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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读南京　　（代序）　　叶皓　　南京素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名世。
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以及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曾先后定都于此。
在2500年的建城史上，南京城有450年是作为国都而存在，因此它得以与北京、西安并称为三大古都。
然而，在此建都的王朝大多短寿夭折，而南京城又屡经离乱和浩劫。
因此，这座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总是和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等等纠结在一
起。
　　但是，历劫与偏安、耻辱与哀怨，只是属于南京的一个侧面，甚至表面。
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从历史的细节和琐碎里去挖掘南京城的气质和标签，伤感和忧郁，仿佛是这座城
市的宿命。
但从宏观的角度去重读南京，把它放到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里去探寻它在那些过往时代最惊心动魄和
波澜壮阔的关口，对文明、文化和国祚民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会发现，它承载着更多的是救亡图存
、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救亡图存、薪火相传　　与其他曾经的古都不同，南京在独特性，体现在它屡次承担过中华文明
“救亡图存”的使命。
一旦中原和北方遭遇游牧民族的致命性冲击，南京就会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避难所。
一旦国家重新恢复大一统的格局，南京则把这文明的火种，重新交还给中原大地。
　　汉末以来，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内迁，金发碧眼的胡人，渐呈对
中原的包夹之势，以致西晋初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而“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胡人趁机起兵，沃土中原，顿成杀戮之所。
“五胡乱华”加诸汉人的是异常恐怖的种族屠杀和人相食的文化倒退。
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晋怀帝沦为匈奴人俘虏。
五年后，长安城也最终陷落，西晋王朝不复存在。
于是，那个时代里代表华夏文明最主流、最精英的中原士族和汉人百姓，不得不离开滋养了他们千年
的长安、洛阳，涉险渡过长江天堑。
他们来到南京，依靠江流和高墙坚壁来抵御胡人南犯。
这就是著名的“衣冠南渡”。
霎时间，南京城从一个三国时代的繁华吴都，一举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救华夏文明于江左的雄关堡垒
，历时104年，第一次成为代表了传统中国的中心所在。
　　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
虽各自存在仅仅有几十年，但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当时黄河流域的北朝诸国，统治者要么出自塞北的鲜卑，要么是与鲜卑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
虽然北朝孝文帝推行民族大融合的汉化改革，但毫无疑问，正统汉文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而得以
保存。
和东晋一样，定都南京的南朝，前有长江、淮河作为天然屏障，后有吴会之地的作为经济支撑，独特
的地域优势，使之成为江南地区承接、保护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不二选择。
范文澜先生评价，正是东晋和南朝对中国南方的开发，使得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是
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唐朝末年，藩镇坐大，遂开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局。
在“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后汉的三朝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
同时，北方的契丹军事力量日渐壮大，不断向中原地区渗透扩张，汉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
而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则因为大多数定都中国南方，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使得继承自魏
晋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
也和东晋、南朝一样，五代十国期间，大量的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和
科学文化，使得源自黄河的华夏文明在长江以南薪火相传。
在“十国”里面，最为著名的南唐就建都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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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统汉文化来说，相对于北方的“礼乐崩坏、文献俱亡”，南唐则是“儒衣书服，斯文未丧”，
而且发扬光大。
　　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的东都汴京，徽钦二帝成为异族的俘虏。
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称帝。
两年后，节节败退的宋王朝渡江来到南京，宋高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准备以江宁为“东都”，并在
公元1129年驻跸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但南下的金兵势不可当，此时的建康城，再一次成为几度易手、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
