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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提示

无聊是一种
现代病，但它并非
一无是处：难以忍
受无聊的心理冲

动也可以爆发出创造性。现
在的问题是：如果人们一直
想逃避无聊，寻求刺激，这可
能使人陷入缺乏自主性的处
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剖
无聊”这个话题并不像看上
去那么“无聊”，相反，马克·
金维尔的《解剖无聊》一书，
正是想要由此切入，来窥见
当代发达社会的某些根本症
结，进而召唤有意义的行动。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
鸿篇巨制，国忧家恤萃于一书，但其中的
称谓比较特殊。如1945年1月5日记“联
大得燕京哈佛社补助凡十二人，从吾、锡
予、子水、觉明、膺中、立厂、一多、伯伦、佩
弦、江清、心恒及余”。这里列举的名单，
现在并非人人耳熟能详；若稍加注解，就
如雷贯耳。毅生先生（郑天挺先生字毅
生）端严守礼，对同事以字相称。古人称
人以字以示尊重，自称以名表达自谦，这
是礼貌，也是常识。闻一多先生、浦江清
先生未行表字，是例外。姚士鳌先生字从
吾，汤用彤先生字锡予，毛准先生字子水，
向达先生字觉明，罗庸先生字膺中，唐兰
先生字立厂（读庵，亦作立庵），雷海宗先
生字伯伦，朱自清先生字佩弦，邵循正先
生字心恒，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自己不立表字，但称人必

以字，如称“援庵先生”（陈垣）“雨僧兄”
（吴宓）“遇夫先生”（杨树达）“弘度老兄先
生”（刘永济），等等，对学生晚辈亦不例
外，如称“了一兄”（王力）“苑峰兄”（张政
烺）“子植吾兄”（刘节）“玉书吾兄”（陈
述），等等，俱见先生《书信集》（三联书
店）。在昔日的师生关系里，老师称学生
为“兄”，自称“弟”，如年龄悬殊，就称学
生为“弟”“仁弟”“仁仲”，这都是常事。
闻一多先生是陈梦家先生在中央大学的
老师，他写信称梦家先生为“兄”，梦家先
生回信就自称“弟”，惹得闻先生大为恼
火。在《朱希祖书信集》（中华书局）里，
朱先生称罗香林先生为“香林兄”，自称

“弟朱希祖”。罗先生是朱先生在清华大
学研究院的学生，后来和朱先生的女儿
朱倓结婚，朱先生这才改称“香林贤
婿”。“贤”字也要注意，这也是长辈对晚

辈的敬辞。“伉俪”一词现在也常见，也有
称“贤伉俪”的，但都是长辈对晚辈夫妇
的尊称，也不可滥用。

现在常见同门师兄弟称对方为“世
兄”，这是错误的。“世兄”是长辈对世交晚
辈的尊称，是客气。这里举两个典型的例
子来说明。《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
书局）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和徐
致靖劫后重逢，抱头痛哭，为防隔墙有耳，
只能“笔谈”往事，两人写了80多张“尺白
纸”。如果留存，是很重要的第一手史
料。可惜谈毕，康有为要烧掉，就对许姬
传先生说：“世兄，请你帮我烧。”康和徐本
是同时代人，康的名气还大些，但是，是徐
向光绪皇帝举荐的康，康又年轻徐十几
岁，所以在徐面前以晚辈自谦，许姬传先
生是徐的外孙，所以康称他为“世兄”。赵
珩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怀念朱

家溍先生》一文中说：“朱先生字季黄，因
为是世交，多年以来在书信中我都称他季
黄老伯，他称我为赵珩世兄。”这些，都用
得规范。足见“世兄”绝不是兄弟行辈的
称呼。

郭在贻先生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
一文中讲，曾看到一篇研究楚辞的论文，
引用清代学者马其昶的《楚辞微》，但肯定
没读过原著，是从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
转引的。因为马茂元先生称马其昶为“先
大父”，“大父”是祖父，“先”指已经过世，
如“先祖”“先父”等。这位作者也照抄“先
大父”，闹了笑话。这也是不懂传统称谓
所导致。

总之，我们在读书（特别是老一辈学
者所著）的时候，要注意传统称谓。这些
称谓，今天的作者不一定要用；要用，就要
用对。否则，本欲敬礼反倒失礼。

称谓琐谈
戴建华

点数古代读书方法的著作，明
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一定在
列。说来这也是一段奇事，其一奇
在它并未独立成书，陈继儒刻“宝
颜堂秘笈”传世，收唐代以降书籍
229 种，分正、续、广、普、汇、秘六
集，其中秘集又称“眉公杂著”，内有

