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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淘 万 涟 吹 沙 觅 金

— 萧芝父先生
《吹沙二集 》读后

田 文 军

八年前
,

萧蓄父先生出版的 《吹沙集 》
,

曾以其丰富的内

容
,

深邃的哲思
,

高远的意境
,

填密的论证深深地吸引过我
,

“

启蒙胜语
”
、 “

学思料评
”

等简洁的分部标题
,

至今仍然清晰

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

给我以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

今天
,

萧先生又推出了 《吹沙二集》
,

这部新的学术文集
,

将我带进

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

《吹沙二集 》
,

成书于一段特殊 的岁月
。
1 9 9 8 年春夏之

交
,

萧先生重病人院
。

虽然先生素来乐观豁达
,

仰卧在手术台

上与病魔抗争
,

还吟诗 自遣
,

但作为学生和晚辈
,

我们都曾为

他的健康担心过
。

正因为如此
,

先生出院后
,

我们都希望他静

心调养
,

不再急于伏案工作
。

但是
,

先生一出院即急切地回到

了工作台前
。

这部《吹沙二集 》
,

即是先生重病之后
,

历经数月

辛勤劳作
,

编纂成书的
。

与此同时
,

先生还推出了一部《吹沙

纪程 》
。

先生重病之后
,

数月 间竟推出了近百万字的学术论

著
,

让我们这些后辈学人也感佩不已
。

先生平 日喜谈荀况的

蚕赋
。

从先生重病之后的忘我劳作中
,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春蚕吐丝
, “

功被天下
,

为万世文
”
的价值

追求与传统美德
。

萧先生新的学术文集虽然仍题名
“

吹沙
” ,

但《吹沙二集 》

和《吹沙纪程 》相比较于过去推出的《吹沙集 》
,

不论学术视野

还是致思内容又都有所不同
。

《吹沙集 》区划为
“

启蒙挫语
” 、

“

传统反当
” 、 “

方法色议
” 、 “

学思料评
” 、 “

序跋余沛
” 、 “

滴水吟

稿
”

等六个板块
; 《吹沙二集 》则由

“

文化危言
” 、 “

传统反当
”
、

“

道风遗韵
” 、 “

佛慧浅绎
” 、 “

哲海探珠
” 、 “

学思积靡
” 、 “

序评余

沛
” 、 “

域外零篇
” 、 “

滴水吟稿
”

等九大部分组成
; 《吹沙纪程 》

的内容更是被区分为 1 70 个小题
。

两部新文集
,

就其内容而

言
,

可谓远山层叠
、

江水波澜
,

规模宏阔
。

因此
,

新文集也更为

集中地反映了萧先生学术活动中
, “

学术思想的特定走势或

历史形成的某些情结
” ,

更加典型地体现了萧先生论学致思

的个性与特色
。

从《吹沙二集》的内容来看
,

萧先生论学致思的特色
,

首

先 可 概 括 为

“

通 观

”
、
“
融 会

”
的 学 术 视 野 与 文 化 心 态

。
1 9 9 3 年

夏
,

北 京 大 学 为 汤 用 彤 先 生 百 年 诞 辰 举 办 纪 念 会 时

,

萧 先 生

所 赋 颂 诗 中 有

“

漫 汗 通 观 儒

、

释

、

道

,

从 容 涵 化 印

、

中

、

西

”

之

句

。 “

漫 汗 通 观 儒

、

释

、

道

,

从 容 涵 化 印

、

中

、

西

” ,

既 是 对 汤 用 彤

先 生 学 术 成 就 与 治 学 路 径 的 褒 扬

,

同 时 也 表 达 了 萧 先 生 的 学

术 追 求

。

萧 先 生 在 学 术 活 动 中

,

较 为 集 中 地 对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

1 5 4
·

的 思 考

:

注 重 和 追 求 的 正 是

“

通 观

”
和

“

融 会

” 。

萧 先 生 对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的

“

通 观

”
和

“

融 会

”
实 际 上 是 对

于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多 视 角

、

多 层 面

、

全 方 位 的 思 考 探 索

。

这 种 思

考 与 探 索

,

常 因 视 角 不 同 而 形 式 有 异

,

从
《 吹 沙 二 集 》中

,

我 们

看 到 萧 先 生 对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的

“

通 观

”
、
“

融 会

” ,

大 体 上 可 区

别 为 反 当 传 统

、

考 察 现 实

、

展 望 未 来 三 种 形 式

。

《 吹 沙 二 集 》 中

的
“

传 统 反 当

” 、 “

道 风 遗 韵

” 、 “

佛 慧 浅 绎

”

