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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著，中华书
局出版

这是史学泰斗陈垣的代表作，可谓
是震惊东、西方学术界，收获无数赞誉
的经典，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
之作。该书从文学、儒学、佛老、美
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
原的西域人 （色目人） 逐渐为中原文化
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当时中原文化的
先进性和生命力。全书资料丰富、考证
精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代经
典。陈寅恪说：“近20年来，国人内感民
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
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
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
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长
期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
例》 等，不少已成为史学经典，并被译
介到海外。他不但与陈寅恪并称为“史
学二陈”，还被毛泽东称为“国宝”。

陈垣先生之孙陈智超教授撰写的导
读中指出，陈垣先生之所以选择“西域
人华化”这个主题，是因为过去提起中
国的盛世，不是汉代的文景，就是唐代
的贞观、开元，清代的康乾。提到元
代，最多说它武功显赫，而更多的是注
意它的残暴统治。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积
贫积弱的现实，让陈垣先生想到了元朝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
国。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而是
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
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
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
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
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
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所以他在 《华化考》 一书中意味深
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
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
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
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
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
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
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
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
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
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
西纪一二六○年至一三六○年间之中国
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
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
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
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
盛，岂过元时！”（卷八第一节） 这在当
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

本书题目所用“华化”，检阅现存的
《华化考》的提纲和初稿，提纲先作“中
国化”，后改为“汉化”，初稿沿用“汉
化”，至定本改为“华化”，但文中还保
留少数“汉化”之词。改“汉化”为

“华化”，我们固然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元代的汉人与汉族人不是同义语，“汉
人”不但指汉族，也包括契丹、女真、
高丽等族，而元代的“南人”中大部分
是汉族。“华化”是：“以后天所获，华
人所独者为断。”所以，“或出于先天所
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
化”。

作者从儒学 （“儒学为中国特有产
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佛道两
教、中国诗文以及元曲、书法绘画和中
国建筑、礼俗等多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
之华化。由此可见，作者所说的华化或
同化，是指文化上的影响、吸收、接受
或认同；也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
之宏阔。许冠三评论说，《华化考》“论
证的谨严，亦是当代罕有。如证 《丁鹤
年集》 通行本皆明刻说，共举五证，证
证确切。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
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
井然”。

《元西域人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主题的选
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
等等方面，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
的启示。

陈垣先生当年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
“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应为后人
铭记。

（小 章）

再讲一个小的故事，说明
《红楼梦》 对世道人心，对我们
生活的影响至今有多深，或者
说，是看看中华文化心态已经在
什么样的深度上与《红楼梦》的
故事水乳交融。

《红楼梦》 里头写得让人拍
案叫绝的一段，就是王夫人的玫
瑰露失窃了。

玫瑰露是一种浓缩饮料。前
边写过贾宝玉挨完打，给他弄个
玫瑰露倒上点凉开水一搅和，就
喝了。是谁偷的王夫人的玫瑰露
呢？是彩云丫头，彩云服侍的就
是赵姨娘的儿子叫贾环，是宝玉
的同父异母弟弟。

赵姨娘看贾宝玉喝玫瑰露，
心中不忿：为什么我儿子喝不

上？就让彩云给偷来了。偷来了
以后，王夫人忽然发现，哎，我
那两瓶玫瑰露呢？让平儿负责去
查。这个彩云就反咬一口，说伺
候您的是玉钏，肯定是玉钏偷
了。这个玉钏就说我绝对不可能
干这种事儿。

负责处理这个事儿的平儿知
道是彩云偷的，但是她认为如果
揭露出彩云来呢，就会牵扯到对
贾环和赵姨娘的舆论反应，而这
个舆论一反应呢，又会影响到与
贾环同为赵姨娘亲生的探春。

中国人好面子，讲究的是投
鼠忌器。《红楼梦》 明确地讲，
捉一只老鼠，要顾忌，不要因此
而打坏了美好的瓷瓶。当时王熙
凤 生 病 ， 探 春 是 代 理 “ 秘 书
长”，为了保护有头有脸的探春
代“秘书长”，就得捂着这件事。