《书画史》一卷，《读书十六观》即在
此中。清代《四库全书》收录此书
时，提要称：“此编尝刻入《秘笈》中，
与书画史误合为一，今析出别著於
录焉。”其二奇在此书篇幅极短，十
六段文字，总共不到2000字，却备
受后人推崇。其三奇在陈继儒编
纂《读书十六观》，除了两段极短的
前后记，正文只是择取前人读书的
嘉言故事，述而不作，却成为一册
名著，更是奇中之奇了。本文做一
点人与书的解说。

先说人。陈继儒出身寒门，他
20岁考中秀才，此后参加两次举人
考试均落第。29岁时，他将儒冠儒
服烧掉，决心与考场功名绝缘，归
隐山林，读书作画，广结名士。有
称论艺术造诣，陈继儒与沈周、文
徵明、董其昌，方为明代四大家。
董其昌与陈继儒为同乡，两人亲密
无间。董其昌曾建“来仲楼”，仲为
陈继儒字“仲醇”。陈继儒《祭董宗
伯文》写道：“少而执手，长而随肩。
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
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
徐霞客与陈继儒为忘年交，“霞客”
别号，也是陈继儒所取。陈继儒文
字清新飘逸，留下许多著作，如《古
今图书集成》大量征引陈继儒著
作，《四库全书》收录陈继儒著作31
种，均入存目，还有禁毁两种《白石

樵真稿》《晚香堂集》。他的《小窗幽
记》最有名，与洪应明《菜根谭》、王
永彬《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奇
书”。再者明代“山人”极多，如钱谦
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明代山人
近百名。《明史·隐逸传》共收录12
位隐逸之士，收录标准为“至少拒
绝国家征聘一次者”，如倪瓒、沈周
等，其中只有两位山人入选，陈继
儒与孙一元。

陈继儒逸闻很多，明代张岱
《自为墓志铭》有记：张岱六岁时，随
祖父张汝霖到武林，见到陈继儒骑
着一头角鹿，在钱塘游玩。陈继儒
对张汝霖说：“听说你的孙子张岱
擅长作对子，我当面试一下。”他指
着《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
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道：“眉公跨
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是陈继
儒的号，他听罢大笑，跳起来说：“那
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还有清
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记载，
陈继儒去世前，用名香煎汤沐浴，
然后医士许龙湫把他抱到床上说：

“先生将要羽化而去了，身子这样
轻。”陈继儒让人拿来笔纸写道：“大
殓小殓，古礼拘束。后之君子，殓
以时服。我其时哉，毋用纨縠。长
为善人，受用永足。”写毕投笔而逝。

再说书。《读书十六观》，何以
称“十六观”呢？陈继儒说，“盖浮屠
氏之修净土有《十六观经》而观止
矣！”佛经《十六观经》，即《观无量寿
经》，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
净土三部经。它的内容包括日观、
水观、地观、树观、池观、总观、像观、
观音观、势致观、普观、杂想观、上辈
观、中辈观、下辈观。陈继儒仿此

作《读书十六观》，两者只是条目的
数量相同，内容并无关联；他的本
义，旨在称赞嗜古者及典籍癖好者
的情操。如他自己所言：“吾读未
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
人。”陈继儒正是带着这样的情趣，
摘取前辈读书大家的名句，化解自
己胸中未尽之言的块垒。陈继儒
说，他写完“十六观”后，做了一个
梦，梦见一位自称斫轮翁的老人，
抚摸着他的后背说：“尽信书不如
无书。”此语出自《孟子·尽心下》，意
为读书不要拘泥或迷信于书本。
斫轮翁的故事，见于《庄子·天道》，
是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时，与堂下
制作车轮的人的一段对话，大意是
说人生许多经验，来源于实践，在
书本中是学不到的。这也是陈继
儒撰写《读书十六观》，摘取前人观
点的宗旨。

《读书十六观》的写作格式很
简单，基本是先引一段前人的言论
或故事，然后附一句“读书者当作
此观”。本文略释如下：其一，读书
不要贪多，读一字要实行一字。程
颐说：“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其
二，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
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
窗声、煎茶声，都是人世间至为清
雅的声音，但读书声还要比它们更
为清雅。尤其是自家子弟的读书
声，更令人欣喜。再者天下的事情
都有利害存在，只有读书这件事情
是有利无害的。其三，宋代有人预
言范质将来会身居高位，范质说那
我更要发奋读书了，不然上了高位
不学无术怎么行。其四，沈攸之说
既然贫富天定，还不如读十年书

