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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世说新语》文本探析刍议 
◆白  静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阜阳  236015） 

 
摘要：本文旨在简要的理清《世说新语》的文本信息，如：作者、成书、

文本内容和叙述策略，为进一步探析其人文启示意义做好准备。 

关键词：《世说新语》；作者；内容梗概；叙述策略 

 

 

近阅《世说新语》，虽然篇制短小而芜杂，但由于该书为小
说的雏形，间杂六朝时语，又多方言，在通读时就存有字音、字
义以及文句、篇章意义上的诸多障碍，然粗通文意之后，细细揣
摩，始发现该书是一本应该细读和值得探究之书，是一本智慧之
书、诗性之书、生命之书，无怪乎鲁迅先生称其为“名士底教科
书”（《中国小说史略》）。 

一、《世说新语》的作者、成书 
刘义庆（403—444），是南朝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

梁代沈约在《宋书》中称其“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艺，才
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
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 沈约虽然没有提及《世说
新语》由刘义庆所编撰，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艺”、
“及长以世路艰难”与“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这些信息，
既交代了刘义庆的性格，又提供了刘义庆编撰该书的可能，并且
沈约是仕宦宋、齐、梁三代的精通音律又博通文史的大家，是那
个时代正统的史家，尽管刘义庆有着不同于一般作家的社会地
位，但在他看来，像《世说新语》之类的芜杂、癫狂之言，是不
能或者说难以载入史册。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沈约《宋书》虽然没有提及刘义庆
编撰《世说新语》，但不等于说刘义庆没有编撰该书。《世说新语》，
后世基本认为由刘义庆以及他的门下文人编撰而成。有关作者的
争议，大体上都是围绕此书是刘义庆独自编撰还是由刘义庆与其
门人共同编撰这个话题进行的。 

关于成书“动力”一说，除了包含由上面的压力转变而来的
部分因素外，不能不关涉到刘义庆本人的具体情况。首先是他的
文学和文化修养。如《宋书》所载的“爱好文艺”，可以看作是
他创作《世说新语》的直接动因。其次是刘义庆的“为性简素，
寡嗜欲”的性格特征，他的这种“简素”而“寡欲”其实就是一
种低调的处事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在那个时代所坚守的人生哲
学。这种低调的哲学，一方面可以保证他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免受或者少受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创作优秀甚
至不朽篇章时，在选材、构思、行文以至不断修改、润色过程中
必备的一种心境。再次，刘义庆作为藩王的特殊身份，既可以使
他有条件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也为他和门客在编撰《世说
新语》时准备数量庞大的素材，也可以为他主持编撰提供各种物
质保证。这些也应该是证明他编撰《世说新语》的佐证之一。 

二、《世说新语》的内容概述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魏晋以至南朝初期士大夫阶层言语

行为的一部笔记体志人小说，历经后世大量接受者的不断阐释，
成为我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又经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灭陈而统一
天下，中国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动乱不堪的历史时期。大大小小的
农民起义、封建豪强军阀的割据作乱，又加之外族的不断侵扰，
使得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兵燹乱象”，成为概括这一
时期历史主流的代名词。历史的风云变幻，江山易主成为常态，
虽然维护封建统治大厦基础的依然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但这一思
想基础以开始变得岌岌可危，道释二家渐渐登上中国主流思想的
历史舞台，不断补充名教信仰失落所留下的空白，开始与儒家思
想一道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方式既有争锋又有融
合。鲁迅先生说：“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
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

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
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中国小说的
历史变迁》）谈玄论虚，饮酒服药，笃信释道，率真任性，这些
玄妙的清谈和有违传统世态情状的反常举止，成为当时知识精英
和社会名士的时髦之举和精神追求，所以鲁迅先生说“若不能谈
玄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
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世说新语》内容庞杂而广博。但是大多数内容还是对自由
浪漫的人生格调的洋溢、独立高标人格理想的追求，彰显了那个
时代独立自觉的文学内涵和审美风范，魏晋名士的思想举止风
范，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世说新语》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部“纂辑旧文，非由自造”的编撰之作，《世说》之

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其故事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和审美
趣味外，恐怕还要归功于其善于创造新制和叙事策略以及对语言
文字的诗性把握。 

《世说》之编撰，善于创新叙述的形式。叙事，是对故事的
言说，而“故事构成中 为核心的因素。文章结构不仅要层次分
明，还要轻重有别，这是艺术完整的需要。 

首先，《世说》面对六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和涉及到的六百多
个人物，采取了“名为分类，实则暗连”的以类相从的叙事方法，
这是一种开放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就在于，既使作品承
载了较大时空跨度，又使庞大的人物群像和头绪繁多的事件得到
有序和有效的安排，读者既可以对作品进行择其要者的片段鉴赏
而无分裂作品之感，又可以通览全篇以窥著作的全貌。 

其次，如前所述，《世说》在叙事时，采用了“网状结构”，
“‘网’的形成，即在横的方面以人为线索，在纵的方面以事为
线索，交织在一起”。（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为了避免出
现因“网状结构”造成人物关系混乱和各类人物形象平板化的现
象，《世说》在叙事和人物描写时采用了人物“前后互现”法。
在叙事时，每一则故事，不论该则故事出现多少人，作者一般让
一个人物居于主导地位，其他人物次之，以便于重点表现人物，
成为中心人物的“故事场”、“表现场”，而这则故事的中心人物
在它则中则居于次要地位，这样又可以丰富对这个人物的描写，
使其形象更加饱满而突出。 

再次，《世说》在叙事时对语言进行了诗性的把握。简约隽
永，言近旨远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特色，也是《世说》主要的
语言特色。刘义庆简约的语言贯彻这他言约意深的为文风格，几
近于达到“不能言而能不言”的境地，使《世说》具有了诗意叙
说的美学境界，因此鲁迅先生所说“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
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无疑可以用来形容《世说》诗意的语
言特质。 

结语： 
上述所记，是初读《世说》后的分析所得，对于作者的梳理、

文本内容的梳理以及叙述策略的简述，为了进一步对《世说》进
行文本解读和其意义生成方式的学理探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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