平儿自有办法。
她召集了一个碰头会，把所

有有关的丫鬟们小子们
都叫来了，然后就说，
现在宣布调查玫瑰露问
题的结论。经调查，二
爷，也就是贾宝玉，已
经承认是他偷的，你们
互相之间谁也不许多说
话了。

因为平儿需要找一
个顶缸的，而最爱帮助
少女的就是贾宝玉。贾
宝玉承认这个犯不了多
大的错误，就算他从他
亲妈那儿拿走两瓶玫瑰
露，这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从亲妈那儿拿走钻

石，也没有太大的后果啊。所以
就说成贾宝玉拿走的了。可是这
时候彩云一听啊，实在不好意
思，说姐姐别说了，我偷的，你
们现在就把我捆起来，要杀要
剐，要怎么办，你们随便。“羞
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说的。

可是，这平儿是什么态度
呢？眼一瞪：我刚才已经宣布了
结论了，胡说八道什么，散会。
这就叫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连我看了啊，我都觉得这平儿太
能干了。不管在哪儿，你当领
导，有一个平儿这样的助手，多
棒啊。我还想到，到这种时候，
贾宝玉是多么可爱呀！

后来有件更可乐的事儿，这
也是公开的。据说最欣赏这一段
儿的是林彪。林彪非常欣赏这一
段，而且还批注，就是今后一定
要向平儿学习。可是这个事儿
呢，你要让一个德国人来研究，

他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情，你再怎么说，他也不能接受
把偷玫瑰露的事放到宝玉身上，
弄不好，他急得也许跳了楼。

《红楼梦》 里的这些公案多
了，一言难尽，百读不厌，久读
不厌。相反呢，如果一个中国
人，一个中国写作人读不下去

《红楼梦》，太悲惨了，是中国文
化的悲惨，也是写作朋友的悲
惨。我相信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跟着时代走，从 《红楼梦》
里不断得到新的发现，新的启
发，新的趣味。

中国文化是有自己的特色，
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随意叫
好，《红楼梦》 里有许多人物故
事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令我们
懂得为什么既要传承弘扬自己的
文化传统，还要追求对于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
展。

“1961 年冬春之交，我第一次
近距离看到中国古琴。”这是瑞典
汉学家林西莉在 《古琴》（中华书
局出版） 一书的开篇。短短一句
话，可见其深情。琴棋书画，古人
四技，以琴为首。欲解中国文人生
活，须当通晓古琴之道。我想这是
古琴吸引外国学者的主要原因。

汉学家撰写的古琴著作，除了
林西莉的 《古琴》，荷兰汉学家高
罗佩成书于 1940年的 《琴道》，影
响也很大。高罗佩极力钻研各种古
琴乐谱和琴学著述，并且精心译成
英文，加以注释，希冀向西方介绍
中国古琴美学之要旨。林西莉则结
合自己的学琴经历，将她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和当时的所见所闻，融合
成一种带有个体气质的叙事记录。

高罗佩在《琴道》里选择了鲁
特琴 （Lute） 作为“古琴”的英译
名，一是因为音色相近，二是因为
中国古琴和欧洲鲁特琴都与高雅的
音乐和诗歌相关。林西莉在 《古
琴》里特意提到此点，她认为不必
用西洋名称来给中国乐器冠名，可
以直接用本名。我赞同林西莉的观
点，因其能避免歧义，保留原汁原
味。这是一个有趣的细节，说明了
林西莉对高罗佩的继承和扬弃。

两书的对象指向和叙述目标有
相当程度的重合。两位作者都阐述
了古琴的历史、古琴名曲的内涵、
古琴制作工艺、指法技艺等。当
然，这可能是任何一本琴学专著都
要论述的常识内容。让我感觉到两
者相似的，并不仅是这些技术性的
分析，更在于他们都强调了一个词
——琴道。高著注重学术性，类似
文献研究；林著通俗亲切，以情动
人，但贯穿两书的审美趣味和艺术
理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古琴，传说为伏羲制作，是中
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诗经》 就
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我有
嘉宾，鼓瑟鼓琴”等记载。古琴的
魅力，蕴藏在“道”。老子说，“大
音希声”，倡导自然质朴、“淡乎其
无味”的音乐风格；儒家说，“琴
者，禁也”，君子要远靡靡之音，
近琴瑟以求正心修身；这也是“墨
子 悲 丝 ” 的 用 意 ， 墨 家 之 “ 非
乐”，并非反对音乐，而是要以天
真意境破教条陈规。琴之道，殊殊
不易，未必通途同归，正如晚清琴
者谭嗣同所说：“三界惟心，万法
惟识，世界因众生而异，众生非因
世界而异。”理当如此。