（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叶梦得说我的子孙能读书，做个乡
里的好人就足够了。其五，孙蔚家
世代藏书，远近乡里的人来读书，
经常有百余人，孙蔚还为他们安排
食宿。其六，苏轼的读书法，讲求
反复阅读，带着问题阅读，突破一
点阅读，还讲求八面受敌，不能走
马看花。其七，董遇平常总是将经
书带在身上，有空就拿出来阅读，
他主张“先读百遍，而义自见。”苏辙
说：“看书如服药，药多力自行。”其
八，江禄爱护图书，从不让书破损，
所以别人愿意借书给他。齐王攸
借书看时，会将书中的错误一一标
注出来，再还给人家。其九，南朝
刘显有“学府”之称，但他叹服孔奂
的学问，说要效仿蔡邕与王粲故
事，将自己的藏书都送给孔奂。其
十，宋代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
每读到感慨处，便会拍案叫绝，饮
一大杯酒。每天晚上读书到深夜，
能喝掉一斗酒。其十一，黄涪翁
说，见到书籍被毁坏，谁都会感到
惋惜；见到饱读诗书的人受难，却
不怜悯（是贤纸上之字而仇腹中之
文），太可悲了。其十二，北齐郎基
清为官清廉谨慎，连一个木枕都不
置办，但他却让人抄写很多书籍。
有人批评他犯了附庸风雅的罪过

（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他回
答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可以知
道他的品行，所以就算我附庸风
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
十三，朱熹说，前人抄写《汉书》《公
羊传》《谷梁传》，不辞辛苦。今人抄
书都感到麻烦，读书更是简略草
率，不求甚解了。其十四，陈子兼

说，读《窦婴传》《灌夫传》《田蚡传》，
其中使酒骂座，口语历历，如在眼
前，好像灵山聚会，还未散去（灵山
一会，俨然未散）。其十五，赵季仁
说，平生有三个愿望，一是结识天
下好人，二是阅尽天下好书，三是
看遍天下美景。罗景纶说，这怎么
可能呢？一个人能把自己亲历的
事情不放过，就已经很好了。其十
六，颜之推说，每次读圣贤的书，他
都会衣冠整洁，肃然起敬，如果废
纸上有五经辞义或圣贤的名字，他
都不敢拿来接触污秽的东西。司
马光对儿子说，商人喜爱金钱，儒
生喜爱书籍。如今佛道两家都知
道尊敬他们的典籍，我们儒家反
而不如他们了吗？赵子昂说，收
藏书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善于读书的人，要精神专注，清除
杂念，书案整洁，焚香静气，读书
时不能翻卷书脊，不能在书角处
折页，不能用手指侵碰文字，不能
用手沾唾液翻书页，不能把书当
作枕头，不能在书中夹带名片，书
籍破损要随时修补，不看书时要
把书合上。

陈继儒语录式文风，以《小窗
幽记》达到巅峰，有称其非陈氏原
作，它的前身为陆绍珩《醉古堂剑
扫》，此为题外话。《小窗幽记》十二
集，博采精华，妙语连珠，至今让人
赞叹不已。如“情最难久，故多情
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
终不失性。”“志要高华，趣要淡泊。”

“中庭蕙草销雪，小苑梨花梦云。”王
家卫电影《一代宗师》，台词精妙，多
有化用《小窗幽记》中的文字，让人
惊艳不已。

读书十六观
俞晓群

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感到无聊
的动物，原因很简单：只有人类才
会感到不满，才会追寻自己生活的
意义，而“无聊”表面上看是无所事
事，实际上说到底是觉得“做什么

都没意思”，提不起兴致，因而无法
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物上面，因为
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

毫无疑问，不同时代的人都可
能会在某一刻感到无聊，但同样真
实的是：直到现代社会，这才成为
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心理
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在战后初期就
已发现，恰是在那些基本需求似乎
无一不被满足了的富裕社会，出现
了“生存空虚”。因为，人们在温饱
得到解决之后，却“没有实现意义意
志”——换言之，这是一种“活着是为
了什么”的价值拷问。他在其名著《无
意义生活之痛苦》中指出，“与动物相
反，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人必须
做什么；而且与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
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
应该做什么”，其结果是，“与传统的脱
离，必然增加无意义感”。

不论好坏，这就是现代人的处
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剖无聊”
这个话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无
聊”，相反，马克·金维尔作为哲学教
授和社会评论家，正是想要由此切
入来窥见当代发达社会的某些根
本症结，就像他在书中说的，“无聊
或许是当代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因
为它标志着自我因如何得到满足
而困惑的状态。”如果要说有什么
值得惊讶的地方，或许倒可以说，
像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直到现在
才有人系统地反思——可能“无
聊”这个话题因为看起来无聊而太
容易被人忽视了。

