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朋友談到，他近來翻閱一些從前看過的書，或重看某
部電影，總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很多過去沒有理解、
或被忽略了的細節，再看時就豁然省悟，如撥雲霧而見青
天。為此，他準備把過去看過的書，全部重頭再看一遍。
其實這種由重讀獲得的全新感受，很多人都曾有過。尤

其是人到一定的年紀之後，有了知識和閱歷的積澱，智力
與情感變得更為成熟，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對自我、對
外部世界進行重新審視。如此立心既異，眼界既高，回過
頭來再看舊書，就從中領悟了許多之前未能通曉的道理，
自然就會有氣象一新之感。明人張潮的《幽夢影》云：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
如台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就是
把不同年齡的人讀書，喻為處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視
角觀賞月亮，認為人的閱歷越深，讀書就更易於讀出新的
東西來，所獲也就越多。
林語堂也有過相似的觀點，認為同一本書，在不同的年

齡段，讀出的味道是不同的，所以好書值得重讀。畢竟讀
完一本書很容易，但要真正地讀懂、讀通一本書卻不容
易。人年少時，看書多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喜好，只喜歡、
也只能看懂自己想看的故事，由於胸中尚無定見，閱讀很
多時候就是隨波逐流，對書中內容理解也是空泛而膚淺；
及至中年，明白了讀書的根本是為了尋找自己，而不是接
受他人的灌輸，於是讀書也開始從實地用功，並且在這個

過程當中不斷
修正自己的認
知，盡量求得
客觀的認識。

人 到 了 老
年，經歷了世間的各種況味，讀書思維也變得持平中正，
不夷不惠，即使書中觀點有所悖異，也會懂得和分歧相
處，與差異和解，遇到疑問也會追根溯源，直到把問題徹
底弄明白為止。如此重讀舊書，就像老牛反芻，不僅食而
有味，獲益也是良多。這也是古人標榜的「以新眼讀舊
書，舊書皆新書也；以舊眼讀新書，新書亦舊書也」的意
思。因為書是不厭百回重讀的，就看讀書者是以怎樣的心
態、怎樣的眼光去讀。
宋人費袞的《梁溪漫志》曰：「老者更事既熟，見理自

明，開卷之際，如行舊路而逢故人也。」認為人到了相應
的年紀，經歷的事情多了，思想變得成熟，打開書本閱
讀，就像是走在一條熟悉的大路上，不時遇到故交舊友一
樣。重讀舊書，就是一個把自身的閱歷見識，與書中內容
互為印證的過程，是站在一個不同的高度上，對書做出的
全新認識。晉代名士全子棲㠥文結集，十年後拿出來重
讀，覺得文辭浮淺、語義不夠深刻，就用火燒了。為此，
他一生共燒了三次文集。因此舊書重讀，不僅可以獲得新
的閱讀趣味，也是一種發現不足、自我提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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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時，人均壽命
也不過36歲。而生活在明清更替
之際，社會動盪時期的李漁，既
不是達官貴人，也不是富商大
賈，他只是一介書生，全靠一支
筆賣文為生，而且還拖㠥一大家
子過日子，卻能享年古稀。有道
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的生
活藝術和智慧給了我們很多啟
示。
李漁在南京的居所他稱為「芥

子園」，實際上有三畝地，他竟
然拿出三分之一的地方種植花
卉，可見他對花卉是何等慷慨和
寵愛。難怪他能在《閒情偶寄》
一書中一口氣就寫下67種之多：
「木本第一」寫了牡丹，梅，海
棠等24種；「籐本第二」寫了薔
薇，木香，月月紅等9種；「草
本第三」寫了芍葯，蘭，水仙等
15種；「眾卉第四」寫了芭蕉，
翠雲，虞美人等9種，林林總
總，紫嫣紅，字裡行間不僅藏
有豐富的知識，而且充溢㠥深切
的體驗和濃郁的摯情。
歷史上有誰把花卉作為紅顏知