等 几 组 文 字

,

可 以 说

都 是 回 顾

、

反 自 中 国 的 文 化 传 统

。

在 萧 先 生 看 来

,

中 国 文 化 涵

括 儒

、

释

、

道 三 派 乃 至 于 诸 子 百 家 之 学

,

本 身 即 是 一 个 多 元 互

动 的 集 合 体

。

这 使 得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亦 难 以 由 某 家 某 派 之 学 来

代 表 和 体 现

,

儒

、

释

、

道 各 派 乃 至 诸 子 百 家 之 学

,

都 应 是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智 慧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精 神 基 因

。

因 此

,

诊 释

、

解 读 中 国

的 文 化 传 统

,

必 须

“

通 观
”

中 国 文 化

。

萧 先 生 在
《 吹 沙 二 集 》 中

,

对 易 庸 之 学 中 所 蕴 含 人 文 思 想 的 肯 定

,

对 道 风

、

佛 慧 的 某 些

榆 扬 等

,

都 是 以 他 对 于 诊 释 民 族 文 化 传 统 的 途 径 和 方 法 的 理

解 为 前 提 的

。

其 中

,

萧 先 生 对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现 实 的 考 察 可 分

为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他 直 论 中 国 文 化 的 现 实 发 展

,

例 如

“

关 于 改

革 的 历 史 反 思
”

等 文 即 属 于 这 一 类 型 的 文 字
;
另 一 方 面 是 他

对 现 代 学 术 思 想 的 研 探

。

在 《 吹 沙 二 集 》 中
,

可 以 看 到 萧 先 生

对 熊 十 力

、

梁 漱 溟

、

冯 友 兰

、

贺 麟

、

汤 用 彤

、

唐 君 毅

、

蒙 文 通

、

刘

鉴 泉

、

徐 复 观

、

冯 契 等 现 代 学 者 为 人 为 学 的 论 评 与 解 读

,

也 还

有 对 毛 泽 东

、

李 达

、

郭 沫 若 等 的 评 说

。

依 萧 先 生 自 己 的 说 法

,

他 研 究 现 代 学 者 的 思 想

: “

或 闻 风 相 悦

,

心 知 其 意

;

或 涵 泳 其

中

,

哀 乐 与 共

;
或 有 所 较 评

,

也 力 求

`

异 以 贞 同
” , ,

目 的 都 在 于

为 自 己 思 考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

吸 收 现 实 的 智 慧 营 养

。

萧 先 生 对 中 国 文 化 发 展 前 景 的 展 望

,

主 要 体 现 在
《 吹 沙

二 集 》中 所 收 人 的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现 代 化 与 西 方 先 进 文 化

的 中 国 化 》
、

《世 纪 桥 头 的 一 些 浮 想 》等 文 中
。

在 对 中 国 文 化 未

来 的 展 望 中

,

萧 先 生 展 现 了 一 种 十 分 开 放 的 文 化 心 态 和 文 化

包 容 意 识

。

他 在 深 人 解 析 自 己 民 族 文 化 传 统 和 现 实 的 基 础

上

,

努 力 把 握 当 代 人 类 社 会 最 新 的 文 化 思 潮 与 文 化 理 念

,

对

于 近 年 来 颇 为 流 行 的

“

东 方 文 化 热

”
、 “

儒 学 复 兴 论
” 、 “

东 方 的

觉 醒
” 、 “

西 方 之 没 落

” 、 “

东 化 的 世 纪
” 、 “

全 球 化 时 代

” 、 “

文 明

冲 突 论

”

等

,

都 坚 持 一 种 客 观 冷 静 的 分 析 态 度

。

在 文 化 理 念

上

,

萧 先 生 珍 惜 自 己 的 学 思 所 得

,

但 是

,

他 并 不 排 拒 其 他 的 文

化 观 念 和 理 论

,

而 是 欢 迎 文 化 理 论 中 的

“

千 门 万 户

” ,

力 主 宽

容 文 化 理 论 中 的

“

殊 途 百 虑 之 学
”
。

在 萧 先 生 看 来

,

中 国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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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型 中 的 文 化 变 迁

