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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八十岁时，感谢宁波市文联、作协和宁波出版社，曾为我出版了《徐季子文选》。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已快到九十了，有朋友建议我再出一本集子，我自己也有此意，拟将我八十岁以
后写的论文、随笔再合成一集，给自己的文化生活作一总结。
在一次会上，我和文联党组书记李浙杭同志谈起此事，浙杭同志很赞成，并问我具体打算，我说：“
我有两种考虑，一是只将近年来发表过而未成集的文字合成一集出版，另一种设想是自己近九十高龄
，尚能读书看报，已属人生幸事，再要思考问题、动笔作文，恐怕力不从心了。
为之将以前出的《文心与禅心》《畅堂文谈》《徐季子文选》等集子中，经过时间检验，为读者和专
家所认可的作品精选一部分，和后来发表的文字合成一集出版。
”他说，“还是出一本精选本吧”，并嘱咐我尽快将篇目选好。
　　这本集子为什么叫“畅堂文集”呢？
请允许我说几句老话，1992年，我家迁到厂堂街，近凉台有一间可作书房，一时高兴就在手记中写道
：“室虽不大，列书三四架，可探书味一二；凉台莳花草数盆，无奇花异卉，但四时生气不绝。
居于斯，有事务当尽力而为，无昕任则读书自娱，无贪无求，心安理得。
气顺时秉笔行文，倦怠时则闭目养神，恬淡自守，心胸舒畅，‘厂’‘畅’音近，故名此室为‘畅堂
’。
”同年出了一本集子就取名“畅堂文谈”。
后来我家虽已迁出厂堂街，但“畅堂”两字就保留下来了，这本集子叫“畅堂文集”，是“畅堂文谈
”的延续。
　　《畅堂文集》内容为四辑：一是“畅堂随笔”。
“文章之道无他，辞达而已”，随笔是一种比较自由的表达方式，是随时随事、随兴随意之作，生活
中的感想，读书时的感悟，人际交往间的感情，大事的感受，小事的感触，好事的感激，坏事的感叹
，只要出之于真情实意，都可行诸笔墨。
随笔包罗万象，文字大小由之，最能看出作者的感情、兴趣、学养和性格。
“畅堂随笔”中的大部分是我读书学习中的感悟，工作生活中的感受，或显或隐地表达了我对家乡宁
波的一份感情。
　　二是“乡贤书序”。
读书是我长期形成的职业习惯，我微薄的知识大都是从读书中得来的。
我很尊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的好书的作家，尤其珍爱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学者、作者写的书，读他们的
书有种亲切感。
有时，他们在出书前要我看看他们的手稿，写点感言，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推辞的。
“乡贤书序”就是为他们的书作的序。
作序比写其他文章态度更要严谨，既要尊重作者，又要尊重读者，不敢虚美，也不能略优，把我读后
的感想实事求是地写下来。
有时在读稿时，受到启发，思绪联翩，就借题发挥，谈些自己的观点，高兴地将书中的精华介绍给读
者。
在“乡贤书序”中也无形地寄寓着我那份“乡情”。
　　三是“浙东文化综论”。
我心仪浙东学术文化，浙东学术文化不仅是地区性的传统文化，而且是影响深远的优秀民族文化的组
成部分。
兴起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浙东学术文化，继承了孔子的仁、忠、恕儒学；发扬了孟子性善论的心性
学说；确立了尊德性、立诚信、致良知、贵实践的道德观；建立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民为邦本、
史为国用的浙东史学；倡导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严谨冶学的思维体系。
历代有代表性的浙东学者，都对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学风的形成，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何将浙东文化的思想核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去芜存精、求真务实地吸取
浙东文化合理的内核，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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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有志于此，但学识不深，精力不济，力不从心。
为此殷切祈盼当代才高学饱、年富力强、有识力、有精力、有魄力的同志来担此重任，我愿意将我发
表的有关浙东文化研究的材料，贡献给他们，供他们参考。
　　四是“佛教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这一组论文是我在高校从事古今文学理论教学。
结合教学进行学术研究时发表的学术论文。
当时重点研究课题是“佛教哲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与中国文化相斥相济，终于逐渐融合，到了隋唐便形
成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化佛教，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本土化了的佛教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都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大乘空宗哲学、般若学
、中道观以及禅宗明心见性的证心法门，对古代文论、诗论、画论的影响尤深，古文论中的境界、意
