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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说新语》这本书主要是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为主的。而此书对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宗教、

文学、哲学以及士人们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都有着十分真实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反映“魏晋士人

精神风貌”的生动图画。而那些自然的追求、情感的迸发、风度的清远以及言语的艺术，直到现在都是

我们了解魏晋士人的镜子。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的表现形式为真挚的情感、“酒”

情结、另类审美观等，由此可以知道，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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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k “New Sayings of the World” mainly records the anecdotes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book has a very real record of social politics, religion, lite-
ra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piritual outlook of scholar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hich can be called a vivid picture to show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scholar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ose natural pursuit, emotion burst, manner of grace and the art of speech, 
are the mirrors to understand the Wei and Jin scholars for us until now. In “New Say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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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he spirit of the Wei and Jin scholars is manifested in the sincere emotion, “wine” complex, 
the alternative aesthetic conceptions, etc. From this, we can know that the spirit of the Wei and Jin 
scholars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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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笔记，作者刘义庆。刘义庆(403~444)，生于东晋末期，卒于南朝

初期。当时风气比较特别，刘义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比较大。他“少慕儒学，晚好老庄”，《宋书》云：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1]因此，他招集许多的文人墨客，编

纂了《世说新语》这部被鲁迅称为“志人小说”的笔记，从多个角度描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世说新

语》一共分为 36 门，1130 条。从内容上说，《世说新语》讲述了中国汉末、魏晋时期的人物轶事，十

分丰富，反应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从艺术上来看，《世说新语》写照传神，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

丛》中称其“简约玄淡，真致无穷”，鲁迅则评论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2]。《世说

新语》不仅具有丰富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从某些方面来讲，还具有丰富的心理学价值。需要特别指出来

的是，《世说新语》也是记录中国士人精神风貌的集大成之作。 

2. 魏晋士人感情真挚 

晋人有情，已经成为不争的论断。而《世说新语》更是大肆为情张本，真情洋溢，含情脉脉。有因

为丧子悲不自胜，喊出“情为所钟，正在我辈”[3]的王戎；有闻情歌即唤“奈何”，一往情深的桓伊；

有“终当为情死”，放声恸哭的王长史；有感叹“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4]的阮孚；有经棺材店流涕的

情痴任长育；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桓温；有抚琴吊唁的张季鹰；也有让双鹤重返自由的支道林，

等等。《世说新语》中对亲情的描述感人至深。例如，郗嘉宾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儿子的丧礼中几乎昏

死过去了(伤逝·12)；当母亲走了，王戎哀毁过礼，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德行·17)；王子猷在弟弟死后

一个月左右也伤心地跟随去了(伤逝·16)。血脉相连，情真意切，动人肺腑。 
而在《世说新语》中，男女关系不再像是汉朝所推崇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而是“亲密的情感代

替了严峻的礼法”。例如《惑溺篇》第二则故事：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

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5]。荀奉倩任情而行，全然不顾及他人的蜚短流长。而

夫妻间称呼的悄然改变和妻子敢于当面调侃自己丈夫，也能够看出夫妻关系的笃厚。至于朋友之间的感

情，《伤逝篇》第 1、3、7、9、11、13 和 15 则都是朋友走后的思念哀痛之辞。要好的朋友是自己人生

的旅伴，真挚的友情是生命中的阳光，人生没有了旅伴，生命中失掉了阳光，人们是该怎么样的苦恼呀！ 
而《世说新语》中晋人对自然也情有独钟，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发现了自然界万物的“美”。支

道林好鹤的“陵宵之姿”(言语·76)；王济爱马之神骏(术解·4)；王羲之喜爱鹅之高洁；王子猷赏竹之

清纯(任诞·46)，等等，这些都成了晋人们的癖好。他们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更不是为了褊狭的占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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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抛弃了一切功利得失的观念，因为鹤马、鹅竹等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人生美好品格的象征，也正

是在这层意义上，王子猷才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46)。顾长康从会稽还，兴致勃勃地

向朋友讲述遇见的山川美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王徽之

则是对山阴的美夸赞道：“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91)秀丽的

山水是我们欣赏的对象，同时也与人的内在情感发生了共鸣。在大自然中，人被一种不可言喻的情绪包

围着，而在人的心坎里，大自然也多了几分灵气，变得情趣盎然，生机勃勃。人与自然相融相洽，让人

得到了一份超越的情志，所以，《世说新语》中讲到王司州，道：“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言语·81)一代枭雄桓温看到了从前种的小树苗长大时“泫然流泪”(言语·55)。“简文入华林园，顾谓

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
简文帝虽然在政治上一塌糊涂，“究其实质，这种所谓的‘风度’、‘风流’都十分虚伪，是十足的故

弄玄虚、装腔作势”[6]。但是作为名士的他，话说的是很有见地的。好一个“会心处不必在远”，“鸟

兽禽鱼自来亲人”。有了真挚的感情，才能够做到会心，才会觉得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也是尽显风流，