古琴的发展有两个高峰期。魏
晋七贤，广陵绝响。嵇康的精神可
追溯到聂政行刺之反抗暴政。影视
常见武林隐逸高人携琴蹈空翩至，
古琴这样灵静清寂的乐器，带动破
空的刚烈，这是魏晋风度的遗存和
美化，避世索居、白眼对权势，却
在苍生危难之际弃个人安危于不
顾。晚明末世，风雨飘摇。“琴棋
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
今 七 字 都 变 更 ， 柴 米 油 盐 酱 醋
茶。”诗之悲叹，也是琴之悲叹。
纵然如此，仍有朱权、徐渭、张岱
等一批琴人涌现，诸如 《神奇秘
谱》《松弦馆琴谱》《西麓堂琴统》
等大批琴谱也被空前辑录。魏晋晚
明之琴音，潺潺不绝，细缕入骨。

琴之道，不仅在琴，还在诗、
在画、在剑、在酒、在居室、在山
林、在高泉……高罗佩说：“琴，
中国文人生活的象征，它的存在增
强了书斋的气氛。”从古琴引申到
古代文人的书斋生活及其中的物件
摆设，诗词歌赋书画文章，何处不
得琴音琴韵？还有专章谈论“琴和
梅”“琴和松”“琴和鹤”的关联。
林西莉则以“桃源梦”作为 《古
琴》第四部的章节名称，大书特书
汴梁御园、静心堂、四艺和四宝、
印章等，与琴似无关，却相系。浅
浅说着陶渊明，人淡如菊；说着沈
复和芸娘，浮生六记；说着伯牙和
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古琴集合中国文化之大美。琴
的构造：岳山、承露、雁足、焦
尾；琴的式样：伏羲氏、蕉叶式、
落霞式、凤式势、仲尼式……琴的
命名：海月清辉、九霄环佩、鹤鸣
九皋、万壑秋风……琴的指法：鹤
鸣在阴、孤鹜顾群、商羊鼓舞、鸾

凤和鸣……还有那些流传于世的曲
目：风雷引、潇湘水云、平沙落
雁、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这
些美意流转的名字，都在两本书里
渐次浮现。但使舌尖滚上一滚，谁
人纸上，听取琴意二三分？

“一带一路”好书荐

中斯文化出版交流研讨会举办

近日，中斯文化出版交流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华出版
促进会和斯里兰卡驻华使馆联合主
办，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维克拉玛
辛哈先生莅临会场并讲话。他表示，
今年是中斯建交 60 周年，米胶协定
65 周年，加强合作，认真梳理中斯
两国文化交流史，很有意义。

近年来，中斯两国在出版交流座
谈、培训和出版物互译等方面积极合
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南亚中国文
化合作出版中心项目落地斯里兰卡出
版协会大厦，萨拉萨维出版社已翻译
出版 20 余种中国少儿图书，今后还
会有更多的合作以增进两国民众对彼
此文化的认识了解。 （柴逸扉）

从 5 月 1 日起，浙江省温岭市图
书馆实施借书免押金制度。当日起，
在温岭市图书馆、汽车图书馆、城市
新区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和青少年宫
自助图书馆均可免押金办理借书证，
办理成功之后，用身份证和市民卡都
可以借书，一证一个月可借阅8本图
书，可续借一次。更重要的是，这一
制度并不只针对温岭户籍读者，在温
岭工作生活的新温岭人都可以，按温
岭市图书馆官方微信的说法是“全国
人民都可以办理哦！”

温岭市图书馆原来的借书证每证
押金需 150 元，可借 8 本书。温岭市
图书馆馆长杨仲芝说，不分读者户籍
推出借书免押金制度，就是为了鼓励
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大门，多读
书，读好书。

