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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幽梦影序（一）余穷经读史之余，好览稗官小说，自唐以来不下数百种。
不但可以备考遗志，亦可以增长意识。
如游名山大川者，必探断崖绝壑；玩乔松古柏者，必采秀草幽花。
使耳目一新，襟情怡宕。
此非头巾能戴、章句腐儒之所知也。
故余于咏诗撰文之暇，笔录古轶事、今新闻，自少至老，杂著数十种。
如《说史》、《说诗》、《党鉴》、《盈鉴》、《东山谈苑》、《汗青余语》、《砚林不妄语》、《
述茶史补》、《四莲花斋杂录》、《曼翁漫录》、《禅林漫录》、《读史浮白集》、《古今书字辨讹
》、《秋雪丛谈》、《金陵野抄》之类，虽未雕版问世，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直可傲子云而
睨君山矣!天都张仲子心斋，家积缥缃，胸罗星宿，笔花缭绕，墨沈淋漓。
其所著述，与余旗鼓相当，争奇斗富，如孙伯符与太史子义相遇于神亭；又如石崇、王恺击碎珊瑚时
也。
其《幽梦影》一书，尤多格言妙论。
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经道。
展味低徊，似餐帝浆沆瀣，听钧天之广乐，不知此身在下方尘世矣。
至如：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
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无损于世谓之善人，有害于世谓之恶人。
寻乐境乃学仙，避苦境乃学佛。
超超玄著，绝胜支许清谈。
人当镂心铭肺，岂止佩韦书绅而已哉!曼持老人余怀广霞制幽梦影序（二）心斋所著书满家，皆含经咀
史，自出机杼，卓然可传。
是编是其一脔片羽，然三才之理，万物之情，古今人事之变，皆在是矣。
顾题之以梦且影云者，吾闻海外有国焉。
夜长而昼短，以昼之所为为幻，以梦之所遇为真；又闻人有恶其影而欲逃之者。
然则梦也者，乃其所以为觉；影也者，乃其所以为形也耶？
广叟辞之隐语，言无罪而闻足戒，是则心斋所为尽心焉者也。
读是编也，其可以闻破梦之钟，而就阴以息影也夫!江东同学弟孙致弥题幽梦影序（三）张心斋先生，
家自黄山，才奔陆海。
丹榴赋就，锦月投怀；芍药辞成，敏花作馔。
苏子瞻“十三楼外”，景物犹然；杜枚之“廿四桥头”，流风仍在。
静能见性，洵哉人我不间而喜瞋不形！
弱仅胜衣，或者清虚日来而滓秽日去。
怜才惜玉，心是灵犀；绣腹锦胸，身同丹凤。
花间选句，尽来珠玉之音；月下题词，已满珊瑚之笥。
岂如兰台作赋，仅别东西；漆园著书，徒分内外而已哉！
然而繁文艳语，止才子余能;而卓识奇思，诚词人本色。
若夫舒性情而为著述，缘阅历以作篇章，清如梦室之钟，令人猛省；响若尼山之铎，别有深思。
则《幽梦影》一书诚不能已于手舞足蹈、心旷神怡也！
其云“益人谓善，害物谓恶”感仿佛乎外王内圣之言；又谓“律己宜秋，处世宜春”，亦陶溶乎诚意
正心之旨。
他如片花寸草，均有会心；遥水近山，不遗玄想。
息机物外，古人之糟粕不论；信手拈时，造化之精微入悟。
湖山乘兴，尽可投囊；风月维潭，兼供挥麈。
金绳觉路，宏开入梦之毫；宝筏迷津，直渡文长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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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流为道学，寓教化于诙谐。
为色为空，知犹有这个在；如梦如影，且应做如是观。
曼持老人余怀广霞制幽梦影序（四）记曰：“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
”凡文人之立言，皆英华之发于外者也。
无不本乎中之积，而适与其人肖焉。
是故其人贤者，其言雅；其人哲者，其言快；其人高者，其言爽；其人达者，其言旷；其人奇者，其
言创；其人韵者，其言多情思。
张子所云：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
小说。
正此意也。
彼在昔立言之人，到今传者，岂徒传其言哉！
传其人而已矣。
今举集中之言，有快若并州之剪，有爽若哀家之梨，有雅若钧天之奏，有旷若空谷之音；创者则如新
锦出机，多情则如游丝袅树。
以为贤人可也，以为达人、奇人可也，以为哲人可也。
譬之瀛洲之木，日中视之，一叶百形。
张子以一人而兼众妙，其殆瀛木之影欤？
然则阅乎此一编，不啻与张子晤对，罄彼我之怀！
又奚俟梦中相寻，以致迷不知路，中道而返哉！
同学弟松溪王 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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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幽梦影》是清代文学家张潮所著的随笔体格言小品文集。
其内容丰富，文笔优雅洒脱。
天上地下、行云雨露、花鸟草木、湖光山色，看似信手拈来，娓娓侃谈，实则深蕴理趣，令人遐思。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即得到清初１２０余位大学者和艺术家的赞赏和评点，影响极大，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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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潮(1650～?)，字山来，号心斋、三在道人，江南歙县(今属安徽)籍，江苏江都人。
生于顺治八年。
他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刻书家。
康熙初岁贡，入资授翰林孔目。
其著作等身，除《幽梦影》外，还撰有《花影词》、《心斋聊复集》、《奚囊寸锦》、《心斋诗集》
、《鹿葱花馆诗钞》等。
编印有《昭代丛书》、《檀几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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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第1则【原文】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