在南京陷落仅半年后，公元1130年春，宋军几大主力在南京附近集结，再次与金兵寻机决战。
在著名的牛首山大捷之后，名将岳飞一举收复南京，金兵仓皇北渡。
而韩世忠则率水军在镇江与南京之间的黄天荡江面加以拦截，金兀术仅以身免。
建康城一役，南北军事力量的天平重新恢复到了原点，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金兵再未萌生渡江之志
。
正是南京的战斗，保住了南宋王朝一百年的“临时之安”。
　　可以说，“五胡乱华”后的数百年，凡是北方被少数民族侵扰和占据时，一直是南京在接受、捍
卫和滋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
如果没有大江之畔的这座古城，也许整个汉民族就会遭受党项人那样被灭族的命运。
即使不那么悲情，我们也必须去想象一个忘了汉典唐章、失了峨冠博带的陌生中国。
因此，救亡图存、薪火相传，恰是南京对于一部文明史的独特贡献。
　　偏安一隅、文化繁荣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
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
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
回望五千年的历史，禹贡尧封、海内澄清，固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不容“卧榻之侧”鼾声的帝王心态，也使得战乱连连，民不聊生。
而文化的繁荣，需要军事的安宁、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文学创作，甚至需要一点点政治上的悲情，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而南京既有长江天险可抵胡马，军事上得以韬光养晦；又有腹地江南，“衣冠南渡”之后几成天下粮
仓；同时，中原的陷落，离乱的忧愁，让避居南方的汉族士大夫伤感和追念不已。
有了新亭之泣，才有后世一篇篇怀古思人的金陵文章。
因此，自东晋定都南京以来，中国的文化重心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千里大转移。
用谭其骧先生的话来说，“⋯⋯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
”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历代王朝在南京偏安之时，多是文化百舸争流、群星闪耀之际。
　　毫无疑问，南京首先是当之无愧的诗赋之都。
早在三国时期，吴地百姓的民歌对后代五言绝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晋偏安建康，产生了陶渊明这样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诗人。
南朝偏安建康，其文运之昌，可谓空前。
此时讲求平仄粘对的近体诗一举取代古风玄言，一时间名家辈出，从自信“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
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的谢灵运，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庾信、鲍照，上承
魏晋，下辟隋唐，蔚为大观。
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
降至隋唐，南京已经开始呈现出天下文枢之气象。
诗仙李白出生于远离中原的碎叶城，而作为北边陲的汉人，南京是他心中的文化圣域，以致他曾建议
迁都南京。
他传世的八百多首诗，和南京有关的就有近二百首之多。
南唐二主的绝美词章已经成为不朽，后主李煜更是被誉为“千古词帝”。
眼角甚高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也忍不住赞日：“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
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矣。
”除了催生出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量传世名作，南京本身也已t经成为被反复抒写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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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一部诗词史，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古都，比南京更多地被反复吟咏。
　　南京还是一座群星璀璨的书画之苑。
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创新定型的楷书、行书、草书，为后世万代所宗。
画家顾恺之，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画有苍生来所无”，《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
画作气味古朴，生动流畅，成为后世工笔画的典范。
几乎同时代的雕塑大师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器度巧绝”，“百工所范”。
他的出现，一改汉魏以来佛像形制粗朴、不足瞻敬的风格。
五代南唐间，顾闳中绘成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神摹态，登峰造极。
同时，南唐画苑里群星璀璨，催生了像徐熙、董源、赵千、巨然、周文矩和王齐翰等一大批才华横溢
的画家，开启了北宋画坛三百年的兴盛。
清三代间，南京产生了著名的以龚贤为首的八位画家，世称“金陵画派”。
而在中国画坛上施惠无涯的教科书《芥于园画谱》，也出自南京。
以至近代以降，南京画界依然大师辈出，诸如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钱松、亚明、宋文治、魏紫
熙等群星灿烂。
　　南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名著之城。
在这里诞生，或者和这里息息相关的典籍、小说、理论作品，比比皆是。
《世说新语》里知识分子众生态，或洒脱，或执着，或狂狷，或隐逸，让后世文人追慕不已。
南朝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从“坎坎伐檀”式的
原始随性向走向日渐法度森严和成熟理性。
明初，多达两万多卷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在南京编纂而成。
明末到清代，南京产生了许多知名文学家和一流文学作品。
寓大义于才子佳人的《桃花扇》、讽世相于士子儒生的《儒林外史》，以及不朽的经典巨著《红楼梦
》等等，都以南京的历史为背景，以金陵城的景物民情为素材而创作。
