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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你面对考试的痛苦
季羡林也经历过

■书单

《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的内容丰富，包含起居
饮食、书信来往、亲友往来、文稿记
录、旅行游历、书账，等等，是鲁迅生
平的重要第一手文献。在日记中，购
书是一项鲁迅乐此不疲长期记录的
内容。他不但详细记载购书日期、书
名和书价，还在每年“书账”的最后统
计当年买书的总计花费。据统计，现
存鲁迅毕生藏书共4062种，共计
1.4万余册，堪称一座小型图书馆。

长篇小说写作对作者是个考
验，路内承认 47 万余字的《雾行
者》里有bug，他没看出来，是编辑
指出的。我读长篇，往往会翻回
前页重读几行，捋顺或搞清人物、
时间和事件之关系。如果碰上如

《雾行者》这类特别讲究故事结
构、叙述视角的长篇，就更得心无
杂念地仔细读。小说以几个年轻
的台资企业驻外地库管员为主
角，上自高官下至普通职工，由一
线城市到县级城市乃至边疆，友
情爱情，文学青年地痞流氓，纯情
少女风尘女子，从1998年到2008
年，跨越了十年。这十年间，对有
些人是沧海桑田，而对大多数人来
说，生活一如既往仍需负重前行。

小说开端便定了基调，“H市
雾霾严重”，周劭赴H市接替因车
祸死亡的黄泳的库管职位，但周
劭很怀疑这个人的死因，并着手
调查。路内延续着之前他擅长描
写的对象：小镇小城市的年轻人，
不过这次他略有改变，将从事普
通行业的年轻人赋予了文学青年
色彩，从而有别于追随三部曲里
的路小路。文学青年（周劭和他
好友，也是小说主角之一的端木
云）除了有明确的人生目标，还比

普通人多了一层时刻反省的自
觉。当然，他们必有面对世事的
迷惘，无所适从，却因为有所召
唤，从雾中穿行而不迷失方向。
所谓“雾行者”，路内说并无太大
意义，只因与他的另一本长篇《云
中人》对仗，然而我们读罢小说，
会发现真有一层细密如雾的东西
久久不散。这就是作者试图传达
给我们的感觉。三两个主角，十数
个配角，主要活动在中小城市的边
缘，大多是开发区，“空气里有一种
混合着水泥、机油和金属的气味，
那是工业开发区的气味，时代的
气味”。这片充满喧嚣，人流复杂
变动不居之地，你方唱罢我登场，
很多似曾相识的故事发生了，然
后寂静无声地消失。“总不免会产
生一些茫然的感觉，问他们何去
何从，当然也没有答案”。对他人
来说，我们大概如同路人，仅有些
许片段还在，就像路内说的，“嘴
里残留着过去铁的味道”。作为

作家，路内敏感地发现了当今人
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值得大书
特书。“我能够看到的一个变化最
大的现象就是人口流动。我认为
这是最大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的
文学，改变了中国的电影，改变了
中国的经济。所以小说里面也用
了这样一个意象”。周劭和端木云
从事的库管工作，6 个月必须更
换，调往其他地方，这是小背景，大
背景则是全国性的打工者人潮涌
动。随着而来的“假人”，即使用假
身份证、假文凭的人，则是真假难
辨、雾里看花的人生窘境的代
表。事实上，路内笔下的人物很
少有明确的目标（志在文学当然
是文学青年的目标，但它不够细
化，就像一个人热爱金钱，却难以
找到挣钱途径），他们奔跑着，大
雾却越来越浓重。最后命运如
何？路内在小说结尾写道，“一群
人站在路边，很快被眼前的景色
所震惊……”但这并非指人物获

得了人生意义，即使在文学上，路
内也不承认这意味着他写出了象
征意义。那不过是小说人物的一
段旅途，故事在此终结而已。

小说的繁复和简洁，恰如人
生的复杂和简单。路内至少用了
三条线来展开故事，插叙倒叙跳
叙并叙，回闪嵌套，更换人物角
度，读之如同进入迷宫，令人头
晕，又曲径通幽。这种写法，并非
炫技。路内称之为“总体修辞
术”。它是为小说表达服务的，寓
意人物的精神状态，“每个人都在
雾里面走，不知何去何从”。很多
人诟病小说复杂、松散，有些人物
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我却很迷
恋这种写法，因为生活里有些人
和自己的关系的确是这样。文学
的意义不在揭示了什么，批判了
什么，也不在于如实描写了世界，
而在于它巧妙地混淆了文字书写
与现实世界和历史过往，达到你
中有我似是而非的境地。

