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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
社会混乱，儒家思想的式微，魏晋玄学的兴起，道佛两教的影响，凡此，塑造了魏晋名士独特的生活
方式与生命意识，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特有的生活风貌。
    作为名士，他们的言行举止具有示范意义，常常引领社会的风尚潮流。
本书即围绕着风行于魏晋名士之间的文化活动展开，包括人物品藻、服饰、清谈、饮酒、服药、赏竹
、弈棋、文学艺术等。
这些活动具有浓厚的美学情韵，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一段流光溢彩的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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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可上溯至鲁迅先生1927年在广州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的演讲，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年）一文，冯友兰先生的《论风流》
（1944年）一文，都是较早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鲁迅先生的研究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王瑶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书即深受其影响。
此外，鲁迅先生提出的“魏晋风度”这一概念被后来研究者广泛接受。
宗白华先生的文章对后世美学研究更是影响巨大，文中提出的诸多观点，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经典论
述。
这三篇文章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这里暂不展开。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陆续出版了数本与本论题有所关联的研究著作，如罗宗强的（《玄学与魏
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该书从时代思潮与文人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以历史分期将玄学分为正始、西晋、东晋三个时代，探讨了玄学思潮下相关士人所具有的心态及精神
风貌，如将嵇康认定为“悲剧的典型”，将阮籍视为“苦闷的象征”。
该书重在士人心态的研究，并开启了一条士人心态史的研究思路。
宁稼雨的《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2年），该书从魏晋门第
观念、南北文化差异、人物品藻、魏晋学术思潮、魏晋人物个性、魏晋文艺、魏晋风俗等几个方面对
魏晋风度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其目标是“描述一幅活的魏晋文化风貌图”①，内容很为丰富
，作者重在描述史实。
范子烨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考
察人物品藻，中篇论述魏晋清谈，下篇分析了嵇康、阮籍的游仙诗、《世说新语》的语言与人物、挽
歌、啸等审美风尚，该书重在史料丰富，论述较为深入。
宁稼雨的《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以（《世说新语》为研究中心，从精神史的角度对魏晋士人人格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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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原题为《名士风流——魏晋士人形象研究》。
大学四年，我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的是机械电子工程，挺好的一个专业，很实用。
只可惜，我兴趣不大，学得吃力。
很有一段时间，我陷入困苦与茫然。
某一天突发异想，还是考美学吧，于是就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学专业。
大四暑假闲来无事，不时从昌平图书馆借几本书读，其中就有《世说新语》。
正是《世说新语》，引我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不曾想到，在中国的古代，生活过一群人，他们风神潇洒，任情放达，挥麈清谈，纵酒服药，钟情自
然，喜好文艺，宛若天人。
这种充满美学情韵的魏晋风度，直令人心怀向往，念念不忘。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即是《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形象，博士论文仍然以此为题，虽有偷懒之嫌，
不过更多还是受到魏晋名士之魅力的蛊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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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
  　　——鲁迅  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
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底同情。
  　　——冯友兰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
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  故顺《人物志》之品鉴才性，开出一美学境界，下转而为风流清谈之艺术境界的生
活情调，遂使魏晋人一方面多有高贵的飘逸之气，另一方面美学境界中的贵贱雅俗之价值观亦成为评
判人物之标准，而落实在现实上，其门第阶级观念亦很强。
  　　——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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