,

既 表 现 为 中 西 的 冲 突 与 融 合

,

又 表 现 为

古 今 的 变 革 与 贯 通

,

是 中 西

、

古 今 两 对 矛 盾 的 复 杂 汇 合

,

所 以

容 易 产 生 思 想 误
区

;
当 人 类 即 将 跨 人 新 的 世 纪 的 时 候

,

我 们

没 有 必 要 再 重 复

“

五 四
”
时 期 的 观 念 和 论 争

,

而 应 看 到 90 年

代以来
,

东 西 方 的 文 化 学 术 交 流 正 向 深 层 面 扩 展

,

人 们 面 临

的 是 一 个 多 极 化 发 展 的 世 界

,

是 一 个 国 际 性 的 百 家 争 鸣 的 时

代

。

在 这 样 的 时 代

,

中 国 文 化 的 发 展

,

只 能 寄 希 望 于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现 代 化 和 西 方 先 进 文 化 的 中 国 化

” ;
以 中 西 互 补 的

方 式

,

容 纳 人 类 所 有 先 进 的 文 化 成 果

,

推 陈 出 新

,

在 对 传 统 文

化 解 构 的 基 础 上

,

重 构 新 的 民 族 文 化

,

应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发 展

方 向

。

这 样 的 文 化 理 念

,

也 促 使 萧 先 生 在 学 术 方 面 自 觉 地 参

与 国 际 性 的 百 家 争 鸣

,

收 人
《 吹 沙 二 集 》 中 的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现 代 化 和 西 方 先 进 文 化 的 中 国 化 》一 文 以 及 《域 外 零 篇 》中

