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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这几天在看《世说新语》，因为想起了竹林七贤。《世说新语》是由南北朝的刘义庆及其

门客所编写的记载着从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名士们的言语德行和奇闻趣事的笔记小说。书里

共有一千多则故事，分三十六个门类。故事大多很短小，但语言精炼，描绘生动，意味深

长。这里挑选了几个故事和大家共享。 

一：最有名的两条裤子 

《世说新语》中有两条裤子很有名，常被后人所提起。这两条裤子的主人是竹林七贤中最

爱喝酒的两位：刘伶和阮咸。据说刘伶经常坐着鹿车，提着一壶酒，带着铁锹去游玩。并

跟随从的人说：“我要是喝酒喝死了，就用铁锹随地把我埋了。” 刘伶虽然纵情喝酒，

嗜酒如命，却也喜好“老”、“庄”。《晋书》上如此评价他：“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

心。…… 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也就是说他善于应对，且追求齐一万物，平等

世界，怀抱天下的精神境界。《世说新语》里就记载着一个很能体现刘伶性情的故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

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裈即裤子。刘伶的这种狂放不羁、性情豪迈、超越世俗的精神更反映在他的《酒德颂》里。

《酒德颂》里的主人公“大人先生” 将开天辟地至今的漫长岁月看作一朝，万年只是瞬

间。日月是他屋子的门窗，八方之地是他的庭院，以天为帐幕，视大地为卧席。比起以屋

室为衣裤显然是更胜一筹了。 

刘伶（字伯伦）虽以醉酒闻名，却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说的好：

“从来只说伯伦沉醉，又岂知其得意在醒时耶? …… 则信乎众人皆醉，伯伦独醒耳。”

在《酒德颂》里，“大人先生”在酒醒时“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

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表达了刘伶超然物外、洞察世事、睥睨天下的思想境界。比起

刘伶，我们也许更沉醉于钱财、名闻、权利、礼教、身色、美食、游戏、网络、聊天等。

刘伶尚有酒醒时，而我们何时能清醒过来呢？ 

竹林七贤中的阮咸也以好酒而闻名。《世说新语》里就记载着阮咸曾和一群猪在酒缸边一

起喝酒。书中还有一则有关阮咸晒裤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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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

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阮仲容即阮咸，阮步兵是阮籍，阮咸的叔叔。大布犊鼻裈是一种用粗布做的形如牛鼻的无

裆内裤。阮咸“未能免俗”地以晒内裤夸张地比对北阮的纱罗锦绮。真是粗犷的幽默和辛

辣的讽刺兼而有之。若是阮咸来到当今这个更以品牌、包装、价格为尺度，精品、奢华、

天价为标榜的世道，不知会有何感想？也许只有在家喝闷酒的份了。 

二：最“卿密”的回答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有关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和他妻子的故事。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

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安丰即王戎。“卿”相当于“你”，用于君称臣、上称下、夫称妻，表示尊敬和亲昵。

王戎的妻子经常称王戎为“卿”。王戎对妻子说“夫人称自己的丈夫为‘卿’，在礼数上

是不敬的。以后不要再称我为‘卿’了。”可是王戎的妻子偏偏在短短的十六个字的回答

中，竟反复用了八个“卿”字，作为“报复”，来回应夫君的指责。使得王戎心甘情愿地

从此接受了这个称呼。短短的十六个字惟妙惟肖地展示了王戎的妻子机智乖张的小女人形

象，也体现了王戎夫妻之间的亲昵感情和绵绵情意。“卿卿我我”这个成语也因此而流传

下来。 

三：阿拉上海人 

上海的古名是华亭，这一点在《上海县志》中是可以查到的。历史上的华亭，其实是指位

于上海西南部的松江。历史悠久的松江也有着“上海之根”的美称。俗话说“先有松江府，

后有上海滩”。据说华亭最早出现在《吴书·陆逊传》中。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陆逊因战

功被孙权封为华亭侯。他的孙子陆机是西晋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

陆”。陆机的家乡就在华亭，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那时也有很多鸟栖息在那里。华亭

鹤唳的典故就被记载在《世说新语》中。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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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原即陆机。陆机作为司马颖的前锋都督，征讨长沙王司马乂，交战于鹿苑。结果陆机

的军队大败。由于受小人的谗言所陷害，而含冤被杀。陆机在临刑前感叹道：“要想再听

一次家乡华亭的鹤鸣，还能听的到吗？”陆机当时一定是后悔当初不该去京师洛阳，从而

踏入仕途。可是为时已晚了。即使当年陆机没有被杀害，是否就能再听到华亭鹤唳呢？这

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临终前数次提出要回家乡韶山滴水洞休养的事。尽管最后他的请求被

政治局同意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象这样的遗憾又有多少世人能幸免呢？这又让我想起

