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修竹留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修竹留风>>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5261

10位ISBN编号：753605526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李心释  著

页数：1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修竹留风>>

前言

　　旅法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先生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印痕，在上帝老人那慧目如电的注视下，不经意间竟造就了多如恒河之沙
的人类及其“思考”作品。
　　据研究，人类已经存于斯几数百万年的时光，而在此之前呢？
当上帝在静观万象、俯视众生时，偶然间瞥见，而今有这么一帮子民竟汲汲于思索具有悠久历史的“
符号文化”时，当作何想？
发笑么？
也许，未必！
　　应该说，自从有了上帝老人的眷顾而“创造”出人类，这世上便有了文化和思绪，涂染上了形形
色色的情感意味，如同空气一般弥散在世间各个角落，从而显得韵味十足、力透纸背。
显在的外观不再显得单薄以至于“芜没于空山”，且日益丰富起来⋯⋯　　既如此，浅疏的体表油然
承载并传达起某种“弦外之音”，诸如“象征性”、“主体性”、“超越性”等便次第出现；久之，
我们就观其形而会其义，略其形而会其神；随之，“人文性”、“历史感”、“宇宙观”等人类话语
便在岁月年轮的碾压下愈加迷人⋯⋯　　渐渐的，华夏“女娲”的子孙们在面对祖先遗漏的多种花絮
时，往往产生出一种神奇的美感距离，更为醇厚的“文化”味道也就被无意识接受与敞开：接受的是
生活，敞开的是神性。
神性增加了厚度，生活融入了文明，文明推动了历史，历史整合了意义，意义拓展了体量，体量积淀
了文明，文明化入了生活，生活充满了神奇，神奇归之于神祗，神祗创制了符号，符号遮蔽了本意，
衍义得到了敞开⋯⋯不断的遮蔽与敞开，便构成了符号的双重功能。
人类文化正是在这辆双驾马车的裹挟下，荡生出历史烟云。
　　何谓符号？
符号即人化的第二皮肤。
　　什么是人？
人是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
　　人化即文化，文化即交流；交流是手段，情感为主旨。
　　从文化的起源看，“人”是文化的第一要义，“符号”则是其形态与浓缩。
因此，“人—文化—符号”构成了某种同一性命题。
人们正是在“文化符号”和“符号文化”中强化其生命意义，生命的节奏由是成为人类文化的最早华
章。
　　可以说，符号一经浓缩了生命情调，便起到一种鬼斧神工的作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
积极动因。
这或许就是我们每每在面对自然或文化杰作而叹许为“上帝的杰作”之深层因由？
　　作者们无意在此建立一门“中国符号文化学”，因为大文化观念本身即是一门体大思精的学问；
也无意于条分缕析地去做考据和索引工作，因为历史的人文误读即是符号的内在因子；同样无意于比
较中西符号文化之问的异同，人类本一家，允许有个性。
共性与个性共存不仅自然而然，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多元性正是符号的本质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其符号文化亦丰富深邃，自成系统。
为生动表现中华文化，编者从传统音乐中撷取了几首古琴曲名，如“古神化引”、“板桥道情”等，
旨在利用第一符号(语言)去言说第二符号(图像)而揭示第三符号(题旨)，试图寻拾曾经的“左图右史”
传统，以雅俗共赏的方式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揭示与敞开，使大家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启悟！
　　出于上述“思考”，我们精心策划并精选了二百余经典符号，其内容尽可能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
面面，虽然不尽完善，亦可一窥全豹。
鉴于符号文化的自身规定性，尤其是当下审美文化的道成肉身性趣味所使然，力图用鲜活的笔调糅历
史、文化、艺术、审美、民俗、感悟于一体，宣叙出一部和谐的多声部协奏曲。
　　这里的“符号”与国际上风头正劲的“符号学研究”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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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符号学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对这一问题也逐渐关注。
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幼蒸先生的话并非空穴来风，他说：　　符号学研究将成为下世纪(21世纪——笔
者按)初的中国显学，中国符号学将成为国际符号学新的中心。
同时，符号学亦将成为使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丛书从前期策划到最终付梓经过了相当长的快乐等待。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张道一先生等前辈学者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
支持。
季老年逾九秩，仍为本书挥毫题签；张老亦题词予以勉励；业师道一先生表示做一位“实实在在的顾
问”⋯⋯大师们的鼓励与前辈学者的关怀始终是我等奋力前行的不衰动力。
　　文责自负，各尽其职；世事繁冗，未可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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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所看到的花木毕竟是喜欢看到的花木，人所做的只是以花为镜，照见自己，却忘了花木本身，所以