信用借阅制度在上海、珠海等城
市 实 施 过 ， 如 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
起，上海图书馆联手蚂蚁金服旗下独
立第三方征信机构芝麻信用管理有限
公司，面向常住人口 （包括具有居住
证和暂住证的人口） 推广免押金信用
阅读，芝麻信用分650分以上可直接
免100元押金办理上海图书馆普通外
借读者证，在250多家上海市中心图
书馆借还书。相对这一制度，温岭市
图书馆推出的信用借阅制度，可说是

“零门槛”借阅。

·名家读名著·

王蒙谈红楼梦 （五）

跨时代的文化心态
□ 王 蒙

跨时代的文化心态
□ 王 蒙

王蒙肖像
罗雪村速写

王蒙肖像
罗雪村速写

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长
身体遇上“瓜菜代”，上小学
陷入文化沙漠。在十几二十啷
当岁，我眼巴巴饥不择食，挑
到篮里便是菜，平时看见什么
书籍和报刊，不管也不懂得是
香花还是毒草，全都欲罢不能，
嚼得津津有味。遇到特别喜欢
的篇章，难舍难分，别无选择，
就不厌其烦摘录甚至全抄，然
后含英咀华，消愁释愦。

1975 年春，高中毕业半
年多，我钻头觅缝，拜托亲
戚，如愿以偿间接借到游国恩
等主编的那套 《中国文学史》
第二、三卷，感觉如同穷小子
打开百宝箱，刘姥姥初入大观
园，洋洋大观，实在美不胜
收。二者是国光中学图书馆馆
藏的“准禁书”，只对教职员
工开放。我产生强烈的占有
欲，很想假称丢失，照价或者
加倍赔偿，永远据为己有，但

“有贼心无贼胆”——唉，“有
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
还，再借困难”哪！

刚好在那个月，19 岁的
我作为梅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革
委会主任唯一的随员下乡驻
扎，两本心爱“宝书”，便随带
作伴。在遵照主任郑重其事的
指令，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求
端讯末，边收集素材，边谋篇布
局，撰写一篇冗长的所谓“资本
主义泛滥成灾”调查报告之余，
夜夜独处谯塘大队部那间简陋
的斗室，借助昏黄的白炽灯光，
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抄录许多
古代诗词名作及其评析。

翌年初《诗刊》复刊，我
忙忙乱乱，错过了订阅上半
年，便向赏识我的高中时代语
文老师蔡梅团借阅。“长帚横
天扫鬼蜮，洪炉飞火铸英雄”

“罗霄山脉是巨大的回音壁，
战斗的歌声如惊雷鸣响；千条
河川是宽阔的录音带，文艺革

命的赞歌响彻四方……”，诸如
此类，收录不少。如期完璧归
赵，以便开口再要。“非夫人之
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
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
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

“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
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从高一年起，我藏修游
息，持之以恒，或“收纳”诗词
名作，或摘抄优美词句，这个良
好习惯，一直延续到国家改革
开放，自己走上教学岗位以后
若干年。那些林林总总的读书
笔记，不愧是记忆的贮存器，大
脑的润滑剂，创造的发源地。
我年轻时志冲牛斗，手追心慕，
写过大约两百来首顺口溜。毋
庸置疑，它们不可或缺，便是
主要源头、重要诱因。

2012 年 12 月，厦门大学
和厦门大学校友总会面向全校
师生、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
人士，大张旗鼓地联合征集陈
嘉庚、陈敬贤、李光前塑像题
记。拙著《光前裕后 风范永
存——李光前传》荣幸地获推
荐为包括陈嘉庚 《南侨回忆
录》（上册） 在内的23部参考
书之一。我身份卑不足道，况
且孤军独战，能够越次躐等，
意外脱颖而出，大概以顺眼讨
喜的形式取胜 （新加坡国家图
书馆挂在网上的“李光前——
书籍选目”有关简介中，称道
我“以精悍的描述、每节七行
文字整齐划一方式叙述李光前
的一生”）。哦，那些读书笔
记，语句挑挑拣拣 （部分精彩
逼人），是我良师益友，长期
潜移默化，可谓功不可没！

（作者系“首届福建省书
香之家”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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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借阅“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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