔的作品，其水平远在其他已面世的庄传之上。应“中国历

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之约，我曾为《逍遥》写了一段简短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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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虽然已被刊印在该书的封底，但在这里我愿把这段评语再抄出来以结束

本文：

作者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世人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

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使我们有幸在今天还能如此拉近同这位文化巨

人的距离，了解他的成长历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的重大贡献

与巨大影响。这是一部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 （黄留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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