己，使自己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
裡飛舞㠥香氣與色彩？這不是別
人，是李漁。這位藝術大家，不
能一日無花，不能須臾離花。我
們稱他「花侶」乎？「花友」
乎？「花癡」乎？
李漁愛蘭花，為保持居室蘭香

恆久，他掛上特製的簾子不讓蘭
香外洩。李漁還有一個獨家賞蘭
秘訣：「有蘭之室不應久坐，另
設無蘭者一間，以作退步，時退
時進，進多退少，則刻刻有香，
雖坐無蘭之室，若依倩女之
魂。」他巧妙地利用有序調節，
一進一退，讓嗅覺不致產生「審
美疲勞」，始終保持鮮香如故。

李漁更愛水仙，他說：「予之鍾愛此花，非痂癖也，
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群葩，而予更取其善
媚。」他誇「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
他囑咐家人哪怕典當首飾也要購買水仙過年，他斬釘截
鐵說：「寧短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有一年李漁風
塵僕僕自他鄉冒雪而歸，竟然是為了親近一盆水仙花
也！
李漁愛夏日蓮花是出了名的，他的傳世美文《芙蕖》

中寫道：「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
無一物一私，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
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
乎？」他在杭州時經常去西湖泛舟賞荷，他在南京建芥
子園時特地叫人挖池種荷。
秋風颯颯了，李漁把鍾情的目光投向海棠，尤其秋海

棠。他認為春海棠顏色極佳，有園亭者不可不備，而沒
有園亭的貧士之家，當以種秋海棠來彌補。「此花便於
貧士者有二：移根即是，不須錢買，一也；為地不多，
牆間壁上，皆可植之。性復喜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

群花所棄之地。」在李漁眼裡，秋海棠自有一種「窮且
益堅」的風骨。
梅花是李漁的冬日伴侶。他愛梅愛得幾乎產生「妻梅

之心」。他觀賞梅花的方法有二，一為設帳法：他上山帶
帳篷，將三面圍起來，留一面自己邊喝暖酒邊賞梅花；
二為留窗法：他在自家花園裡，用紙屏風將上面蓋住，
四面設窗戶，花在哪邊就把哪邊窗戶打開隨時可以賞
梅，並掛一小匾曰「就花居」。這實在是古今中外少有這
麼詩意、浪漫的。李漁存世有一幅《墨梅圖》，為經典的
文人畫，用筆寥寥，圖中大片留白，此時無聲勝有聲，
讓人浮想這位曠代才子對梅花的摯愛深情。
就這樣，一年四季李漁都和花親密地生活在一起，歲

歲年年李漁都在花的陪伴下提高㠥生活的質量，使他的
清貧生活過得如詩如畫，有滋有味。
李漁認為，對花木「貴於有情」。這是他對我們最珍貴

的啟示。李漁既不像花農，目的在一個「錢」字；他也
不似一般頑主，目的在一個「玩」字；他懂花、品花、
寵花、妻花，目的在一個「情」字。他對花木是動了真
情的。他公開宣稱：「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
仙、蘭花為命，夏以蓮為命，秋以海棠為命，冬以臘梅
為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
之命也。」在這裡他不僅告訴我們他最喜歡的花卉，而
且聲明這幾種花卉對他是何等重要，他是把她們當作自
己生命的一部分，呼吸相通，休戚與共。這就不是一般
人能夠輕易達到的境界了。
在李漁的生活裡花佔有一個特殊的席位，一切都要給

這個最愛讓路。康熙五年（1666年）春節過後，為了買
幾盆他嗜之如命的水仙，李漁不顧家人勸阻，竟然典當
了心愛的髮簪耳飾。他甚至還說自己：「性嗜花竹，而
購之無資，則必令妻孥忍饑數日，或耐寒一冬，省口體
之奉，以娛耳目。」克己讓花，捨己為花，做到這一步
能有幾人？這就不是「花癡」，簡直是「花奴」了！
李漁說：「予談草木，輒以人喻。」這也令我們耳目

