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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阅微草堂笔记》话语方式的《庄子》遗风

韩希明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阅微草堂笔记》与《庄子》精神和气质上有颇多相通之处，除了多处直接引用以外，

前者的话语方式大有后者遗风，主要表现为：叙事说理的“法天贵真”、“复归于朴”，以“自然为

宗”；超越世俗，在俗常的道德之外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建立起属于作者自己的叙事伦理；“尚

质黜华”，作品中漫溢着一种怡然、悠然气息；将凝聚着独特思想的语言深层结构通过汪洋恣肆、

行云流水的文字表达出来，体现作者的诗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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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纪昀一心向儒，但也不排斥老庄哲学，积
极用世与逍遥自适相统一。这些体现在其晚年创

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为《笔记》）是

“?诡奇谲无所不载，汪洋恣肆无所不言”［１］，“无

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２］。

《笔记》除了多处直接引用《庄子》的典故以外，其

话语方式也大有《庄子》遗风。所谓话语方式

（ｍａｎｎｅｒ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是“给语言变体分类。指
一项语言活动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指他

们采纳的正式行动层次（口语的、正式的，等

等）”［３］。《笔记》的“汪洋恣肆”表现为，作品所

叙自由纵横，忽而天上，忽而地下，方论人间，又言

天界与冥狱；在意义层面则体现出雍容淡雅、天趣

盎然的风格。本文将从这一创作特色出发，讨论

其对《庄子》言说风格的传承。

一、崇尚“法天贵真”、“依乎天理”，

主张“言隐于荣华”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４］①中叙述
安氏表兄叩问宋代史事，狐狸说：“迨道成以后，

来往人间，视一切机械变诈，皆如戏剧；视一切得

失胜败，以至于治乱兴亡，皆如泡影。”这番话与

老子“绝圣弃智”的思想颇有一致之处。以老子、

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伦理思想，反对世俗的道德规

范和善恶标准，提倡一种“无知无欲”的素朴的

“至德”境界，主张保全自身乃至弃世脱俗，追求

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这种思想是纪昀所认同的。

他并不首肯隐士，在《滦阳消夏录二》中却赞同避

居深山的鬼隐士：“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

宦海风波，世途机?，则如生忉利天矣。”《如是我

闻》中还详细记叙殁而旅葬的鬼魂愿“耽鬼趣”而

不愿转生的长篇道白，充分肯定在享受自然风光

这一点上鬼远胜于人。他说 “爱其风土，无复归

思”，还说“本住林泉，耕田凿井，恬熙相安，原无

所戚戚于中也”。

很显然，纪昀所看重的是未曾被“宿儒”和

“讲学家”们曲意篡改、污染过的儒学真传。如

《滦阳消夏录一》中描写那个“前世刻经半部”、

“于今尚有余香”的士子受到礼遇，《滦阳消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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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引《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文或例，均见于孙致中等校
点的《纪晓岚文集》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出版。