此外，清初学者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考证《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而《三国演义》
里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更是家喻户晓。
因此，四大名著中，就有三部和南京城有关。
　　南京还是一座佛教之都。
公元247年，孙权为印度僧人康僧会修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建初寺”，这也成为佛教在中国
南方兴起的标志性事件。
公元520年，印度僧人达摩来到南京，一苇渡江，在浦口定山寺面壁修行。
而此时的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身体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记述描摹的
，就是当时佛教之盛。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其中法眼宗，源于南京的清凉山；三论宗的祖庭，在南京郊区的栖霞
寺；牛头宗的发祥地，是南京雨花台外的牛首山；天台宗的创始也与南京息息相关。
南京也是中国最早、最多瘗藏圣物的地方，特别是最近，南京长干寺地宫的考古发现，其中阿育王塔
供奉着佛徒们顶礼膜拜的佛顶骨舍利。
明初的大报恩寺塔，近80米纯以琉璃烧制而成，成为世界七大奇迹。
也是在南京，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南京成为
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
而被称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则一直是世界性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最
近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称南京为佛都，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南京是汉语史上众多成语的肇始之源。
正因为南京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历史，有着谈吐雅致、卓尔不群的风雅名士，汉语里众多的典故成
语都和南京息息相关。
这些成语，题材广泛，造字典雅，可称语言史上一大壮观。
有雄奇壮阔者，如“东山再起”、“多难兴邦”；有悲伤婉约者，如“新亭对泣”、“寄人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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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描摹相思者，如“一往情深、”“青梅竹马”，有感叹命运者，如“破镜重圆”、“人琴俱亡”。
当然，更少不了和舞文弄墨相关的“一目十行”、“大笔如椽”、“入木三分”、“渐人佳境”、“
画龙点睛”、“江郎才尽”。
其他出自南京的成语，诸如“自毁长城”、“千载难逢”、“量体裁衣”、“天花乱坠”、“管中窥
豹”、“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南京还是中国的戏曲之都。
昆曲是中国百剧之母，它发源于昆山，形成传播于南京。
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它引进宫廷，定为国剧，从此走向全国，成为泱泱中华之国粹。
昆剧《牡丹亭》为汤显祖在南京所写，《桃花扇》为孔尚任在南京创作，而且写的就是秦淮河畔发生
的真人实事。
这两部戏恰是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最好的戏曲。
　　南京更是中国教育科技史上的重要文枢。
在南京城，三国时期的学者王蕃写出了中国天文学重要著作《浑天说》，陈卓创建了全天恒星体系，
南朝的祖冲之编制出了新的《大明历》，计算出了圆周率，甚至复制了指南车。
南京对一部中国的科举史，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明成祖朱棣因“天子守边”迁都之后，留都南京依然是名符其实的天下文枢。
明清两朝，六百年里江南才士辈出，以至清朝一半的状元、一半的国家官员，都出自金陵城的乡试。
“南闱”之盛，曾经让北京黯然失色。
曾国藩生平引为自傲的，不是率湘军子弟克复金陵，也不是以汉人而封一等侯爵，而是能够坐主南闱
，在金陵城开科取士，看天下英才尽人其彀！
　　这些文化史上的辉煌，这些南京人物、南京现象，无不是被所谓“偏安一隅”的金陵之山、建康
之水所滋养。
　　成败功业，易归尘土；道德文章，能照千秋。
疆土和征服，从来不是历史的全部；文明和文化，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功业辉煌如成吉思汗者，金戈铁马，纵横踏欧亚大陆，征服的疆土须以经纬度来衡量，诚可谓人类史
上最成功的疆域扩张者。
然而，没有文化的支撑，再大的功业也只是过眼云烟。
蒙元帝国，至今几乎无迹可寻。
而曾经偏安的南京，已不止是一座大地上的千年古都，更是永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折射着我们文化
里最优雅气质、最高贵品德、最聪敏才华的记忆符号。
　　英雄之城、胜利之都　　避难之所、偏安之隅，似乎总和被动、懦弱与妥协联系在一起。
但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南京绝非如此。
举凡在外族入侵的动荡关口，它都见证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抵抗和胜利反击。
　　公元383年，氐族人的前秦向偏安南京的东晋发起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前秦皇帝苻坚亲率九十万大军从长安南下，行军队伍绵延千里、投鞭断流。
在安徽寿县淝水之畔，两军隔河对峙。
来自南京乌衣巷里“王谢之家”的东晋统帅谢玄，用激将之法，诱使苻坚后撤而自乱阵脚。
晋军的八千精骑趁机抢渡淝水，内应则在秦阵后大呼“秦兵败矣！
”于是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苻坚的近百万大军，顷刻土崩瓦解。
此战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一举遏制了五胡乱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的侵扰势头，成功
保住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精华。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举凡汉民族抵御外族的战斗，总是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展开。
而抵抗得最为悲壮惨烈的那群勇士，居然多是素来温文尔雅的“南人”。