了以前读到的两句诗。 

贪名逐利满世间，不如破衲道人闲。 

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若是陆机能从当年的华亭鹤唳中悟出“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的道理，或许

他的人生就能因此而改变。但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他呢？ 

历史上有两位和上海很有渊源的古人：黄歇和徐光启。黄歇就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中

的春申君。据说上海以前是沼泽地，经常因过多雨水而泛滥成灾。黄歇就带领老百姓挖凿

出一条河流，使之向北直接流入长江口。这条河流就是黄歇江，也叫春申江，就是现在的

黄浦江。“浦”在古吴语中指河，且多指人工河。此外，“申”是上海市的别称，也是源

自黄歇的封号。 

徐光启被认为是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上海人，海派文化的奠基人，还是一位“百科全书”

式的人物。他在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农学、军事、宗教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

他出生在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他和他的家族所聚居的法华汇，改

称为现在的徐家汇。徐光启虽然精通儒学，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他对天主教在

上海地区的推广有着很大的影响。家父当年就读的徐汇中学就是由天主教耶稣会建于

1850年。原名是圣依纳爵公学。当初是为了收容并教育因江南地区洪水泛滥而逃难到徐

家汇的孩童所建造的。徐汇中学最初的校训是《圣经·提摩太后书》上的一句话：“你要

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四：最小的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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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关于“神童”们的有趣故事。但是书中记载的那些“神童”在现代

人眼里未必是神童。现在所谓的神童是对在一个或多个领域方面才赋优异的儿童的一种称

呼。而书中那些“神童”的过人之处则体现在于不同时机和环境下的，或机智明理，或处

变不惊，或幽默风趣，或好学多问的应对。下面这则就是狗窦大开的典故。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

“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另有一则是有关孔融的。孔融十岁时，去李元礼府上。当时李元礼有很大的名望，任司隶

校尉。登让拜访的都得是才子、名流和内外亲属，才让通报。孔融来到李府，对掌门官说：

“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经通报后，入门就坐。李元礼问孔融：“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

呢？” 孔融笃定地回答道：“我的祖先孔丘曾经拜您的祖先李耳为师，这样看来，我和

您就是老世交了。”李元礼和宾客们无不赞赏他聪明过人。太中大夫陈韪来晚了一些，别

人就把孔融应对的事告诉他。陈韪说：“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了未必出众。” 孔融应

声说：“想必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了！”陈韪听了，十分狼狈。 

下面两则虽没有幽默风趣的机智回应，却体现了主人公们的临危不惧和处变不惊。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

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寻亦收至。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把老虎关在笼子里的意思），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

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下面两则展示了主人公们的好学多问。 

卫玠幼年时，问尚书令乐广梦是如何形成的，乐广说是因为心有所想。卫玠说：“身体和

精神都不曾接触过的却在梦里出现，这哪里是心有所想呢？”乐广说：“虽然这样，还是

有原因的。人们不会梦见坐车进老鼠洞，或者捣碎姜蒜去喂铁杵，这都是因为醒时没有这

些想法，没有形成梦的根据的缘故。”卫玠继续思索梦的成因，整天也得不出答案，终于

想得生了病。乐广听说后，特意坐车去给他分析这个问题。卫玠的病就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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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

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最后的三则展示了主人公们超凡的观察、推理、释因和理解的能力。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

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

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

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

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韩康伯才几岁时，家境非常贫苦，到了隆冬，只能穿上他母亲做的一件短袄。在做短袄时

他母亲叫康伯拿着熨斗取暖。母亲告诉康伯说：“暂时先穿上短袄，随着就给你做夹裤。”

康伯说：“这已经够了，不须要夹裤了。”母亲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火在熨斗里，

熨斗柄也就热了，现在已经穿上短袄，下身也会暖和的，所以不需要再做夹裤呀。”他母

亲听了非常惊奇，知道他将来准是个治国的人才。 

通过以上这些“神童”们的故事，反映出古人更注重小孩在日常生活中的应对和待人接物

的能力。朱熹在《〈大学章句〉序》里讲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

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中国

以前的教育分两个阶段：八岁到十五岁是小学，十五岁以后是大学。小学是教育的根本，

决定教育好坏的关键，而大学只是小学的继续和深化。小学的任务主要有两部分。其一，

教导如孝、悌、忠、信等道德伦理规范，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和洒水扫地等基本家务。

其二，强记和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书籍。在大学以前，老师一般很少讲解书中的精深道理，

只作大致解释，主要是以背诵为主。由此可见，以前的教育观是以先学做一个“好”人为

根本，在这个基础上再讲究做学问。 孔子在《论语》里也讲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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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中多次用了“最”字。请大家别较真。因为现在就流行这个。动不动就是“第一”，

“最”，有的还嫌不够，前面还要再加上“全宇宙”，“史上”等等。我也就“未能免俗”

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