五》等篇中屡屡批评那些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的

儒者。正因如此，纪昀更看重那些生性淳朴未受

过世俗污染的人们，《笔记》中有一组“质美而未

学”的人物，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统儒学伦理道

德的教育，属于不知规矩、自为方圆的一类。如

《滦阳消夏录四》兄弟分家时让产的徐四；《滦阳

续录一》中善待弟媳、多让家产的兄长；《如是我

闻三》中虽凶暴无人理却因顾恤寡嫂而得以虎口

逃生的男子；《滦阳消夏录三》中大灾之年为赡养

公婆不得已而“公然与诸荡子游”的郭六；《如是

我闻四》中赡养公公为其送终之后改嫁的儿媳

妇；《滦阳续录五》为婆婆和丈夫能够生活下去而

自愿卖身、闻丈夫死讯随即自尽的富家妾，

等等［５］。

庄子主张“法天贵真”、“复归于朴”，以“自然

为宗”，认为人应效法天，做到“真”［６］１４，要循乎天

理，依乎自然，处于至虚，游于无有，不为外物伤

身，便可享尽天年，达到养生的目的，其实庄子更

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以恬淡的心态对待生活。

庄子还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

动人”［６］３７。儒学伦理对此的发挥是：把“真”用在

人伦关系上，侍养双亲慈善孝顺，辅佐国君忠贞不

贰。《笔记》便是根据发挥过的儒学伦理构建了

自己的言说框架。

首先，在建立伦理评判标准时，《笔记》特别

欣赏那些发自本人内心深处的美德，态度鲜明地

称赞节妇和特别孝顺的各色人鬼狐等，毫不掩饰

地表示憎恶那些讲学家、巨公、某公，以至于反对

讲学家“责人无已”几乎成为一种旋律，在《笔记》

中经久回荡［７］２５１。其次，在评判别人的作品、生活

方式及做派上，作者特别称赞“发乎真情”，反对

好虚荣、讲排场。如《姑妄听之一》说到某些人为

人处世“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还说

“文士争名，死尚未已”［７］２４５。《庄子》有着浓郁的

浪漫精神和非凡超人的想象力，其中也不乏精彩

的现实主义作品。《笔记》与《庄子》的现实主义

作品相似，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以写实和讽刺

为主要表现手法，依据现实生活逻辑和规律，从自

己的主观感受出发，有意识地对生活进行概括和

改造，赋之以典型意义。作品名为“笔记”，其实

它的表达策略不仅仅是纪实，而是真正意义上的

写实。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来看，《庄子》贯彻以生命

和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

丰富可能性。《笔记》虽然远不如《庄子》气势宏

大，然而却视野宽阔：既记市井琐事，也绘西域风

景；既写现实人生，也叙幽冥仙界。作品重在书写

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在这些描绘中，劝惩意义

远比严厉的道德批判抑或失禁的道德放浪深刻得

多，同时它也为读者提供新的生活认知，帮助人们

舒展精神的触觉。该书已建立起属于作者自己的

叙事伦理：不是以固有的道德图景作为小说的价

值参照，而是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

和秘密。例如对“清官”、对贞妇的甄别。作为叙

述人的作者，“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６］２７３，试

图通达人类精神的大境界，在这一点上他与庄子

相似。

纪昀以其特有的叙事伦理，阐述了《笔记》的

文化精神。作品确立的主题、叙事目的、叙事意

旨、文化立场等叙事伦理质素与其相应的诗学诉

求紧密链接。而纪昀的生活积累为作品的文化精

神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以启蒙式的叙事姿

态亮出道德权威的身份，却又极力声明他是站在

平民文化的立场上“在场式”的叙说。就像他一

再强调的那样，作品回避了通常志怪小说对曲折

情节设置和生动逼真描绘的追求，消解既定模式

而竭力显示其雅俗合流的叙事表征。

《笔记》的创作主旨在于“不乖于风教”。的

确，全书对于儒学伦理道德的申说在在皆见。这

些道理如果以哲学的阐说难免抽象枯燥，而《笔

记》的话语方式秉承《庄子》，鲜活而丰富，对文字

和文字中的固有意义所做的诠释能够体现绝对权

威，但并不以强硬的形式展现。纪昀主张排斥想

象与虚构以确保所述内容的真实可信，这与庄子

不同；作为仕途畅达的官宦文人，纪昀既无衣食冻

羸的忧患，又无仕途困顿的愁怀，这也与庄子不

同。但是，《笔记》中漫溢着一种怡然、悠然的气

息，作者在动乱的社会中把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

比较透彻，并进行冷静淡定地叙说，这一点则类似

《庄子》。

庄子主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６］１６９，

认为自然无为即可称美于天下，人应该保留其本

性，而本性就是顺其自然。《笔记》则贯彻了纪昀

“尚质黜华”的主张，“选择了刻意模仿魏晋笔记

小说清淡而又‘言约旨远’的特点，以速写手法描

绘人物，叙述故事的道路”，语言本身干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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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言叙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不加雕饰，却能