花木文化不是花木的文化，而是人的文化，人的世界里的花木不是自然状态下的花木，就像栽培的观
赏花，人赋予她们太多人为的东西，她们不是指称自身，而是指称人的世界的某种意义，并且花之各
品无不影射着人事，如牡丹有雪夫人、玉美人、状元红、醉杨妃等，兰有惠知客、黄八兄、观堂主、
十三太保等，月季有姣容三变、朱衣一品、西施醉舞、飞燕新妆、岳阳三醉等。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花木具有了符号的性质。
而这种符号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性不强，存在着联系的纽带，即一个民族认识世界
的特殊方式和审美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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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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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人淡如菊——菊　　4　　秋深霜冷，草木衰落，百卉殚谢，此时，菊花在篱落畦圃之间，
盆盎瓶尊之中，烨然而发，傲然于冷风寒露之中，不禁令人想到那些不畏强暴、品格高尚、坚贞守志
的君子、隐士，故菊花雅号为“花中隐士”。
陶渊明就是人世中之菊花。
用菊花寄寓君子德行之意在晋代很流行，什么花配什么德行，古人是深信不疑的，如《晋书·文苑传
》载：“罗含致仕还家，阶前或兰菊丛生，人以为德行之感焉。
”　　陶渊明因爱菊、种菊、咏菊而被后人敬为菊花神。
他种菊当然有实用理由，可食，可酿，但在他诗文里菊花已完全是审美对象了，以菊花自况，抒发心
头志气，有时人、菊、天地浑然不分。
他在住宅边种满菊花，天天与菊花为伍，这在别的文献里也有记载，《续晋阳秋》曰：“陶潜无酒，
坐宅边菊丛中，采摘盈把，望见王弘遣送酒，即便就酌。
”陶渊明嗜酒是有名的，魏晋文人都喜欢酒，阮籍还借酒疯逃脱过政治迫害呢，可陶公更是本性近酒
，说他无酒就坐在菊丛中，不知是说菊在他生命中更胜似酒，还是无酒之时的退其次之选择，总之，
酒与菊这两个名词从而具有形容词的功用，是对他的特征的最好概括。
历史爱酒之人太多，爱菊之人如陶公者却少，所以后人提到菊非想到他不可。
　　晋人嗜酒可能另有原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
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但陶渊明本性爱酒是有根据的，萧统《陶渊明传》写他在喝酒上大手大脚，不惜花钱，好友延之路
过浔阳，“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酒浓，菊淡，这是他生活中的辩证法，他绝没有看破红尘，生前非常重视朋友情谊，这是他的浓，而
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淡。
他为何种菊？
《九日闲居》诗序里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人淡如菊，其诗亦淡如菊，陶渊明的诗语言平实，自然而然道出奇峻哲理，而又富情味。
原因可用清代方东澍《昭味詹言》中句子来解释：“人有兴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
奇情奇怀奇句。
”此句当为今诗人所谨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饮酒》里的千古名句，采菊本是功利性劳动，却因其劳动环境
和人物心境而诗化了，菊花、东篱、南山和诗人自身都化成意念中的流动之物，又像一个永远定格的
动作镜头，浑然一体，久而久之，里边这些元素甚至可以相互替代。
为避免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摘句”之弊病，我就把整首诗写下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写出了菊花和隐士的典型神态，后代诗文中经常提到他，会以“东篱”这一固定镜头中的处
所指代陶渊明，也指代菊花。
启功在他的《汉语现象论丛》中认为，这种取一个侧面的说法是为典故的性质所决定的。
倘若读者细心些，多读几遍，可能会发现诗中并非只有平和、宁静。
此情此景中，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如何不感慨往日所经过的人生误区呢？
所谓真意，包含着对他自己以往人生的认识，应指在这样的情境里突然悟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而
这与当前之象息息相关，如何能用抽象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
所以我觉得陶渊明开辟了中国诗歌的一条新路子，他让自然现象自在地呈现它自身，人仅仅是其中一
个道具，他的眼光既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他自己的，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所悟到的“真理”已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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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本身所呈示。
这种诗歌手法也是他作为隐士的人生观的根本体现，唐代山水诗人们发扬了这手法，美国现代诗人庞
德翻译的唐诗人寒山的作品也是这一类，所以英美现代诗中的意象派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追到陶公。
陶诗与中国诗歌源头经典有别，《诗经》朴素，其比兴还是重直抒胸臆，《离骚》浓彩，象征比喻繁
复缤纷，两者共同点是，都把自然处理成人眼中之自然，“真意”全在人而不在自然本身。
陶诗恰恰相反，所以人们很难从中读出诗人在排遣矛盾与痛苦的另一面。
　　陶渊明一生历经三个朝代，十个皇帝。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时期，如同秋冷霜降，寒冬将至，人心惶惶，争权夺利。