境、情性、空灵、妙悟、气韵等观点大都是受佛教哲学的影响而生化的。
我国古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绘画、音乐受佛教影响的作品更是难以胜数。
研究古代文论和文学艺术，除了要深入了解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外，也不可忽视释家思想的影响
。
本于这一缘由，所以也将这组论文收进了《畅堂文集》。
　　最后，我再次感谢文联李浙杭同志和有关领导的关心支持，使《畅堂文集》能顺利出版。
　　徐季子　　200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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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季子先生出生于1921年，系宁波市文联名誉主席、宁波市政协原主席，也是宁波市著名的文学
家和教育家。
他数十年笔耕不辍，著有《徐季子文选》《文心与禅心》《畅堂文谈》等学术著作和随笔集多种，主
编《傅璇琮学术评论》等，由他在1991年主编的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统编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至今
仍在不断再版。
这本由市文联组织策划的《畅堂文集》，精选了他各个时期的文章精华，分“畅堂随笔”、“乡贤书
序”、“浙东文化综论”、“佛教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四辑。
这部书的出版，既是对徐季子先生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总结和梳理，也是我市文化积累工程的一项
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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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辑 畅堂随笔兴趣和情趣求“放心”人格之美与自然为友与人为善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论淡泊
论境界儒商伏尔泰和孔子老子和亚当?斯密过钓台谈读书读杜甫两首迎客诗从芭蕉谈起美妙的集句秋水
文章史传笔法——读《柔石二十章》笔林清韵传书风儒商兴学礼赞——读《赵安中传》联结历史文化
和现代文明的桥梁——《宁波通史》首发式上的发言一部有深度的宁波人物记——《群星灿烂》读后
感一本撕去封面的藏书享受月湖宁波市文联成立50周年感言《文学港》给我的印象诚信泛论诚信可贵
在于行道不远人德贵在行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和谐”的古义和今读对宁波精神的理解我与人民政协政
协委员的民主情怀以平常心做平常人过平常日子第二辑 乡贤书序《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序《浙东学
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序《浙东学术文化名人》序《姚燮研究》序《解读》序《绚丽的历
程》序《宁波帮研究》序《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序《中华当代儒商书画选》序《梁祝的传说》序《
宋诗文的故事》序《宁波老故事》序《当代茶诗选》序《茶文化书画集》序《海上茶路与东亚文化研
究文集》序《寻绎慈溪文化之源流》序第三辑 浙东文化综论宁波传统文化及其道德思想心学与浙东传
统文化四明学派简论由心学向实学转化的浙东文化浙东文化与“宁波帮”精神甬帮商人经营之道王应
麟的学术品格屠隆简评千年月湖月湖记胜碑月湖人物记贺知章 王安石 钱公辅 曾 巩楼 郁 楼 异 楼 钥 丰 
稷舒 宣 陈 瑾 周 锷 汪大猷史 浩 史弥远 史守之 杨 简袁 燮 袁 甫 沈 焕 舒 磷吕祖俭 吴 潜 王应麟 袁 桷范 
钦 万斯同 李邺嗣 全祖望徐时栋 翁文灏四明文采南宋诗词家 张孝祥 南宋词人 吴文英元戏剧家 高则诚 
明文学家 屠 隆明花鸟画家 吕 纪 晚清诗人 姚 燮近代书法家 梅调鼎第四辑 佛教哲学与中国文学研究般
若学和唐宋诗论——佛学与诗学初探佛教的语言观刘勰论文的中道观唐诗的禅趣《红楼梦》之色空观
《金瓶梅词话》的因果观苏轼诗论东坡文谈东坡词臆札刘勰的作家论刘勰的风格论刘勰的文采论刘勰
的物色论刘勰论知音刘勰论养气小说的含蓄散文的哲理诗的情味谈悲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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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法自然”，古代哲学家大都爱面对自然作哲学思考，并以自然来滋养哲人的智慧。
先以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论语·子罕》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从字面上看，这是说孔子在川上看到川流不息的流水，发出了日往月来，时光易逝的感叹；而其
深层含义是告诉人们，要从这一自然现象中领悟到大化运行，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道理，勉励后生
要把握时机，自强不息，予人以深刻的启迪。
