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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有三个女儿，皆才华横溢、事业
有成。长女林如斯自带文学天赋，七岁在
《西风》杂志刊发作品，十六岁为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赛珍珠写传记，还与妹妹林太乙
合写英文体日记选《吾家》。次女林太乙中
学毕业后应聘耶鲁大学，后来成为耶鲁大
学中文教授，担任过《读者文摘》总编辑，出
版多部文学作品。小女林相如毕业于哥伦
比亚大学化学系，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
期间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长期担任香港
大学化学系主任、一级教授，出版学术专著
七十多种。

诚可谓虎父无犬子、将门无弱兵。林
语堂教子有方，足以轨物范世，为时人与后
世所取法。

在求学上进方面，林语堂倡导教育自
由、快乐学习，对“悬梁刺股”“凿壁偷光”

“孙康映雪”式苦读进学表现出极大反感。
林语堂对此有其独特见解，他说：“味道乃
是读书的关键，而这个味道因此也必然是
各有所嗜的，如人对于食物一般。最合卫
生的吃食方法终是择其所嗜而吃，方能保
证其必然消化。”

他在《课儿小记·海外通讯》一文中写
道：“每天一小时和他们讲学问，瞎讲，乱
讲，元曲也念一点，《琵琶行》也已念过，李
白的诗是按天抄写几首。他们喜欢就选
读，不喜欢就拉倒，但是如果喜欢就是心中
真正的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好学’之‘好’
就是将来做学问的泉源。”充分尊重孩子的
旨趣和爱好，任其自由择取学习时间与方
式，促其在挣脱传统模板化学习束缚中获
取真知，无疑，这是林语堂家教成功秘诀。

对于大学教育，林语堂仍极力倡导“快
乐学习”，其如推崇牛津大学导师的“冒烟
教学法”。他在《谈牛津》一文中写道：“导
师的教学方法，却有点特别。有一位学生
说：我们到他的房间去，他只点起烟斗，与
我们攀谈，另一位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
起，他只抽烟同我们看卷子。从这种极别
种的证据，我了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
集少数的学生，向他们冒烟。凡人这样有
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
者。”“冒烟教学法”或有失之偏颇、矫枉过
正之嫌，但不可否认其“愉悦获真知”的人
文高度和价值内核。

林语堂强调知识鉴别力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真正有学问
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他
说：“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知识
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
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
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
憎的，即是在知识上能鉴别。”在林语堂的
眼里，社会就是最好的大学，人生就是最好
的老师，所以他反对女儿上大学，经常带她
们周游世界，比如上海的城隍庙、杭州的天
目山、庐山的寺庙、纽约的戏院、比利时的
修道院、维苏威的火山。他引领女儿用眼
睛和心灵去体验世界各地的秀丽风光和民
俗风情，用丰富的阅历去充实她们的人生，
在此过程中，培养她们辨别生活中的是非
美丑的能力。

林语堂具有浓郁的“乡愁文化”情结，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晚清、
民国乱世文人，虽长期游学、工作在外，却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亲和性和
认同感，自觉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家
教中。三个女儿尚在幼年阶段，林语堂就
教她们学习中文和中国古典文学，为她们
打下坚实的母语能力和国学基础，还鼓励
女儿们坚持写日记，以提高写作能力和水
平。林语堂甚至当起女儿们的私塾老师，
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她们教习国学经
典。

 西园聚会

西园，是北宋驸
马 爷 王 诜 的 宅 园 。
一个夏末秋初的季
节，牵牛花缠阁，红
绿相间，驸马都尉王
诜邀请苏轼、苏辙、
黄庭坚、米芾、秦观、
李公麟等 16 位文人
雅士到自家西园一
聚。

聚会时，画家李
公麟当场作《西园雅
集图》，米芾作《西园
雅 集 图 记》以 记 其
盛。

此 次 聚 会 因 此
成为令后世文人墨
客钦羡追慕不已的
佳话，后世著名画家
刘松年、赵伯驹、马
远、赵孟頫、仇英、石
涛、张大千等人都曾
画过《西园雅集图》。