宜春，其机物也。
【原评】曹秋岳曰：可想见其南面百城时。
庞笔奴曰：读《幽梦影》则春、夏、秋、冬，无时不宜。
【译文】冬天适宜诵读经书，因为在冬天可以集中思想在经书里驰骋；夏天适合读史，因为夏天白日
时间长，时间比较充足；秋季适宜读诸子百家，因为秋天秋高气爽，人的韵致比较特殊，这时可以领
会诸子精神的实质；春天适宜读诗词文章，因为春天可以体会出诗文的生机和春天散发出来的欣欣向
荣的景象。
【评析】一年中的春夏秋冬皆适宜读书。
作者认为冬季天寒地冻，不适宜走动，此时人的精神比较容易集中，而经书简奥深邃，读经书需要心
平气和，仔细寻味，所以读经书的最佳时机是冬季。
夏天的白日漫长，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细品，而史书记事，人事复杂，读史书需要仔细梳理思绪，
所以夏季是读史的最佳时节。
秋天云淡风轻，秋高气爽，人的思绪较为宁静，而诸子百家的派别、风格、思想都不同，读它需要有
海纳百川的胸襟，所以阅读诸子百家文最适宜的季节是秋季。
春天生机勃勃，此时人们更容易敞开心扉，而诗词文赋属于文学创作，读它需要心领神会，所以春天
读诗词最为适宜。
在不同的时间，读者对文章的解读会不同，因为心境不同。
所以，人需要选择在适宜的时间读恰当的书，这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2则【原文】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
【原评】孙恺似曰：深得此中真趣，固难为不知者道。
王景州曰：如无好友，即红友亦可。
【译文】《诗》《书》《礼》《易》《春秋》等著作适合一个人时静静地阅读，而历史著作适合和知
己一起阅读。
【评析】提高品行首先是个人的事，而读圣人经传可修身养性，所以要独自细读；况且经传虽简约但
深奥，想要懂得其精髓，需要仔细品读揣摩，所以必须独坐静读。
而有时候读书是为了增长见闻、开阔心智，读史正能达到这个目的，但历史适宜与友人共读，因为如
此可以避免由于个人阅历问题错误地解读繁杂的历史，彼此间相互启发与切磋，共进学问。
经书类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著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细品当中的
精髓，从中汲取有利的东西用于修身养性。
因此，我们说经传类书籍适宜独自静坐时冥思品读。
而读历史著作的重点则在于参悟圣人的道理，但史书的涉及范围甚广，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
，想要挖掘文章中的精髓从而更深入了解作品的主旨，则更应该常与友人一同讨论研究。
读书必须采用正确的方式，而不该只争取数量多，重要的是能获取其精华，如此这般，才能使自己摄
取更多的知识。
第3则【原文】无善无恶是圣人(如“帝力何有于我”、“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一介不与，一介不取”之类)，善多恶少是贤者(如颜子“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
、子路“人告有过则喜”之类)，善少恶多是庸人，有恶无善是小人(其偶为善处，亦必有所为)，有善
无恶是仙佛(其所谓善，亦非吾儒之所谓善也)。
【原评】黄九烟曰：今人“一介不与”者甚多，普天之下皆半边圣人也。
“利之不庸”者亦复不少。
江含徵曰：先恶后善是回头人，先善后恶是两截人。
殷日戒曰：貌善而心恶者是奸人，亦当分别。
冒青若曰：昔人云：“善可为而不可为。
”唐解元诗云：“善亦懒为何况恶!”当于有无多少中，更进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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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没有做过善事也没有做过恶事的是具备极高品德的圣人；做善事多做恶少的是品质好、才能
高的人；做善事少恶事多的人是最平常的庸俗之辈；只做恶事而不做善事的是不知廉耻的小人；只知
道做善事而没有做过恶事的是神仙和具有善根的佛家。
【评析】以做善事和做恶事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这是判断一个人的标准。
人们每天都生活在人群之中，总是会出现某些不如人意的地方，这也许不是我们的目的，可是结果已
经对别人造成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这就将事情分清了善和恶的不同。
在这则文字中，作者将做善事和恶事的人分成了不同的几种人。
其实这一观点和现实中的许多例子是一致的。
可是要成为圣人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所以在生活中不需要每个人都是圣人，只要心存善念，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人就
是好人。
因为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太多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顾一切，甚至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
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我们能为别人着想，那么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现在社会上有好多人为了社会上的贫困现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让我们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在做善事。
第4则【原文】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不独人也，物亦有之。
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为知己，桃以避秦人为知己，杏以
董奉为知己，石以米颠为知己，荔枝以太真为知己，茶以卢仝、陆羽为知己，香草以灵均为知己，莼
鲈以季鹰为知己，蕉以怀素为知己，瓜以邵平为知己，鸡以处宗为知己，鹅以右军为知己，鼓以祢衡
为知己，琵琶以明妃为知己。