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无聊”
最初的含义与现在迥然不同：在中
世纪的语境下，那是指一种“略带
罪恶感又什么都不想做的长期绝
望状态”，而当今所理解的“无聊”的
确是现代化的产物，英语中bore一

词，直到1766年才具有“无聊的状
态，无精打采的厌倦发作”的意
味，甚至有评论家宣称，在悲观主
义哲学家叔本华的时代之前，没
有无聊这种东西。在此值得补充
的是，这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结合：
更多人在生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之后，开始追寻意义；正因个人面
临着空前丰富的选择，所以反而
陷入无所适从，因为无聊正是注意
力无法集中；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给
现代人施加了密集的刺激，正如习
惯了城市里的光怪陆离，会觉得乡
村生活平淡无聊，但从小在乡村长大
的人却未必这么觉得。

这也是理解这种心理状态的
一个关键点：“无聊”从来都是一种
主观感受，取决于对谁而言。一个
人乐在其中的事，在另一个不感兴
趣的人看来，很可能觉得非常无
聊。如果没有丰富刺激的现代文
化衬托，你可能也并不会觉得日常
生活枯燥、单调、乏味。这很自然
地促使现代人萌生一种对日常生
活的不满，“相信过去比现在色彩
斑斓，异域风情的地方比家乡更吸
引人”，而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现
代特征。当然，这种不满和向往本
身就催生了种种现代产业，让你能
在虚拟空间得以逃避现实，排遣无
聊的生活。

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难以忍
受无聊的心理冲动可以爆发出创
造性。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这句名言的历史学家克罗齐原
本是个业余爱好者，他把研究历史
当作是避免个人痛苦和无聊生活
的方式，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仅仅
为了逃避威胁着他的无聊而不辞
劳苦研究和写作的人”。在近代新
教伦理的价值观中，游戏、玩耍和

娱乐被看成是琐碎和无所事事，只
有勤勉工作才是有价值、有意义
的，在这种有着巨大能动性的生命
冲动面前，无聊几乎是不可忍受的
折磨。乔治·艾略特虽然自己就是
女性小说家，却说过：“所有的劳动
皆有益处，然而女性的愚蠢小说，
照我们想象，谈不上是劳动的结
果，只能说是无聊找事做的结果。”
实际上，近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源
于此。

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这种创
造性似乎也渐渐枯竭，因为在消费
文化下，价值伦理已经发生了改
变，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所言，此时人们追求的是贪得无厌
的“快乐”，而“快乐生活是一种确
保不无聊的生活，是种不断‘有事
发生’的生活，有新鲜、令人兴奋的
事情，而令人兴奋则是因为事情的
新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无
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这相当于某种
上瘾状态，需要不断地刺激，不仅无
聊具有成瘾的特征，而且它们实际
上是一体两面。其结果，“无聊”成
了一种被商业价值肯定、开发利用
的状态。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
题，倒也罢了，但如果这成了一个
社会现象，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
意味着社会陷入一种裹足不前的
沉闷状态，因为成瘾和无聊都降低
了主体的抵抗力，导向一种看起来
舒适的萎靡状态——我知道这样
的生活有点儿不对劲，但却无法自
拔。这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桌菜，
不知道吃什么好，即便没有饥饿
感，但好像又忍不住要不停地吃。
这消弭了对生活的不满，打消了重
新生活的动力，只剩下一种天堂般的
无聊。因为，如果你不寻求意义，那么

不需要动脑筋就能活得很舒适。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

马克·金维尔敏锐地意识到，这并
不是一种值得向往的良好生活，而
可能让人陷入一种对自己的存在
状态视而不见的危险境地。原本
协调的个体自我已经碎片化了，我
们通过不同的“界面”与外界接触，
是这些构成了自我与自身可能境
况的关系总和。简单地说，我们已
经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随着网
络的兴起，就连家也不再是一个人
的城堡，而随时被无孔不入的信息
流所渗透，因而问题并不是个人自
控力的降低，而是这些力量已经突
破了个人的控制力，甚至转而控制
我们的生活。

一切都超载了、过量了，面对
眼花缭乱的各种选择和海量信息，
人们已经无所适从。就像超市货
架上那些五花八门、但又差异不大
的商品，着实让人难以抉择。现实
中的各种信息也是如此，以至于

“我们再也无法辨明真伪，无法分
清现实和表象”。在这样茫然没有
方向的处境中，自我的“感觉”成了
唯一真实的礁石，可供我们在汪洋
大海中立足；但这也意味着人们更
加难以对话，因为人人都忙于表达
坚定的甚至耸人听闻的观点，却无
法耐心地去彼此聆听。