一新。他說世間萬物，都是為人設立的，觀看和感受是
相同的道理，供人觀看就能讓人感受，上天生出這些東
西，難道僅僅是供人娛悅耳目與性情的嗎？於是這位藝
術大師便多角度、多側面地挖掘花卉的多種美學功能。
李漁是詩人、小說家、戲劇家。他經常敏感地把花卉

的命運與人世間對照起來，他在花木身上賦予人間的喜
怒哀樂，悲歡離合。他在《桃》結尾寫道：哎，顏色最
嬌艷的花莫過於桃花了，而壽命最短的也莫過於桃花。
「紅顏薄命」的說法，就是針對桃花而言的。只要看見女
子的臉同桃花的顏色相近，就應當把她當作花魂看待，
這就不僅是李漁的獨到體驗，而且是他深度投入全部身
心獨出心裁的藝術想像了。
李漁是美學家，什麼時候他都不忘用審美的眼睛來挖

掘生活中的美，而原本美的東西在他的點染下更能化美
為媚，從而給人更高層次的美學享受。他說：「如盆蘭
吐花，移之窗外，即是一幅便面幽蘭；盎菊舒英，納之
牖中，即是一幅扇頭佳菊」。瞧，經他妙手一點，更換位
置，借助背景，就是一番別樣的風采！他還說，「吾謂
芝蘭之性，畢竟喜人相俱，畢竟以人聞香氣為樂。」於
是他獨具慧眼地指出：蘭花應「獨處一室」，並且需「美
其供設，書畫爐瓶，種種器玩，皆宜森列其旁」。這樣，
蘭的雅致高潔就更加烘托出來了，從而也把整個家庭氣
氛的人文和諧也給渲染出來了。
李漁還是養生家。他指出，侍弄花草，活動筋骨，調

節勞逸，也是養生的手段。他認為，達官貴人凡事別人
代勞，出則車馬當步，雖然安逸體面，卻與天地賦予人
的形體的意圖相違背，決不如合理利用五官四肢的好。

更重要的，在他眼裡，
花卉不僅能愉悅耳目，
快樂身心，進而頤養天
年，「花療」是他養生
保健的有效途徑之一。
李漁認為，一個人「本
性酷愛之物，可以當
藥」，「情堪癒疾」，他
與花卉靈犀相通，他一
見鮮活花卉就喜從中
來，立刻神清氣爽，身
上疾病先去了大半。花
卉就是他的藥石，他戲
稱此乃「笠翁本草」也。如今人們看望病人都常常手捧
一束鮮花，不知是不是也受「笠翁本草」的啟示呢？
今天科學研究已揭開「笠翁本草」的奧秘。具體地

說，花卉可以淨化空氣，某些花卉還有吸毒殺毒，防止
空氣污染的作用。花色刺激感官，對人的心理產生作
用。例如：紅、橙、黃色能使人感到溫暖、熱烈、興
奮；綠色能減少強光對眼睛的刺激，使人舒適，並能護
眼；白、藍、青色能給人以清爽、恬靜的感覺。花香刺
激味覺，能使人產生舒適愉快的感覺，對健康非常有
益。花卉氣味分子通過呼吸道黏膜吸收後，能促進人體
免疫球蛋白的產生，提高人體的抵抗力；氣味能刺激人
體嗅覺細胞，通過大腦皮質的興奮抑制活動，調節全身
的新陳代謝，平衡植物神經功能，達到生理和心理功能
的相對穩定。鮮花的花粉被科學家證實含有96種物質，
包括22種氨基酸、14種維生素和豐富的微量元素。
晚年的李漁回眸說：「我之一生，可謂不負花鳥；而

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他
稱自己這一生做的是「花國平章」，即鮮花王國的保護
神！鮮花不是無情物，色香繽紛酬知己。正是因為這
「花國平章」做得盡心盡責，李漁成為「詩意」生活頤養
天年的受益者和成功者！
現代學者于光遠在《論普遍有閒的社會》一文中曾經