雾中穿越永无停歇
祝新宇

今河北献县，汉代为河间国
所在地。为了纪念西汉河间献
王刘德，金代改称献州，明代又
改称献县，一直沿用下来。至今
献县还有一处规模宏大的汉代
墓群，根据 2012 年鉴定，其中有
两汉陵墓如献王陵、毛公墓、贯
公墓等 37座。

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二
个儿子，栗太子刘荣的同母弟，
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景帝时刘
德被封为河间王。那么，刘德何
以称“献王”，又何以有“献书王”
之称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献王”是
刘德死后，汉武帝刘彻封给他的
谥号。班固《汉书·刘德传》有
记，刘德去世时，人们评价他“身
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
知深察，惠于鳏寡”。为此行令
官上奏汉武帝说：“聪明睿智者
为献，所以刘德的谥号应该叫作
献王。”这就是“河间献王”的由
来。再者班固在评价刘德时，还
引出两个更有冲击力的成语：一
为“实事求是”，即“河间献王德
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
事求是。”他是说刘德喜好收集
和研习先人的典籍，并且能够根
据得到的事实，求得正确的结
论。再一为“卓尔不群”，他是说
从汉代兴盛到王莽时代，得到分
封的汉家王侯数以百计，他们大
多数人沉溺于放恣之中，骄淫失
道。只有河间献王刘德不同，

“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
近之矣。”

再说第二个问题。其实在
正史之中，河间献王刘德并没有

“献书王”的名号，它只是在民
间，由“献王”而引出的一个说
法。话虽如此，刘德一生与书的
关系，实在无愧于“书王”的称

号。首先是他受封河间王之后，
在二十六年间，始终致力于收集
民间存藏的古代典籍。他购书
时不但赐予献书者金帛，还将书
抄录一遍，留下真本，把抄本送
给献书者，留作纪念。这样的风
度颇受众多藏家爱戴，“繇是四
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
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
多，与汉朝等。”其次是刘德藏
书，不单是猎奇或囤积，还要一
面收藏，一面整理，一面研究，一
面讲授。由此决定了刘德藏书
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极高，创
造 出 许 多 冠 绝 一 时 的 学 术 成
就。难怪班固《汉书·刘德传》
中，在褒扬刘德的同时，还顺带
一句，批评淮南王刘安藏书，大
不如刘德的话语：“是时，淮南王
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

再看当时的社会状况。汉
代兴起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文
化断裂，并没有得到及时的修
复，至于儒学的复兴，经历了更
长的时间。正如《隋书·经籍志》
所言：“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
车，先命叔孙通草緜蕝之仪，救
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
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
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
其业行于民间。”它是说，直到汉
惠帝时，秦代“私人挟带书籍者
将灭族”的法律才被废除，儒学
才开始在民间传授。汉景帝时，
刘德受封河间王，开启了自己的
藏书与儒学研究之旅。汉武帝
刘彻称帝后，掀起“全民献书运
动”，那时的盛况，如《风俗通义》
写道：“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立五
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
以官禄。讫於元始，百有余年，
书积如丘山，传业浸盛，枝叶繁

滋，一经说百万言，盖禄利之路
然也。”此时刘德藏书，已经有十
余年的积累，在数量上“可与汉
朝等”，在质量上“皆古文先秦
旧书”，自然成为武帝献书运动
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些故
事，权作他获得“献书王”之誉的
依据吧。

由此想到，清代纪晓岚在为
刘向《说苑》作提要时，曾说刘
德为一代“儒宗”，可见其学术
地位之高，绝非一个“献书王”可
以概括。我们可从下面四点之
中略见：

其一，刘德不但藏书，而且
懂书，能够研究版本，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如《汉书·刘德传》所
言：“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
书，《周官》《尚书》《礼》《礼记》

《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
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如今传世
的许多典籍版本，都是刘德收
藏、整理出来的。正如司马光

《传家集》赞道：“唯献王厉节治
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
落为忧，聚残补缺，校实取正，得

《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而
立之。”此后爆发的今古文之争，
即源于此。还有刘德对先秦乐
礼典籍的整理，亦是一大贡献。
如《汉书·艺文志》言：“武帝时，
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

《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
《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
相远。”再如《汉书·礼乐志》言：

“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
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
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