于语句平淡中暗藏机锋，饱贮情致，使《笔记》中

许多篇章妙趣天成、引人入胜”［８］。

对于《庄子》所谓的“用志不分，乃凝于

神”［６］２４１的理解，《笔记》直接体现在《槐西杂志

一》中的“唐打猎”上，而且该故事后还列举了“均

习而已矣，非别有谬巧也”的其他两例，都说明

“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的道理。与《庄

子》一致的是，纪昀也认为通过合乎规律的技艺

活动可以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主张

“子弟读书之余，亦当使其略知家事，略知世事，

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滦阳续录三》）。

从《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主张随遇而安、

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对待生死荣辱，他也有庄子

的恬然平静。《滦阳续录五》叙述诸种鬼的情状

之后道：“胶胶扰扰，地下尚无了期，释氏讲忏悔

解脱，圣人之法，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其深知鬼

神之情状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庄

周曰：嗟来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

之耳。”直接秉承庄子气度的，还有《如是我闻一》

中纪昀与董曲江对“我”身后事物的议论。

二、效法“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纪昀恪守文化传统，注重现实秩序而蔑视虚

构和想象，当然不会主动容纳神话，《笔记》的“寓

言式”结构［９］也是不自觉行为。寓言，是把自己

想要表达的思想寄托于他人的故事与言论之中，

纪昀认为“庄周寓言，借以抒意”（《滦阳续录

四》）。出于“实证”和考据的习惯与追求，又由于

《笔记》的创作初衷，纪昀从未公开承认自己运用

过寓言这种话语形式，作品中还常有其调侃为他

提供故事的人“寓言也”。尽管纪昀言之凿凿，每

一个故事都有可考之处，然而事实上这些故事已

经有了许多想象的成分。纪昀在谈及传说真伪时

曾颇有感慨，在《滦阳续录六》中他说：“他人记吾

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

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

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由此可见他对

“寓言”的态度。

《笔记》像《庄子》那样，广博的思想内涵通过

鲜活生动、具有强烈感性生命精神的寓言加以体

现。作品中的许多故事都是虚构，就是事实上的

寓言。作者并不是在描述现实世界，而是创造了

另一个意义世界。故事所指称的对象实际上无从

考证，无法实指。借用这种表述方式，作者尽可以

发挥他的想象力，充分展示一种创造的自由。作

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对粗陈梗概、依实

照录、教化劝惩的稗官小说网开一面，将杂录、异

闻、琐语收入小说一类，而他自己的《笔记》的文

体特色亦为异闻杂录。他为了编纂《四库全书》

而“进退百家、钩深摘隐”［１０］的学识积累，也为其

从容驾驭文势提供了可能性。

《庄子》出于对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的

愤激和不满，又鉴于“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

语”［６］２４１，于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