　　晋宋间大诗人陶渊明，志趣高洁、博学善文，身处政局动荡之际，“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弃官
不当，回家躬耕白食，安于贫苦，创作了许多描写田园生活的田园诗，风格恬淡自然、朴实无华，但
语淡而意深，富于哲理，使人百读不厌。
如他20首《饮酒诗》中《结庐在人境》一首，真可说是将人品、诗情、自然景色和哲学思辨融为一体
的千古绝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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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与自然为友，涤尘清浊，远离尘世的喧嚣，心与菊花、飞鸟、山气合一，没有半点虚情，只有一派
真意，此情此景无须用语言来表达，语言也表达不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透了人与自然为友的情怀和心态。
　　不同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他们都爱从自然感受中得到启悟。
释家善于以自然为喻来阐发他们的理念，如天台宗高僧湛然在阐扬世间万物皆有佛性的义理时说：“
佛性偏法界，不隔有情无情，一草一木、一砾一尘皆有佛性。
”大乘佛教不仅认为人有佛性，一切胎生含血之物有佛性，连非胎生的草木，无灵性的尘砾也都有佛
性，以此来说明佛以慈悲平等心观照世间万物的教理。
至于禅宗大师常以自然为喻来阐明禅心精微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禅宗经典《五灯会元》就记有许多与自然有关的妙语，如卷十五中记道：“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师日春来草白青。
”这一问一答真可谓洒脱自然、机趣天成。
又如《大珠语录》说：“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更是将禅与自然的关系说得通通
透透。
何以禅宗丛林都建在深山密林之中？
因为山深林密自然清静，潜心参禅，便于达到心无妄念、明心见性的最高境界。
　　中国哲人喜与自然为友，外国哲人也同样喜与自然为友。
印度诗哲泰戈尔是自然的崇拜者，他描写自然的小说和诗篇都富于哲学思辨。
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在生活实践中，在具体的情感生活中达到伟大的自然和谐
。
他在小说《沙达娜》中描写道：“大地、水、光、水果和花草等自然万物，对人类而言，并不是有用
则用、用完即弃的单纯的物质，而是如同整曲华美的交响乐中的每一个音符，是人类实现自我理想所
不可或缺的必要构成⋯⋯只有当人生中发现自然的永恒之灵时，才觉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泰戈尔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是多么美妙啊！
自然不是冷冰冰的无情物，而是能与人心灵沟通的，“是人类实现自我理想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构成”
。
这正像《牡丹亭》中杜丽娘说的，“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爱好天然，与自然为友是一个人心地真纯的反映。
17世纪日本诗人巴蕉也给人们留下了印象很深的诗句：“何等尊贵，青叶嫩叶，在日光下。
”树枝上的青叶嫩叶何来尊贵？
因为它是大自然的使者，日光下青叶嫩叶在叶脉中流动着大自然生命的汁液，诗句是那么地朴实，而
其内涵又是多么地丰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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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然为友并非是诗人哲学家的专利，每个人都要与自然为友，尤其是生活在文明社会的现代人
更要与自然为友。
在经济繁荣、科学昌明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一出家门见到的是宽敞的马路、高大的楼房、川流不息的
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琳琅满目的商品⋯⋯一进家门看到的是电视机、VCD、电冰箱等现代化设备
，生活中什么都不缺少，但心里却老感到迫促、不舒畅，甚至烦躁，为什么？
因为离开了大地母亲，望不到悠悠的白云，看不见清清的流水，闻不到芬芳的花丛，摸不着茵茵的芳
草，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所以人必须与自然为友，不论城市和农村都要给大自然多留些自由舒张的天地。
只要你爱护大自然，它会给你很多很多好处，你去拥抱大自然，它会使你感到舒坦和宁静，清除你胸
中的郁闷，宽缓你浮躁的情绪，使你四肢活络，头脑清醒，身心健康。
但是与自然为友必须要爱惜自然，大自然使你清新，你必须以清新来回报自然，以自然规律来开发和
守护自然。
如果你肆意糟蹋破坏自然，大自然也是要报复的，吃过自然报复的苦头的人们都是记忆犹新的。
当然治理大环境，修好大自然，要依靠政府和群体的力量，需要大家努力，不过每人身边都有小环境
小自然，那就要每人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与自然为友，自然会给你很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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