的 文 字
,

即 是 萧 先 生 参 与 国 际 性 的 百 家 争 鸣 所 形 成 的 认 识 成

果

,

这 些 认 识 成 果 又 十 分 具 体 地 展 现 了 萧 先 生 对 中 国 文 化 发

展 前 景 的 理 解 与 期 盼

。

掘 井 及 泉

,

吹 沙 觅 金

,

在 学 术 理 论 追 求 中 表 现 出 一 种 锲

而 不 舍 的 韧 性

,

是
《 吹 沙 二 集 》 中 展 现 的 萧 先 生 的 又 一 学 思 特

色
。

在 当 今 中 国 的 学 术 界

,

萧 先 生 以 明 清 文 化 启 蒙 说 自 成 一

家 之 言

。

萧 先 生 的 文 化 启 蒙 说

,

主 旨 是 要 论 定 中 国 文 化 现 代

化 的 主 体 性

,

揭 示 中 国 文 化 现 代 化 的 价 值 生 长 点 及 其 内 在 的

历 史 必 然 性

。

尽 管 萧 先 生 对 于 中 国 文 化 启 蒙 的 历 史 解 读 还 可

以 深 化

,

对 于 中 国 文 化 建 设 主 体 的 论 析 还 可 以 更 加 系 统

,

这

种 文 化 启 蒙 说 的 理 论 价 值 却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

萧 先 生 的 文 化 启

蒙 论 也 受 到 了 海 内 外 一 些 学 者 的 洁 难

,

但 萧 先 生 不 改 初 衷

,

始 终 坚 持 对 中 国 文 化 启 蒙 问 题 的 研 探

。

从 收 人
《吹 沙 集 》 中 的

《 中 国 哲 学 启 蒙 的 坎 坷 道 路 》
,

到 收 人 《 吹 沙 二 集 》 中 的 《历 史

情 结 话 启 蒙 》
,

我 们 即 可 以 看 到 萧 先 生 对 文 化 启 蒙 问 题 探 究

的 继 续 与 拓 展

。

在 这 种 探 究 中

,

萧 先 生 所 追 求 者

,

始 终 是 论 定

“

民 族 文 化 的 主 体 性 应 当 是 社 会 的 现 代 化 与 人 的 现 代 化 协 调

并 进 的 民 族 文 化 自 我 发 展 和 自 我 更 新 的 主 体 性

” 。

所 要 发 掘

和 肯 定 者 是 中 国 文 化 现 代 化 的

“

源 头 活 水

” 。

这 种 在 学 术 理 论

上 的 韧 性 追 求

,

表 明 了 萧 先 生 对 于 民 族 文 化 复 兴 强 烈 的 责 任

意 识

。

萧 先 生 这 一 辈 学 者

,

学 成 于 40 年代
,

其 学 术 活 动 大 体

上 与 新 中 国 的 成 长 同 步

,

他 们 经 历 过 文 革 中 万 家 墨 面 的 苦 难

岁 月

,

也 体 验 过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国 家 走 上 富 强 之 路 以 后 的 喜

悦 与 自 豪

,

他 们 的 学 思 访 程

,

紧 系 着 民 族 文 化 复 兴 的 艰 难 与

曲 折

;
他 们 的 文 化 责 任 意 识 既 源 于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的 优 患 意 识

传 统

,

又 源 于 他 们 对 中 国 文 化 建 设 实 践 要 求 的 领 悟 与 体 认

。

他 们 探 究 中 国 文 化 问 题

,

视 角 时 有 不 同

,

目 标 与 取 向 却 始 终

一 贯

:

这 就 是 在 会 通 古

、

今

、

中

、

西 的 基 础 上

,

形 成 自 己 的 文 化

理 论

,

并 使 之 能 够 整 合 于 我 们 民 族 整 体 的 文 化 理 论 的 创 建 之

中

,

为 民 族 文 化 的 复 兴 和 发 展 服 务

,

使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现 代

化 和 西 方 先 进 文 化 的 中 国 化 真 正 成 为 现 实

。

这 种 理 论 追 求 与

学 术 品 格

,

值 得 我 们 后 辈 学 人 认 真 学 习 和 借 鉴

。

《 吹 沙 二 集 》展 现 的 萧 先 生 的 另 一 学 思 特 色
,

是 他 提 倡 诗

情 与 哲 理 的 统 一

,

追 求 诗 化 哲 学 的 理 论 境 界

。

萧 先 生 曾 经 自

白

: “

在 诗 与 真 的 矛 盾 中 求 统 一

,

在 情 与 理 的 冲 突 中 求 和 谐

,

在 形 象 思 维 与 逻 辑 思 维 的 互 斥 中 求 互 补

,

是 中 华 哲 人 思 想 升

华 的 优 秀 传 统

。

庄 周 梦 蝶

,

荀 卿 颂 蚕

,

屈 子 问 天

,

贾 生 哭

,

神

思 风 骨

,

千 古 相 承

,

高 山 仰 止

,

心 向 往 之

。 ”

先 生 所 论

,

不 仅 是

中 国 哲 学 家 的 优 秀 传 统

,

实 际 上 也 表 明 了 他 自
己 学 术 活 动 中

的 一 种 致 思 特 色 和 追 求

。

在
《 吹 沙 集 》与 《 吹 沙 二 集 》中

,

都 辟

有

“

滴 水 吟 稿

” ,

收 人 先 生 数 十 年 来 写 成 于 不 同 时 期 的 诗 词

。

这 些 诗 词

,

虽 为 作 者 的 感 兴 之 作

,

但 都

“

回 荡 着 在 时 代 风 涛 里

泅 泳 者 的 呼 唤 和 心 声

” ,

往 往 蕴 含 着 作 者 对 于 社 会 现 实 的 深

沉 思 考

。

在 《吹 沙 二 集 》中 收 人 的 《峨 眉 纪 游 诗 》
,

即 是 先 生 读

大 学 三 年 级 结 伴 游 峨 眉 山 时 写 成 的 组 诗

,

后 由 原 华 西 协 和 大

学 外 籍 教 授 费 尔 朴
( D r y d

e n I
J .

p h e l p s )
、

云 瑞 祥
( M

a r y K
.