說過，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
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掌握玩的技術，發展玩的
藝術。三百多年前，李漁放棄了中國士人的傳統價值觀
念，追求一種「玩」的人生，在「玩」中構建他的另類
的「玩」的文化，倡導「詩意」的生活，在當時，或被
人詬病，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是要服膺他的先知先覺
了。一本《閒情偶寄》，以234個小題，對園林建築、裝
飾美容、傢具古董、飲食烹調、養花種樹、醫療養生等
等作了深刻而獨到的論述，贏得世人譽為「中華五千年
第一風流才子」，被外國人推崇為「李漁是最值得研究的
東方第一人」。

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而且荀子還認為：
「人之性惡，其善偽也。」從此，有關性的爭論，
就延續了很久。孟子性善的根據是：人皆有測隱之
心，以及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
「人無有不善」。然而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的善惡
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就是測隱之心，也是出自
省身自警的本能，並不能說這就是仁的表現，等到
看清了井圈上玩的嬰兒是仇家之子以後，測隱之心
也就不同了。所以孔子也不
過說了：「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告子認為：性無善
惡，「食色性也」。什麼樣
人和物，在什麼樣的環境中
就會有什麼樣性的表現，其
基礎是生命的延續；董仲舒
提出性三品說，認為有「聖
人之性」、「中民之性」和
「斗筲之性」，這顯然是為上
層服務的；唐朝思想家李
翱，則提出「性善情惡」
說，把性與情做了區分。
孟子是儒家的「亞聖」，他的言論一向以善辯著

稱，但他的善辯卻多有偷換概念，似是而非之嫌
疑。所以早在漢代，王充就寫了《刺孟》篇，抓住
其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後矛盾，答非所問，陰陽兩
面，無理狡辯的地方，逐一進行揭露和駁斥。鹽鐵
會議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視為迂腐的典型。到
了宋代，「罵孟子」不僅成為市井談資，還出現了
何涉的《刪孟》、李覯的《常語》、蘇軾的《與孟子
辯》、陳次公的《述常語》、劉原父的《明舜》等貶
斥孟子的文章。元人白珽的《湛淵靜語》中引倪公
思的話說：「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
曰：蓋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
之說，欲人主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
《孟子》，以為安石之言，未可盡信也。」宋人罵孟
子，雖然多少與王安石喜歡孟子有關，但與孟子論
辯中強詞奪理的特徵，也是有很大關係的。
就拿《孟子》中告子與孟子有關性的爭論來說，

告子說：「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即
人性和天然的杞柳一樣，沒什麼善惡之分，經過了

加工，柔軟的杞柳才能成為有用器具的桮棬，仁義
也是人經過後天的培養才能產生的德行。可是孟子
卻偷換了概念，把議論扯到了「順杞柳之性」和
「抑制杞柳之性」的問題上來了，他說抑制杞柳之
性而做成桮棬，不就等於說是抑制人的本性來達到
仁義嗎？緊接㠥就給告子扣上了，「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的罪名。杞柳的柔軟是它的性，但經過加
工，可以做成善的桮棬，也可以做成惡的糞簍，能

道清兩者究竟何為順了杞柳
之性，何為抑制了杞柳之
性？孟子自己也說：「富歲
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
暴。」嗎？那麼性善又從何
說起？
《清山道話》裡有個李覯

討厭孟子的故事：某位讀書
人知道他不喜歡孟子，於是
專門寫了幾首咒罵孟子的詩
歌，前往李覯府上混飯吃。
當李覯讀到關於舜的：「完
廩捐階未可知，孟子深信還

可癡，丈人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人殺之」詩句時
不禁大喜，馬上將此人奉為上賓。他們一邊舉杯痛
飲，一邊切磋「罵孟」心得，「流連數日，所談無
非罵孟子也」。在堯的時代，就是舜的父子、兄弟
之間，不是也沒有表現出什麼「性善」嗎？
孟子：「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精神固然可