从状元丞相文天祥到尚书大臣卢象升，从说一口吴侬软语的陈子龙到白袍少年夏完淳，从崖山蹈海的
宋人到江阴城不肯剃发的百姓，甚至秦淮河上的窈窕歌姬，他（她）们看似文弱，但在那些汉民族所
经历的最凶险和血腥的历史关口，却有着匪夷所思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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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南京和南京背后的江南，是他们精神和文化的最后归宿。
他们不仅仅在为汉疆唐土、一城一池而战，更是在为民族的衣冠礼仪、道德文章而战。
　　至于70多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是南京城军民顽强抵抗，使得日军在淞沪、南京的战
斗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才使日酋恼羞成怒，必欲屠城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正是这种英勇和抵抗的精神，让南京曾不止一次主动开启过恢复文明、昌明国运、人心来归的大
复兴、大转折。
在这个意义上，南京还每每是中国走向胜利和复兴的标识。
　　公元410年，离淝水大捷整整18年，东晋大将，也就是后来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率部从南京誓师北
伐。
“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一举消灭了鲜卑人建立的南燕，俘获国君慕容超。
六年后，他挥师克复长安、消灭后秦。
此时，离长安城被匈奴人征服，恰恰是100年。
毫无疑问，这代表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在偏安南京、修生养息100年后，主动出击，取得了
对北方异族的战略性军事胜利。
文明的地缘，被从长江沿岸重新推回黄河流域。
　　公元1367年，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部队从南京出发，一路披靡，直逼大都。
一年后，元顺帝仓皇辞庙，曾令欧亚诸国闻风丧胆的蒙古王朝土崩瓦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
浴火重生。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根，虽胸无点墨，却深谙前朝覆没的教训，登基后推行修生养息、打击贪墨，遂
开有明一代三百年基业。
定鼎南京虽仅53年，他却已成功地打造了一座“人穷奇谋，地穷其险，天造地设”的亚洲第一城。
　　公元1405年7月，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000多士兵和船员组成的巨大舰队，从南
京起锚，开始了壮丽的七下西洋之旅。
从1405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的舰队穿越印度洋和红海，直达非洲，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的远航，充分展示了明初中国无可匹敌的国力，也在航线上撒下和平的种子、开辟了海上商旅之
路。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也是国力鼎盛的标志。
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发源地、起锚地和硕大无朋的宝船制造地。
同时，它也是郑和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
　　公元1912年，南京再度把中国引向历史的大路口。
这一年的元旦，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标志着满清王朝的
正式覆亡和共和时代的开始。
公元1945年9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
曾经骄悍不可一世的日酋冈村宁次向中国代表呈上投降书，这标志着经过八年的苦战，中国人取得了
抵抗外辱的最终胜利。
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上高扬的红旗，徐徐拉开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大幕，预告了一个崭新中
国的诞生！
1978年，南京大学的胡福明老师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短短几千文字，却有千钧力量，为改革开放吹响了理论的号角。
　　回顾南京，历史不会抹去那些关于丧权辱国条约、关于屠城、关于沦陷之都的悲伤记忆。
但历史也同样记住了肇始共和、浴血抵抗、凯旋还都的光荣，更记住了新中国取代旧王朝的伟大时刻
，见证了我们如何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
可以说，是从南京，中国在近代积弱百年之后，自救自强，从几近亡国，转身踏上与列强煮酒论天下
的大国之旅。
　　重读南京，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
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南京既曾蒙受过华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羞辱，但也经历了中华民族最为鼎盛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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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南京开启过我们民族的胜利、复兴、改天换地的时代之门。
是这座伟大的城市，目睹过一个民族生存跋涉五千年的艰辛，保卫过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文明，滋养
过我们文化中最深邃温婉的那一部分，见证过我们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开端。
由此可见，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复兴胜利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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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陵成语故事》为充分挖掘和利用南京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激发广大市民了解南京、热爱南