文字整理/蔡佳倩

 滕王阁聚会

滕 王 阁 是 李 元
婴建造的，李元婴是
唐高祖李渊的幼子，
唐太宗李世民的弟
弟。

公元 675 年，唐
高宗上元二年，洪州
牧阎伯屿于九月九
日在南昌的滕王阁
大宴宾客。前来的
文人雅士很多，于是
大家提议写序，结果
无人敢写，唯独14岁
的王勃却提笔就作。

当 时 王 勃 名 不
见经传，所以，大家
对他很怀疑，尤其是
阎伯屿。但当阎伯
屿听到“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一句时，大惊“此
真 天 才 ，当 垂 不 朽
矣！”。

这 场 聚 会 成 就
了王勃的英名。

 竟陵聚会

竟 陵 在 今 天 的
湖北潜江市西北。

南齐武帝时期，
社会矛盾趋于缓和，
经济得到进一步发
展。政局的安定，经
济的繁荣，为文士们
提供了相对稳定的
栖身之所，于是文人
围绕在竟陵王萧子
良左右，形成了一个
文人集团，史称“竟
陵八友”。

包 括 梁 武 帝 萧
衍 、沈约 、谢朓 、王
融 、萧琛 、范云 、任
昉、陆倕八个人。他
们经常聚会，彼此唱
和，互相推波助澜，
形成了一股文学潮
流。而他们的聚会
就叫“竟陵聚会”。

 兰亭聚会

公元 353 年，晋穆帝永
和九年三月三日，这一天也
是上巳节。当时的名流王羲
之在绍兴城西南会稽山阴之
兰亭组织了一场空前浩大的
聚会活动，参加聚会的有谢
安、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等
在内的41位文人雅士。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场
面空前。聚会期间，王羲之徜
徉肆恣，挥毫泼墨，一气呵成，这
就是名满天下的《兰亭集序》。

 金谷聚会

金 谷 园 位 于 洛
阳，是西晋石崇兴建
的。石崇任荆州刺
史期间，兴建了奢华
的金谷园，用来招待
文人雅士。当时的
名士潘岳、左思、陆
机、陆云、刘琨、欧阳
建都是他的座上宾，
时人称之为“金谷二
十四友”。

公元 296 年，元
康六年，征西大将军
王诩（xu）前往长安，
石崇在金谷园设宴
相送，“金谷二十四
友”“遂各赋诗，以叙
中怀，或不能者，罚
酒三斗”。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金谷园
聚会。

 邺（ye）下之游

邺 城 是 三 国 时
期曹魏的都城。当
年曹操定都邺城，在
此建造了闻名遐迩
的铜雀台。

铜 雀 台 主 要 是
曹操用来招待三国
动乱时期被迫流亡
的文人。这些文人
在此吟诗作赋、曲水
流觞、美酒金樽，忘
却了人生的烦恼。

主要文人有“建
安七子”：王粲 、刘
桢 、徐干 、陈琳 、阮
瑀、应玚和孔融，以
及蔡文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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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资料图

 梁园聚会

梁园，也叫“梁
苑”，是西汉梁孝王
刘武营造的皇家园
林。梁孝王就是汉
景帝的弟弟。

刘 武 喜 欢 附 庸
风雅，经常在他的园
子里邀请当时文人
雅 士 ，包 括 司 马 相
如 、邹阳 、严忌 、枚
乘、公孙诡、羊胜等
都是他的座上宾。

司马相如的《子
虚赋》、邹阳《酒赋》、
公孙乘《月赋》等，都
是他们在梁园聚会
时完成的。后世把
司马相如等文人在
梁园的聚会称之为

“梁苑之游”，或者
“梁园之聚”。

雅集——

古代文人别样派对
■ 韩惠娇

早期的雅集当以“竹林七
贤”最为盛名。谯国嵇康、陈
留阮籍、沛国刘伶、河内向秀、
陈留阮咸、河内山涛、琅琊王
戎，七贤啸傲竹林，饮酒弹琴，
服丹行药，谈玄读易，成了魏
晋风流中美学典范，引无数后
世文人争相效仿。