嘉，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也
極其可貴。但正如他一邊說：「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緊接㠥又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的矛盾一樣。孟子不顧孔子崇拜堯、舜、周公的事
實，說：「孔子賢於堯、舜，為生民以來所未
有」；在回答齊宣王提問時，又說：「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可是孔子卻明明說過：「微管
仲，吾其被發左衽矣。」還說：「一匡天下，民到
於今受其賜。」性善說也是如此，正如李贄所說，
孟子是將自己錯誤的己見，作為了絕對真理的「定
說」，並用它來抵制並覆蓋所有其他人的「眾說」。
這樣自以為是的偏執，為後儒樹立了一個獨斷專
橫、強詞奪理的壞榜樣。

同事的兒子晚上不睡覺，吵㠥鬧㠥要看火車。
結果一家人開車來到立交橋上數火車。雖然半個
小時內只過去了兩列火車，但孩子依舊高興得不
得了，學㠥火車「嗚嗚」地叫。事後，同事對我
提起此事，還當成個笑話。我卻不禁想起鐵凝的
小說《哦，香雪》裡一群鄉村姑娘每天精心打扮
等待火車經過的情景。火車承載了她們太多的關
於外面世界的美麗幻想，火車上乘客攜帶的發
卡、紗巾、絲襪等物品，或許就是她們對於城市
的最初認識。
20世紀80年代初的香雪恐怕不會想到，30年

後，城市的飛速發展將現代文明延伸進了幾乎所
有的古老鄉村，大大小小的都市村莊平地而起，
時過境遷，能對火車保有熱度的僅僅只剩下了3
歲的孩子。是啊，我們已經習慣城市好久了，以
至於我們忽略了太多城市的表情。
走在早晨的陽光裡，旁邊空地上有鍛煉身體、

舒活筋骨的，也有提籠架鳥、吹拉彈唱的。他們
大多是老人，神態安詳，優哉游哉。路口又一次
被急於上班的各式車輛堵成了「一鍋粥」，汽車
像蝸牛一樣往前爬，自行車、電動車蜿蜒穿行其
間，不放過任何一絲縫隙。這一刻，城市的表情
正如王朔一本書的名字《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
水》。
晚上，我在城東的一家超市購物，聽說外邊下

起了大雨，就在超市裡多待了一會兒。當我從超
市出來，外邊仍舊電閃雷鳴、大雨滂沱，絲毫沒
有停的跡象。然而讓我吃驚的是超市前圓形天井
內的遮陽傘下竟然坐滿了人，他們看㠥大屏幕上
播放的電影，氣定神閒，大有「任爾東西南北
雨，我自巋然不動」的氣勢。這一刻城市的表情
寫滿了雨中的浪漫。
小區家屬院的孩子們熱衷於走在半米深的人工

湖中撈蝌蚪，大孩兒撈，小孩兒看，更小的孩子
則在小區專門留下的沙坑裡玩沙子。大人們則忙
㠥在樓頂的平台上以及樓下的空地上開畦種菜，
於是在蔬菜收穫的季節裡便常常是紅了番茄，綠
了絲瓜，樓上樓下熱鬧非凡，在方寸之間感受自
然的律動，收穫綠色的夢想。這一刻城市的表情
盡顯鄉野童趣。周末，我帶㠥孩子來到郊區的養
牛場，想讓他接觸一下大自然。牛場裡有牛，同
時放養㠥幾隻羊，還有大片的玉米地，據說這些
玉米稈就是牛最好的飼料。牛場正中間是現代化
的擠奶車間，每天早晚有兩次擠奶時間，擠出來
的牛奶則直接封存裝箱運往生產廠家。這是城市
未來的表情，欣欣向榮，就像剛剛擠出的冒㠥熱
氣的牛奶。
一幅幅多彩的城市表情，它熱情似火，寧靜如

藍，浪漫如粉，綠意盎然，鮮氣逼人。作家蔣子
龍在20世紀80年代寫過一篇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說
《赤橙黃綠青藍紫》，30年過去，我們的城市真的
是紫嫣紅開遍，賞心樂事滿園，徜徉其中，我
們的生活如何會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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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孟子「性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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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經過歲月磨礪的眼睛，去重讀一本

書，會發現它變「厚」了。 網上圖片

■到了宋代，「罵孟子」幾乎成為市井談

資，對於孟子的「性善論」，今日之人又

作何評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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