京、建设南京的热情，彰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2005年，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发起并组织了《我
爱南京》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金陵成语故事》共收入出自南京或与南京有关的成语故事100个，其中部分成语故事引出多个成
语。
目录按成语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开头字母，依英文字母规则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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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重读南京(代序)／叶皓哀梨蒸食白璧微瑕变本加厉别无长物冰清玉润步步莲花不堪回首不可理喻不越
雷池一步才高八斗草间求活超凡入圣乘风破浪城狐社鼠摧枯拉朽大笔如椽大发雷霆叠床架屋东床快婿 
东床坦腹东山再起咄咄怪事飞蛾扑火凤毛麟角干卿何事 吹皱一池春水功败垂成古肥今瘦管中窥豹光怪
陆离过江之鲫洪乔之误后起之秀厚颜无耻虎踞龙盘画龙点睛江郎才尽江左夷吾疾恶如仇击缺唾壶寄人
篱下渐入佳境解铃还须系铃人锦囊妙计开门揖盗刻画无盐 唐突西子空洞无物一空前绝后蓝田生玉量体
裁衣琳琅满目六朝金粉流芳百世落笔成蝇驴鸣犬吠 韩陵片石盲人瞎马 危言耸听咄咄逼人迷途知返明
镜不疲目光如炬 自毁长城飘茵堕溷破镜重圆千万买邻千载难逢巧夺天工骑虎难下青梅竹马情同骨肉倾
箱倒箧穷兵黩武全无心肝人琴俱亡忍辱负重日近长安远日上三竿入木三分入幕之宾拾人牙慧势如破竹 
迎刃而解生生世世手不释卷束装就道天低吴楚 眼空无物天花乱坠天上人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降龙
卧虎徐娘半老新亭对泣 楚囚相对一目十行一身两役一衣带水一往情深义不容辞衣锦还乡异口同声饮醇
自醉越凫楚乙至理名言置之度外中流击楫自惭形秽蛛网尘封参考文献后记重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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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出宋代无名氏《释常谈·八斗之才》。
原文为：“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
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用来比喻某人极有才华。
　　谢灵运（385—433年）是南朝宋著名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
子。
幼时他寄养在外，族人因呼其客儿，世称谢客。
十五岁时，因躲避战乱来到建康，居住在乌衣巷谢府。
因为袭封康乐公爵位，世称谢灵运为谢康乐。
他少时好学，博览群书，工书画。
由于放荡不羁，蔑视法度，所以未被当时的刘宋政权重用。
政治上失意，致使其寄情于山水，写出大量的山水诗，与文章冠绝当时的另一个文人颜延之齐名，并
称为“江东第一”。
谢灵运恃才傲物，常邀集族弟谢惠连、颖川荀雍等文友游山玩水，诗词赏会，描景状物，不乏名句，
开创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被后人尊为“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
其诗意境清新，细致精巧，“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佳句广为
人们传颂，《中国古诗鉴赏辞典》收录其《登池上楼》、《燕歌行》、《石门岩上宿》等十六首。
他性格奢侈，车服鲜丽，不但诗文谈玄说禅，还善画佛像。
谢灵运同时又笃崇佛教，有深厚的佛学造诣，曾经撰《辨宗论》阐发竺道生的顿悟之义。
以“赏心”为标识的山水审美观，充分体现了佛教“心性说”的影响，书法上学习王羲之的真草，俱
造奇妙，被刘宋文帝称为“二宝”。
　　谢灵运对自己的才思和文才，非常自信，很有成就感，故不无矜持地自称，天下的文学才能假如
以一石（十斗）来计算，除去有“七步成诗”之才的曹植（子建）独占八斗，我谢灵运自然分得一斗
，那么天下有才的人才共享剩下的一斗，似乎也有点文学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味道了。
　　现在用此成语，比喻才华出众，不同凡响。
也作“八斗之才”。
（徐龙梅）　　草间求活　　cao jian qiu huo　　语出唐代房玄龄等纂《晋书·周颉传》。
原文为：“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
”　　这个成语原意指在草野之中，只求眼前能马马虎虎活下去。
在《晋书》中，东晋大臣周颉（yi）面对荆州牧王敦起兵造反，只能对其他大臣进行劝诫：“现在朝
廷危难，我们作为国家之重臣怎么能够为了苟且偷生而各自逃命呢？
”　　东晋之初，应该说司马睿和王导相处得比较融洽，除稳定政局外，王导还致力于在京师兴办学
馆，教授青年。
在国库空虚时，想方设法充盈国库，在朝廷设置史官，收录文书典籍。
渐渐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东晋王朝出现了蓬勃生机。
　　可是，这样的好局面，并没有能持续很长时间。
司马睿感到自己的皇位稳固以后，对“王与马，共天下”的歌谣就听不顺耳了。
皇帝乃一国之君，怎能与臣子平起平坐！
于是，心怀猜忌的皇帝开始削弱王氏势力：一是重用善于溜须拍马的刘隗，封其为镇北将军，都督青
、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守泗口，与王敦分庭抗礼；二是任命熟悉朝廷典制的心腹刁协为尚
书令，强化皇权，排挤豪强；三是疏远王导。
　　王导也明显感觉到皇帝对自己的冷淡，但故作不在乎的样子。
然而，他的堂兄王敦性格暴烈，按捺不住了。
他以讨伐刘隗为名，于公元322年从武昌起兵率军东进，攻下建康，杀了刁协，甚至连在皇帝面前力称
王导无罪的周颉也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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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力主要治王导罪的刘隗，为了活命，过江北逃，投降后赵皇帝石勒去了。
　　王敦不满晋元帝的排挤，发兵造反，试图趁机夺取司马氏的帝位。
但王导却忠于朝廷，因罪臣王敦是自己的堂兄，故主动率子侄直奔宫殿，向元帝请罪。
奸佞刘隗主张治王导诛连之罪，元帝却念王氏乃辅国元老，予以免罪，后来的一两年间，司马睿、王
敦相继病故。
　　此后，王敦所部溃散，太子司马绍即位，为明帝，王导接受元帝遗诏，继续辅佐新皇帝，后又辅
佐成帝司马衍，成为三朝元老。
（徐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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