一与之订，千秋不移。
若松之于秦始，鹤之于卫懿，正所谓不可与作缘者也。
【原评】查二瞻曰：此非松、鹤有求于秦始、卫懿，不幸为其所近，欲避之而不能耳。
殷日戒曰：二君究非知松、鹤者，然亦无损其为松、鹤。
周星远曰：鹤于卫懿，犹当感恩。
至吕政五大夫之爵，直是唐突十八公耳。
王名友曰：松遇封，鹤乘轩，还是知己。
世间尚有松煮鹤者，此又秦、卫之罪人也。
张竹坡曰：人中无知己，而下求于物，是物幸而人不幸矣。
物不遇知己而滥用于人，是人快而物不快矣。
可见知己之难，知其难方能知其乐。
【译文】天下只要有一知己，就不会有遗憾了。
不只人是这样，万物也是这样的。
例如菊花把陶渊明视为知己，梅花把和靖视为知己，翠竹把子猷看做知己，杏树把董奉当做知己，莲
花把濂溪视做知己，奇石将米芾当做知己，荔枝把杨贵妃视做知己，茶把卢仝、陆羽作为知己，香草
把屈原作为知己，莼羹鲈脍把张翰视为知己，芭蕉把怀素视为知己，瓜把邵平视为知己，鸡把处宗视
为知己，鹅把王羲之视为知己，芭蕉把王昭君视为知己。
他们之间相互交定，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至于说像泰山松与秦始皇，春秋鹤与卫懿公那样就是彼此不能相交的缘故了。
【评析】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常被视作某人的知己。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文章列举了自然界中除了人之外许多有灵性的事物来阐释知己必须真心相惜这个
道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知音的难得难觅。
人世间从来都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满腹才气却因无人赏识而郁郁而终的人
。
更令他们慨叹的是，连动物植物都可以得到赏识，而自己作为有志有才之人却无法觅得知己，只能无
所作为地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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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满腹经纶而找不到识珠之人，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更是统治者的悲哀。
人与人间的结缘在于知遇，而知遇的前提是彼此的了解与信任，所以想要得到知音就必须相互信任。
第5则【原文】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
【原评】余淡心曰：洵如君言，亦安有乐时耶!孙松坪曰：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者耶!黄交三曰：
“为才子、佳人忧命薄”一语，真令人泪湿青衫。
张竹坡曰：第四忧，恐命薄者消受不起。
竹坡又曰：江子此言，直是为自己忧蟹耳。
江含徵曰：我读此书时，不免为蟹忧雾。
尤悔庵曰：杞人忧天，嫠妇忧国，无乃类是。
【译文】为明月担心被云彩遮蔽住，为书本担心被蛀虫咬坏，为鲜花担心被风雨摧残、毁坏，为才子
佳人担心他们命运无常，确实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呀。
【评析】月亮能不为云遮，长圆不缺；书本能不被虫蛀，历久弥新；花朵能不遭风雨摧残，四季留香
；才子能施展雄才大略，佳人能花容长存，这些当然都是人人所愿的事情。
但是月有阴晴圆缺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
过多地枉费心思去杞人忧天，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
想要将问题缩小，最实际的方法是先多学习经验再进行一些弥补的工作，而不是一味地忧心却从不采
取实际行动。
如果仅是担心而不思考如何解决，就算被人称赞为菩萨心肠又有何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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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幽梦影跋(一)    抱异疾者多奇梦，梦所未到之境，梦所未见之事．以心为君主之官邪干之故如此，此
则病也，非梦也。
至若梦木撑天，梦河无水，则休咎应之；梦牛尾梦蕉鹿，则得失应之。
此则梦也，非病也。
心斋之《幽梦影》，非病也，非梦也，影也。
影者维何?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也。
东坡所谓一掉头时生老病，一弹指顷去来今也。
昔人云芥子纳须弥，而心斋则于倏忽备古今也。
此因其心闲手闲，故弄墨如此之闲适也。
心斋盖长于勘梦者也，然而未可向痴人说也。
    寓东淘香雪斋江之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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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幽梦影(插图本)》编辑推荐：幽梦一帘花影深，清风明月露天真。
山川万物皆文史，阅尽沧桑自在身。
一部才子之书，亦大思想家之书也，以风流为道学，寓教化于诙谐，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经
道，一行一句，片玉碎金。
周作人曾评《幽梦影》：是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
如此奇书，怎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幽梦影》一书的绝妙和可爱之处表现在：涉猎范围广博。
它论花与美人，论闲与友，论书与读书，论一般生活，日月星辰，山川景物，飞禽走兽，花鸟鱼虫，
伦理道德，做人处世，大千世界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事物，无不作为一种思想上的传达和转述。

Page 1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幽梦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