在这个意义上，“无聊”作为这
个时代公认的最常见情感，正体现
出当下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社会意识定型之前的鲜
活体验，也指向当代社会的意义危
机。如果说“无聊”是一种缺乏行动
力的状态，那么“解剖无聊”正是不满
于这种状态本身，认识到这不应让我
们自己深陷于此，进而召唤有意义的
行动。

被解剖的无聊
维 舟

常识辞典

专 栏


《
现
代
性
》


《
浮
世
与
病
榻
》


《
夏
日
走
过
山
间
》


《
浮
世
与
病
榻
》


《
现
代
性
》

前几天刷手机，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真正的读书
人不超过两万人。

What？读书的人少，能少得这么可怜？
估计，数据里的“读书人”应该是个专有名词吧。

汪民安说，写一本书的时候，你无法料知书的命
运。他的这本又小又轻的《现代性》，2004年出的，首
印很快就卖完了，之后一印再印。看这本书时，我想
起本雅明。本雅明1892年出生，48岁就自杀了。这
个人很难归类，他到底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文
学批评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还是一个政治家？
还是一个作家？我没弄明白。不过，本雅明说过，我
们这个时代是被进步主义所控制的，这恰恰是一场
灾难。我记住了。而知晓本雅明对现代社会所做出
的这个诊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现代性。

每个人对现代性的理解都不一样。法国画家
居伊认为，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现代生活的独特性，即
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短暂性、瞬间性和过渡性。汪民
安在《现代性》里没有对“现代性”做出名词解释，他
说：宁可对现代性进行描述，反对对现代性进行定
义。他从现代性在生活中的现象切进去，一边描述
现代生活的各种表征，一边分析时间断裂意义上的
现代性，行文简单明了，从几个维度上解剖了现代性
的多重内涵。

总之，很不错的一本通识书，可以找来看一看。

夏目漱石，就是那个说出“今晚月色真美啊”的人。
以前看过他写的《我是猫》。猫博学能讲，上知

天文，下知地理，一会儿荷马、毕达哥拉斯、贝多芬，
一会儿又莎士比亚、韩愈、《诗经》。印象里，日本作
家好像特别喜欢写猫，三岛由纪夫是个猫奴，村上春
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宫崎骏的《龙猫》，都对猫有着
执念般的宠爱。我喜欢夏目漱石写猫时的那种冷色
调，到处弥漫，直至伤感。

夏目漱石的书，讲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其间，
掺杂着显见的道德意识。鲁迅先生说：“夏目漱石是
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自发表处女作《我是猫》之后，夏目漱石常年被
神经衰弱折磨。在这本《浮世与病榻》里，夏目漱石
说起了43岁时差点儿要了他命的那次胃出血。从突
然起病到死亡临界点，从频繁呕血到见家人最后一面，
读着读着，你会觉得他是在说我们自己：夜里进来小偷
了，保姆不合意了，疗养地修善寺的雨声了……

除了内心细碎复杂的感受，那么个大作家，生病
时，和我等也没差太多！

夏天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
刻，想去看看山，想去望望海，尽可能地接近花草树
木。这样的瞬间，是不是跟整天生活在城市里有
关？是不是跟眼前连绵的雨水有关？是不是跟无处
逃遁的疫情有关？

就在1869年的那个夏天，美国人约翰·缪尔在
内华达山间进行了为期3个月22天的考察，他所记
下的日记就成了这本《夏日走过山间》。缪尔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用他在自传《我的青少年生活》中写
的话就是，“对荒野景物的热爱伴随了我的一生，有
增无减。”他还是一个发明家，曾经设计了水动力铣
刀，专门用来切割倒伏于地的树木。1869年的夏天
很热，一个叫德拉尼的牧场主想雇缪尔和另外3个
牧羊人，将他的2050只羊赶到海拔高一些的山间避
暑。此前，缪尔曾在德拉尼的牧场打工。但是，这次
答应去牧羊，缪尔并非出于谋生的需要，他仅想借机
到山间旅行一趟，因为德拉尼免费提供吃喝。

在112天的行程中，缪尔除了牧羊外，写下了大
量的笔记，还画了很多画。日记中，缪尔文采斐然，
在他笔下，不管是冷杉、云彩、石头、草甸，还是溪水，
每一天都不相同。在翻看日记时，我总是忍不住往
回看，对照同样的景物，他怎么就写出了不同。

关键是，整本日记自始至终，没有流露出一句对
艰苦或原野的抱怨，有的只是流连。

另外，这本书，翻译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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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山丘
丁春凌

■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