辞，时恣纵而不傥”，借故事说道理。与此相类

似，《笔记》中以鬼狐精怪为主角的篇目颇多，在

这些故事中，它们与人类一起起居交往，像人类一

样举止行作，指点或抨击着人类的各种言行，有的

一如常人，有的则变幻多端。如《滦阳续录六》

“田白岩言”描述匿形的狐友应声幻形，分别现形

为老人、道士、仙官、婴儿、美人等，且其所言富于

哲理。有的鬼狐与官员一起饮酒纵论，颇为精辟；

有的鬼狐与人共居，指点主人为人处世之论颇为

圆通。故事的主角如果是人，他们活动的空间也

并不受约束，可以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漂移、飞

腾、黜落，来往于异地和现居住地、阳间和阴间、鬼

域与仙界，甚至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亦可以兼杂，既

为生人，又为冥官（或冥吏冥役）。作者不是局限

于世间俗事，而是常常从家长里短的琐屑小事延

伸到整个人世社会乃至冥间，这样既拓展了叙事

空间，也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笔记》创作的目的是阐述正统儒家伦理，建

立理想的伦理秩序，通过言说明辨是非，澄清人们

的视听，这与庄子的寓言试图超越语言宣讲说教

功能的“体道”相接近，表现为纵横捭阖，恣肆汪

洋。虽然纪昀的言说不可能放任不拘、不着边际，

但在固定框架里，《笔记》还是显示出打破常规的

努力，表现出作者行云流水、变动不居的思维方

式。作品文意勾连，呈汪洋之势，议论纵横摇曳，

描摹神情毕肖，状物仪态万方，语言诙谐风趣，如

同庄子寓言那样重内容、轻形式，绝不刻意追求谋

篇布局、锤炼字句。

《笔记》载体风格上与《庄子》的一致性在于，

它们都以神秘文化为表象，以理性精神和追求自

由人生为内核，比如它们都喜欢用奇诡之语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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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阐说。这是理性文化对神秘文化的吸收和利

用。《笔记》中也曾写到人枕着骷髅并与之对话

的经历，但并没有借用《庄子》的故事框架，倒是

有一组“耽鬼趣”的故事，与《至乐》中庄子与骷髅

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乐》用极端化手法传

达了庄子对人生痛苦的心理感受和乐死恶生的生

死观，而《笔记》用“耽鬼趣”不愿转生来表现对鬼

魅世界自由和清净的赞赏。那些神奇变幻、缥缈

如烟的形象，来无影去无踪的呈现方式，构建了作

品诡谲怪异的风格。

三、隐喻与诗性语言

所谓诗性语言，是指原始语言具有丰富的感

性内涵，因为正是诗歌保存了原始语言中的感性

特质并力图返回到原初命名时的语言状态。纪昀

曾说过自己“能诗而不能书”（《滦阳消夏录

四》），这种自诩的“能诗”除了文体形式之外，还

反映在《笔记》里以庄子“卮言”式的诗意与哲思

消解了艺术思维与抽象说理之间的隔膜，通过特

殊的、间接的语言形式表现了作者的哲学智慧，而

将凝聚着独特思想的语言深层结构通过似行云流

水般的文字表达出来，体现了作者的诗性智慧。

在《笔记》中，“狐”的隐喻意义不能忽略。作

品中涉及“狐”形象的作品达一百三十余篇，而且

纪氏“狐”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有意识地颠覆了

古代有关的传说包含的“祥瑞”、“仁德”等文化意

蕴，“婚姻”、“蛊惑”的意蕴也只是保留了形式的

框架，“狐”作为载体，寄寓作者对清代文人命运

的感慨，表达呼唤传统道德与人文精神回归的理

想渴望以及对于整饬现有秩序的道德期待。在这

方面，作品体现了人类的隐喻式思维，“狐”简直

是聪慧多智的化身。遗憾的是纪昀笔下的“狐”