其二，刘德不但藏书，而且
招聘博士，倡导学术传习。如

《汉书·刘德传》所言：“其学举六
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
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

于 儒 者 。 山 东 诸 儒 者 多 从 而
游。”其中《毛氏诗》，以“小毛公”
毛苌为博士，与当时的《齐诗》

《鲁诗》《韩诗》并誉。时至今日，
只有《毛氏诗》流传，也是刘德弘
扬之功。其中《左氏春秋》，以

“贯公”贯长卿为博士，使《左传》
得以整理，此后有刘歆等儒生接
续，发扬光大。其中“山东儒生
多从游”，刘德不但整理典籍，还
修建一座日华宫，供儒生们居住
讲学。日华宫规模宏大，《西京
杂记》有记：“河间王德筑日华
宫 ，置 客 馆 二 十 余 区 ，以 待 学
士。自奉养不逾宾客。”据言日
华宫的砖石上，均刻着“君子”等
词句，世称“君子砖”，如今价值
不菲。《鲁迅日记》有记，鲁迅于
1924 年 9 月，曾以 6 元钱买过一
块君子砖。

其三，虽然旧籍之中，记录
刘德言辞不多，但其学术地位倍
受推崇。比如董仲舒《春秋繁
露》中的《五行对》，就是董仲舒
与 刘 德 关 于《孝 经》的 一 段 对
话。再如刘向《说苑》中，有记刘
德四段言论，分别讲述尧、舜、商
汤、管子等圣贤的治国方略。对
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道：

“《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
志》已不着录，而此书（《说苑》）
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
不愧儒宗。”司马光《传家集》甚
至说，刘德的哥哥栗太子刘荣被
废之后，按照长幼顺序，应该由
刘德继任太子的位置。如果那
样的话，刘德会以儒家的仁义治
国，移风易俗，汉朝就可以免除
汉武帝造成的祸患，即“必无神
僊祠祀之烦，宫室观游之费，穷
兵黩武之劳，赋役转输之敝”，国
家昌盛，甚至会远远超越“文景
之治”的时代。

其四，汉代以降，历代儒生
一直对刘德推崇备至，影响至
深。如汉代杜业《汉名臣奏》：

“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
行，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明代
唐世隆《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

“天不丧斯文，乃有河间献王德
者，修学好古，被服儒术，招集四
方文学之士，购求遗书，献雅乐，
补《周礼》，慨然以斯道为己任
焉。”清代曾国藩《书学案小识
后》：“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
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
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
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
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
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
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
变而蔽者也。”

最后说一说刘德的人生结
局。前文提到，汉武帝刘彻征集
天下书籍，而他的异母兄长、河
间王刘德为当时的藏书之王。
所以在元光五年，即汉武帝刘彻
称帝十一年时，刘德首次进京行
朝觐之礼，献上许多珍贵的典籍
和雅乐。

当时汉武帝推行策问制度，
如董仲舒“天人三策”，实现“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是策问的
产物。此时，刘德、刘彻兄弟二
人，在三雍宫对坐，刘彻提出问
题，刘德回答。《史记》说问了五
策,《汉书》说问了三十策。刘德
主张复兴儒学，仁义治国，他的
回答滔滔不绝，似乎没有穷尽，
听得汉武帝刘彻面色渐变，转而
对刘德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
立国，周文王以百里之地立国，
你也努力吧。”听到这样的回答，
刘德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到
属地后，刘德开始饮酒作乐，不
久就死去了。

献书王
俞晓群

《清华园日记》

这本日记，翔实地记录了季羡林先
生在清华读书时的点点滴滴，从抱怨考
试到担心就业，从学术思考到忧心战
事。日记中，季老说家庭、说老师、说男
女、说家国、说文坛名流……“心中毫无顾
忌，真正是畅所欲言”。读过日记，我们
方知，季老也曾年轻气盛，爱打牌，好吃
瓜，逼急了甚至会爆粗口。不得不说，这
是民国大学生活的一个缩影，这其中有
喜有忧，也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哀痛日记》

本书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
理论家罗兰·巴特记述离世母亲的日
记。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特
的母亲在经历了半年疾病折磨之后
辞世。母亲的故去，使罗兰·巴特陷
入了极度悲痛之中。他从母亲逝去
的翌日就开始写《哀痛日记》，历时近
两年。日记共330块纸片，短小而沉
痛的话语，记录了他的心碎经历、伴
随着难过而涌起的对母亲的思念，以
及他对哀痛这种情感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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