W ill m ot )t 二 人 译 成 英 文
,

收 人
《 峨 山 香 客 杂 咏 》一 书

,

在 香 港

出 版

。

数 十 年 后

,

萧 先 生 才 在 友 人 帮 助 下

,

得 到 《 峨 山 香 客 杂

咏 》一 书
。

从 现 在 收 人
《吹 沙 二 集 》的 这 组 中 英 文 对 照 的 诗 作

中
,

我 们 看 到 先 生 青 年 时 代

,

即 善 于 以 诗 作 表 达 自 己 对 自 然

、

对 人 生 的 审 美 气 度 和 思 考

,

先 生 后 来 虽 长 期 从 事 理 论 活 动

,

但 始 终 未 放 弃
以

诗 明 理

、

以 诗 言 志 的 思 维 形 式

。

逻 辑 思 维 与 形 象 思 维

、

理 性 与 浪 漫

、

哲 理 与 诗 情 的 界 线

是 不 宜 否 定 的

。

在 中 国

,

宋 人 严 羽 即 已 经 意 识 到

“

诗 有 别 材

,

非 关 书 也

,

诗 有 别 趣

,

非 关 理 也

” 。

萧 先 生 在 自 己 的 学 术 活 动

中

,

却 追 求 诗 情 与 哲 理 的 一 致

,

这 既 源 于 他 对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的 领 悟

,

也 源 于 他 对 人 生 境 界 的 理 解

。

就 传 统 而 言

,

萧 先 生 认

定 中 华 文 化

,

本 来 即 是 诗 的 海 洋

, “

诗 教

”

全 面 渗 人 了 中 国 人

的 社 会 政 治 生 活

,

也 渗 人 了 中 国 人 的 哲 学

,

诗
已 经

,’

成 为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灵 动

、

最 有 渗 透 力 的 精 神 文 化 基 因

” 。

所 以

,

中

国 的 哲 学 家 们

,

十 分 看 重

“

哲 学 的 诗 化 与 诗 的 哲 学 化

” ,

同 时

在 萧 先 生 看 来

,

这 种

“

诗 化 的 哲 学
”

所 崇 尚 的 人 生 境 界

,

也 可

以 说 是 一 种

“

诗 化 的 人 生 境 界

” 。

萧 先 生 对 这 种 人 生 境 界 的 肯

定 从 其 青 年 时 代 即
已 开 始

。

在
《 吹 沙 二 集 》中

,

我 们 看 到 萧 先

生 青 年 时 代 写 成 的 《原 美 》一 文
,

即 认 为 美 学 家 把 审 美 观 照 的

对 象 限 于

“

自 然

”

与

“

艺 术 品
” ,

是 把 整 合 的 价 值 世 界 任 意 地 分

割 了

。

萧 先 生 主 张

,

扩 大 审 美 的 范 围

,

使 美 成 为 普 遍 的 价 值 意

识 所 摄 的 对 象

。

此 文 倡 导 的 正 是 人 生 美

,

是 人 生 美 的 价 值 理

想

。

应 当 说

,

正 是 对 于 传 统 与 人 生 的 理 解

,

促 使 萧 先 生 在 其 学

术 活 动 中

,

执 著 地 追 求 诗 心 与 哲 理 的 统 一

,

达 到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精 神 境 界

。

这 种 境 界

,

使 我 们 读 萧 先 生 的 论 著

,

既 能 感 受 其

长 篇 大 作 中 纵 横 裨 阖

、

清 晰 冷 峻 的 理 性 力 量

;
又 能 感 受 其 诗

词 短 论 中 的 电 石 火 花

、

新 意 新 说

,

融 理 性 的 熏 陶 与 诗 情 的 享

受 于 一 体

,

受 益 无 穷

。

萧 先 生 为 表 达 自 己 吹 沙 觅 金 的 学 术 追 求

,

十 分 欣 赏 古 人

所 说 的

“

鸳 马 十 驾

,

功 在 不 舍

” 。

先 生 新 近 推 出 的 两 部

“
吹 沙
” ,

正 是 先 生 在 学 术 上 锲 而 不 舍 执 着 追 求 的 结 果

。

我 们 期 盼 先 生

在 今 后 的 岁 月 里

,

继 续 吹 沙 觅 金

,

不 断 推 出 新 的 学 术 成 果

,

以

启 迪 后 辈

,

嘉 惠 学 林

,

为 民 族 的 学 术 文 化 事 业 作 出 新 的 贡 献

。

作 者

:

田 文 军

,

武 汉 大 学 人 文 科 学 学 院 哲 学 系 教 授

。

(责任 编辑 严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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