虽然形状可以千变万化、随心所幻，但其聪明智慧

均为传播正统道德理念所用。

对于儒学道德伦理的阐说，《笔记》的常用模

式并非纪昀独创，因袭模仿前人、顺从于常人的痕

迹显而易见，令人称罕的是他禅宗式的议论。

《笔记》中的有些篇章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

论述事件和问题时，常常离开具体事物的推理，以

层进式的论说进入纯思辨的领域。作品的议论分

两类：一类体现了作者经验论的方法论。借助于

事实的推理，层进式思辨终止于“有”，如《滦阳续

录六》中议论“铁中之虫”、“冰蚕”、“火鼠”这些

奇闻异事时，用了归纳推理的论证方法。作为经

验论者，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强调归纳

法是合情的或然推理，其结论不一定为真，必须补

加证明或反驳。结论的似真性是归纳推理的主要

特征，因此把归纳推理叫做似真推理，也称数学猜

想。纪昀这一段议论的实际情况正好符合这种说

法。另一类则类似《庄子》内篇七篇和外篇《秋

水》的一些段落，不同的是《庄子》议论的框架是

虚拟的人物和故事，《笔记》议论的是实在的故

事，而预设了作者既定的议论前提实质上却是思

辨哲学，一个肯定或否定之后又是一个肯定或否

定，最后终止于“无”。如《滦阳续录六》中翰林偶

遇乩仙问宦途一则，先叙乩仙判诗，众人不解，不

久判诗部分应验，其他的诗句仍然不明就里；又过

数日判诗全部应验，但结论却是 “此乩可谓灵鬼

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终无理可推也”。

以论证手法来分析《笔记》显然容易引起误

解，因为无论如何，该书并非论说文体。但事实上

《笔记》在许多地方与《庄子》相似：《庄子》将睿

智的思辨与丰富的形象奇异结合，摆脱了生活逻

辑的限制，思辨的层次递进跨越巨大的空间与永

恒的时间；《笔记》为我们展示了论证多元的格

局，作者灵活运用比喻论证、正反论证、归纳论证、

演绎论证和举例论证等，给人以启迪，使作品充分

展现思辨的魅力。《滦阳续录五》中 “以气节严

正自任”的某公，初以小婢配小奴，却处处以律以

礼苛责，竟使之郁悒成疾“先后死”，作者在议论

时一转再转，层层转折、步步蓄势，语意不断转折，

议论不断深化。凡当类似情景，作者往往都采用

大致相同的句式从正面肯定、反面揭露，旗帜鲜

明，大气酣畅。

作为中国哲学的原典著作，《庄子》不是晦涩

玄妙地说理，而是以琳琅满目的寓言来呈现哲理。

“喻而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

生。”［６］４６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的禅宗相贴近：

绝对、无限、超自然，在人类的自性中亲证，主张顿

悟，即通过生动的日常感性的故事悟道，从人的灵

魂深处去感悟，而不是注视着遥远神秘的不可及

世界冥思，或是从书本经典中去寻找。禅宗的本

质是从思辨的推理认知回归个体的直觉体验，强

调某种神秘力量促成的精神超越，感受超越之后

的精神愉悦。《笔记》中闪烁的摈弃自我、消融主

体的外壳、回归平定淡远的思想光芒，是纪昀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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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社会的哲理感悟。他在《滦阳消夏录一》中

评论鬼因贪杯被痛击以至于“澌灭”之事时引述

道：“庄子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欤。”“此就是彼，彼就是此”，这是世俗

思维逻辑所无法理解的，然而这是哲学运思的崇

高境界。庄子哲学思辨的逻辑是融和圆转、无极

太极，但庄子并不认同世俗理智，他的思辨逻辑是

对俗智、俗巧、俗意、俗念思维积习的超越。纪昀

则以儒学道德伦理对此表述不同看法，在全书中

一以贯之地阐释儒学的中庸思想。

庄子从不执著于“是非彼此”之辩，他创造了

“不谴是非”的言说方式，虽然他总是旗帜鲜明地

确定自己认定的所是所非：似乎总在发问，又决不

立即给出确认的答案，而是借助对立的事物来说

明自己想申明的道理，以唤起人们的彻悟。这种

语言风格在《笔记》也时常显现。如《滦阳续录

六》中描述女鬼隔着窗户数落无良南士，每叙一

事诘问“尔无良否耶”，一共诘问六次。纪昀的妙

处还在于，如此行文之后往往再加追问，顿生

波澜。

显而易见，纪昀并不是庄子哲学的忠实继承

者，作为一介洪儒，他为维护儒学的本真而创作了

《笔记》，阅微知著，站在一定高度，全面、透彻地

去看社会、看现实。作者通过《笔记》所寄托的是

一种类似于庄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哲学，尽管这只

是纪昀的“无心插柳”之举，因为纪昀与庄子一

样，善于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哲理。在“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１１］的儒家权衡前提下，纪昀的表

达策略算不上首创，但令人瞩目的是他的继承达

到了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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