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是
嵇康。其素有美姿仪，被形容

“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其人
如松下风，就连其醉态都如玉
山之将倾。他轻世傲物，批判
名教，直言“以六经为荒芜，以
仁义为腐臭”，嫉恶如仇。嵇
康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而
被司马氏忌惮，拒绝被司马政
权拉拢。山涛曾劝嵇康入仕，
最终嵇康强硬地以《与山巨源
绝交书》以应。最终，为司马
氏所害。在临行前，他从容弹
奏《广陵散》，叹息说：“《广陵
散》于今绝矣！”。不仅“广陵
散”于今绝矣，斯人的绚烂，此
后亦不复见矣！

除了嵇康，其余六人亦是
清高超逸之辈。阮籍形迹放
诞，不拘礼教，对人以喜好分，
喜者予以青眼，恶者施以白
眼。故后世有“得某人青眼”
的说法。此外，阮籍在母亲去
世时，在丧礼上，他坚持把一
盘棋下完，然后饮酒二斗，仰
天长啸，吐血数升。刘伶纵酒
放达，常驾着鹿车，载着锄头
与酒，行饮于途，常脱衣裸形
屋中，人讥诮他，他语出惊人：

“我以天地为屋宇，屋室为内
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七
人此类逸事不胜枚举，不一一
陈述。

据有关书籍记载，他们七
人志同道合，轻蔑礼法，在竹
林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的
时间，不过一年而已，其流风
余韵不止，为后世所楷模。

最终，七贤中也有背弃贤
名者，投入波涛汹涌的名利
场中。年轻时以归还父亲故
吏所赠巨款而得美名的王
戎，日后却因贪财聚敛而受
世人讥诮。王戎回忆说道：

“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
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
近，邈若山河”。“邈若山河”
的是曾经幽游林下的时光？
还是曾经的自己呢？现已无
从考证。被称赞“登山临下，
悠然深远”的山涛也做了官，
但初心不变，立身清正，在朝
或在野，皆获赞誉。阮籍为
官而不任其职，仍以荒诞、放
任的姿态游戏官场。或许这
都是他们身处危乱，避祸自
保的无奈之策。

他们身处曹魏到西晋更
迭之际，曹魏大将军曹爽与太
傅司马懿开展了政治争夺，掀
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在《世说
新语》里记载，阮籍的儿子曾
欲效仿其旷达，被阮籍一口回
绝，说，阮咸已行此，你不能再
步后尘了。可能是目睹了阮
咸从反抗走到麻木，纵酒而亡
的悲剧之路。即使是佯装狂
士避世苟活，这一条路似乎也
只是徒留贤者之名，各种辛酸
无奈少人知。

这是一条被后世所钦羡，
所误解的魏晋风流。人们以
为他们旷达自由的任性之举、
恣肆绚烂的天性释放、回归自
然的老庄之道，殊不知这也是
被时势辖制下的无可奈何，也
是不惧不屈的隐形对抗。

历史上知名的雅集非常多，
竹林七贤、金谷园雅集、兰亭雅
集、香山九老、西园雅集、杏园雅
集等不一而足，直至清朝为禁止
党争，而禁止文人结社，这种成
规模、具有文化影响力的雅集才
逐渐衰微。

既然是文人的场合，自然是
诗文创作为主，附带着的琴、棋、
书、画、茶、香、花都是雅集上的
点缀。当然，无酒不成席。酒也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在金谷园
雅集成就的《金谷园诗集》的序
中，就写道：“及住，令与鼓吹递
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
能者，罚酒三斗。”魏晋时，在雅
集上作不出诗来，“罚酒三斗”似
乎是惯例，在诸多文献中提及。
幸亏当时的酒很淡，不然三斗下
肚，大概只能烂醉如泥，谈何雅
集呢！

雅集上的人物，从一开始的
门阀贵族，到后来的官僚士族，
后又以在野文人为主。随着朝
代的发展，世事变迁，文化权利
也是在逐层地下放，而雅集的主
角也在不断丰富和变化着。