陶渊明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后愤然辞官，从此告别仕途，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劳作，过那
人淡如菊的隐士生活，这在古代读书人中是极其不易的。
因为古人读书入仕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除非迫不得已才会罢休，而陶渊明是自主选择归隐田园的
。
这大概还有两个因素在助他作此决定，一是儒家经典《论语·卫灵公》里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
”并且儒家还有“忧道不忧贫”的主张，这使得一些文人把安贫乐道、鄙夷物质享受作为崇高美德来
颂扬，有时甚至认为非清贫不足以显示一个人高尚廉洁的品格，陶渊明前期作品中常喜欢叹贫可能即
受此影响；二是当时黄老思想渐渐盛行，失意文人也极易接受影响。
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主观品性的卓尔不群，尤其从他祖上看，都对建功立业非常热心，其诗《命子》还
好像很自豪地述及祖宗的伟业呢。
《晋书·陶侃传》里也称其曾祖陶侃，并不喜老庄，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
”他关心民众生活，曾出游，见一游人持一未熟稻，他怒斥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
”他武功盖世，也富甲一方，儒家的人世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这样的家世并无助于陶渊明归隐田园呀。
　　陶渊明辞官前，家境贫寒的。
他的高尚清廉体现在他很孝顺，很为家人生计着想，但还是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置印绶去职，写《
归去来辞》。
当然有人会说他归隐田园也绝非普通农民，而更像中小地主，拥有一定量的田地、屋舍，还有仆从，
前期生活安逸，喝酒、赋诗、游乐，象征性地下地做些农活，等等。
这不足为奇，他本来出身官门，没落到这地步了，难道还非得把自己剥夺个赤贫才足以明志吗？
那些人因此觉得陶渊明只是作秀，难道就没有想到自己头脑里存有落后而愚昧的农民意识吗？
文化从来不是只字不识、屁股朝天的单纯的农民创造与承继的，他们若让陶渊明日夜耕田砍柴浇菜织
屦，恐怕他再也写不出一首诗来了，我们也就此失去一个伟大的诗人。
然而即便这样，一个农民怎么可能有此志气？
在他人生后期穷困潦倒之际，他仍自视甚高，从未向权贵屈服过，把一个前来劝他出仕的刺史顶了回
去。
朱熹曾说“晋、宋人物，虽日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是
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　　陶渊明安贫乐道，坚贞守志还有他家人的功劳，他第一个妻子早丧，续娶翟氏，志趣相同，能
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甘苦与共。
遗憾的是他的五个儿子都不好纸笔，他为此写过《责子》诗。
白居易《访陶公旧宅》一诗曾慨叹他子孙无闻：“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
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也许是天意，陶渊明真也只能“空前绝后”了。
　　陶渊明生存的环境与菊花的时令特点何其相像，他的气节就可以在菊花上寄托，菊花正是他自身
的写照。
陶诗中多处写到菊花，再如揿酒》之七的名句：“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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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借菊自况。
这些情景竟成了中国历史上亘古常新的文化意象，明清绘画、工艺品纹饰中有陶令（即陶县令，陶渊
明）爱菊的题材，画一老者徜徉菊丛中，杖策徐行望远山，意味深长。
　　5　　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君子有坚持节操的共同品性，文人为什么这么喜爱菊花？
唐代元稹在其《菊花》诗中道出了秘密：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这首诗比魏晋的咏菊花诗成熟的表现就在于它写得如菊花一样恬淡，不像后者浓彩重抹，想方设
法运用某些语言手段反复渲染菊花的色与态。
此诗只用了一个轻轻的比喻，那一丛丛菊花绕着房屋开放，令人觉得像到了陶渊明的家，与其说陶渊
明的家是个喻体，不如说只是联想到它罢了。
后两句说明原因朴实无比，说只因这花开过后这一年里就没有花可观赏了，所以才偏爱它，多么朴实
的理由！
这首诗可视为当代诗人反对语词所指负重之主张的先声。
其实这仅仅是语言上的提示，唐代诗已在“言在意外”上走出很远，这理由表面的单薄（时序原因几
乎难以作为理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猜想深层的原因，由此人们会想到菊花的时令特征，通过汉民族
解读花木精神的共同图式，人们就会得到诗人偏爱它的真正原因是菊花含有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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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爱花，也爱替花作主，给花许多传说，就像人对自己的祖先作出种种神奇的描绘，人世间的
众多历史变故，也经常附会在花木身上。
　　《神祇的脚印：中国符号文化(修竹留风)(花木卷)》中的花木是在非常宽泛的符号意义上谈论的
，并且明显地着上个人偏好的色彩。
书中每篇文章基本上是以花木的植物学特征、符号化过程、文化意义、审美特征、人文精神、图像符
号、民间影响等诸方面共同撑起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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