无限美好。 
山水田园之美，能够成为人生有机的组成部分，对魏晋士人的审美意识以及文艺的发展都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况且魏晋士人并不是单纯地游山玩水，在山水逍遥间往往伴随着赋诗、写作、绘画、弹琴与

下棋等文化行为。两晋时期各有一次很著名的文人盛会：金谷宴游和兰亭集会，分别都有“各赋诗，以

叙中怀”(石崇《金谷诗叙》)、“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序》)的文人活动。在切磋琢磨之

中，艺术观念在更新，鉴赏水平也在提高，创作激情也在增长。在《世说新语》中，晋人对艺术“一往

情深”的例子是随处可见的：嵇康对“广陵散绝矣”的痛惜嗟叹(雅量·2)；顾恺之对在人物绘画之中如

何做到“传神写照”的孜孜探求(巧艺 9、11、12、13、14)；殷浩对佛经玄理的痴迷执着(文学 22、23、
34、43、50)；谢安小时候即喜欢刨根问底(文学 24)；而晋人对艺术钟情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将

自己人生也艺术化了。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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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诞·6)“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

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21)“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

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识鉴·10)由此可知，当时

名士们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人生贵得适意。 

3. 魏晋士人的“酒”情结 

酒，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社交礼仪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酒在古代的饮食中，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范围，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明宣宗

在《酒谕》中道：“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成欢。”魏晋时期，士人们在追求外在与心灵自由的时候，

更是通过酒、借助酒，产生了对精神、个体生命的关注和思考。 
魏晋时期，天灾人祸不断，百姓们颠沛流离，被奴役，被压榨。士人们看见此番场景，精神上是十

分难受的，士人们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士人们在那个时期，是作为社会道德体系

和社会良知的创造者、维护者、实行者，他们忍着不说，精神上比常人更加痛苦。当时的社会上，有着

生死哀乐的无常，有着动辄得咎的况境，敏感的士人的内心更加苦闷、惆怅了。酒，就成为文人墨客解

愁的最好物品，成为士人最后的避风港。“(这一时期)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

于热情的一个时代”[7]。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美与丑、

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极致”的时代。“他们的理想人生，就是在现实之中……得到他

们所需要的一切欢乐与享乐，得到他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切满足”[8]。文人，或者说士人，他们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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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无寸铁，但是他们拥有睿智的大脑和雄辩之才。在统治者和权力的跟前，他们思绪万千，游心太玄，

这无疑给统治者添了不少麻烦，无异于刀尖上舞蹈。万千忧愁无处排解，那么，酒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是他们最好的归宿，是他们最好的缘分。魏晋时期的饮酒之风是十分厉害的。 
《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魏晋的士人，能够在酒中，或者说

是在醉梦中，找到那个本真的自己，能够洒脱地书写“本我”的价值和方向，发现内心最深处的人格。 
刘伶在《酒德颂》中形象地描绘出在醉酒的状态下达到的与天地同化的境界：“有大人先生者，以

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

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羸之于螟蛉。”魏晋士人已经凭着酣醉在意念中向“无我”之境进发了。 

4. 另类的审美观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的士人，普遍比较爱美。向内，他们推崇老庄，追求超凡脱俗、从容淡定。向

外，他们更是追求潇洒自如、飘逸异常的仪态美、形象美。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追求的这种美是不切

实际的，是比较虚幻的、空洞的，非具体化的。《世说新语·赏誉 8》：“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

谢曰：‘身不潇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世说新语·赏誉·8》：“殷中军(浩)道王右军(羲
之)：‘清鉴贵要。’王公(王导)目太尉(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王右军道谢万石(万)‘在林泽

中为自遒上’，叹林公(支遁)‘器朗神俊’，道祖士少(祖约)‘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

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世说新语·容止 14》：“时人目王右军(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王大将军(王敦)称太尉(王衍)：‘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这些例子，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是

都在展现一种现象，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不少在追求这种“抽象美”“非具体的美”。不过，他

们的这种另类的审美观和装扮，确实给人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 
魏晋士人有着以白为美的另类审美观。“何(晏)平叔美姿仪，面至白。”男性美的女性化倾向在《世

说新语》中处处可见。如《容止》中有叹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再如王右军见杜宏治，

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再有：“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

人以为‘玉人’。”“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清丽、婉约、娟

秀、白皙——这些女性的阴柔美，成为魏晋士人竞相追求目标。他们作为男子，白白嫩嫩，柔弱无力，

这样的病态之姿，他们引以为傲。自古君子应“品德如玉”，当时的士人在外在形象上，也追求“如玉”。

由此可知，魏晋时期的士人，追求、崇尚的美是十分“另类”的。 

5. 总结 

魏晋士人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其独特的言行和精神特质，这正是那一时期的环境使然，也是那一

时期社会风貌的折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世说新语》中

魏晋士人的独特风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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