建
安
七
子
图
。
资
料
图

近日，沉浸式舞台秀《东坡雅集》精华版在海口市明珠广场
上演，拉开了第二届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序幕，为现场数百名
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雅集是古代文人的聚会。他们共赴佳期，共饮美酒，谈诗
论道，煮茶品茗，挂画插花，焚香下棋，寻幽访古，往往也会成就
一段美谈，而被后世铭记。

若论及堪称文艺盛况的雅
集，众人皆以北宋驸马王诜组
织的文人雅士荟萃的西园雅集
莫属。然笔者却独以“玉山雅
集”视为文艺史中当之无愧之
第一。“玉山雅集”的名声虽不
堪与“西园雅集”相提并论，但
其在文艺上的影响力，在元代
是独树一帜的。

元朝接续宋朝的余韵，文
艺风流不曾断绝。尤其是富庶
的江南，雅集的盛况更胜似前
朝。《明诗纪事》载，元季吴中好
客者，称昆山顾仲瑛、无锡倪元
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三百里
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
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
寓公，锚衣黄冠，与于斯文者，
靡不望三家以为归。

昆山顾瑛、无锡倪瓒、吴县
徐达左三足鼎立于百里，无人
能与之并列的巨室富户，他们
都是雅集的主人，在自家名园
里，发出邀请，一时高朋满座，
客似云来，共襄盛举。

昆山顾瑛就是玉山雅集的
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其墓志铭
中形容顾瑛：“年三十乃刮摩旧
习，更折节读书，崇礼文儒师友
其贤者。喜购古书名画，三代以
来彝器秘玩集录鉴赏无虚日。
甫逾四十，悉以田业付子若婿，
改筑园池于旧宅西偏，名曰玉山
佳处，日夜与客置酒赋诗为乐。”

在“玉山佳处”所举办的玉
山雅集，几乎会集了江南最富
盛名的文人墨客，他们同时也
是其他雅集的常客，甚至是别
的雅集的发起人，这似乎是一
个很紧密的圈子，彼此流动。
所以玉山雅集很像是当时文人
雅集的一个缩影。

玉山雅集的常客张渥为此
画了一张《玉山雅集图》，可惜
不曾得缘一见。元朝文学家杨

维桢作的《雅集志》对玉山雅集
图现场描写翔实，让后人能借
此一窥雅集盛况。雅集的客人
有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
者乃是杨铁崖本人，倚香几而
雄辩者姚文奂，搜空肚肠寻句
者郯韶，桌拂尘而笑者玉山主
人，作画者李立，指画者张渥，
曲肱枕石者顾仲晋等不一一陈
列。在碧梧苍竹间，落花芳草
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
成文，月花湖山，自然成诗。

杨维桢在文尾评价：“然而
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
则靡。清而不隘也，华而不靡
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欤？”

雅集的主人顾瑛也有极高
的书画修养，富于鉴藏，喜欢结
交画家，元四家中倪瓒、王蒙、吴
镇都是雅集的常客。在玉山主
人收藏的法书名画上，常见他们
的题咏。这样的雅集以艺文交
往为主题，在雅集上晒出家藏供
客人品评，也是雅集必不可少
的，自然能吸引来一众同好。

不仅如此，顾瑛追慕兰亭雅
集留下千古第一的兰亭集序，积
极地为自家的雅集编撰诗文集，
邀请文人撰写序言、题记，或请
画家创作园林主题的绘画，虽多
以散佚于烟尘。参与玉山雅集
的文人们还留下了精妙绝伦的
诗歌结集《草堂雅集》，被《四库
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
世”。至正年间的元人诗作，有
大约十分之一都出自于这玉山
草堂，这让人不得不感叹玉山雅
集强大的号召力和参与雅集的
文人们超凡的创造力。

古代文人常因一段春光，一
句新诗，一场秋雨，一桌应时的美
食而相聚。或许在他们眼里，雅
集也是一首用来致敬生活的诗。

旷达避世的竹林七贤 艺文璀璨的玉山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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