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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求诸野 学问在民间
——读张期鹏《吴伯箫书影录》《吕剑书影录》有感

贾振勇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 张期鹏《昊伯箫书影录>争<吕剑书影录>的出版，既展示了作者致力于探求学

问本性的学者品格，也是“学问在民间”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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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礼失求诸野。在礼崩乐坏、王纲解钮的

时代，世道浇漓、人心惶惶，正义、真理的光辉，自

然要藏匿于民间，在休养生息中伺机寻求重出江

湖。“礼失求诸野”是不是仲尼之言，或可不论，

但点出古往今来的历史真相，倒是板上钉钉。其

实何止礼崩乐坏时代，就是所谓辉煌盛世，关于真

理、正义的学问也未必不在民间。在所谓盛世的

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成为学人扼腕的例证，而顾、

王、黄的学问迄今发人省醒。更何况在辉煌盛世，

知识就是权力，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真知灼见，被

视为歪门邪说；鲁迅所说的屠夫文化、僵尸文化，

当然要大行其道、自娱自乐。

即使从学问产生的流程与机制来看，学问的

真精神也往往由藏污纳垢、自由活泼的民间生命

力来点拨或激发。西梅尔在《现代文化的冲突>

中就涉及这一命题：当生命产生出它用以表现和

认识自己的某种形式比如艺术作品、宗教作品、科

学作品、技术作品、法律作品等，这就是文化的产

生；这些文化的形式蕴含生命之流并供给它以内

容和形式、自由和秩序，但它们并不具有生命永不

停歇的创造力；这些文化的形式与体制一旦获得

稳固的同一性、逻辑性和合法性，这个新的严密组

织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同创造它们并使之获得独

立的精神动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确如西梅尔看到

的，学问的创生本来源自生命力的冲动，但是学问

一旦体制化、科层化乃至权力化，它的创新的冲

动，无论如何总是难以跟上虽然粗糙、幼稚但生生

不息的生命创造力的步伐；它意欲创新，必须由来

自体制外的刺激力，或外界巨大变动带来的天玄

地黄，来促使自己反省并竭力跟随上生命的张扬。

这是最近读张期鹏<吴伯箫书影录：》、《吕剑

书影录：》两本书，触发的一点随想，当然和两本大

作的内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要说的是，且

不论水准如何、价值何在，这两本书就是活生生的

“学问在民间”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期鹏兄是从

政之人，按照一般印象，应该全力汲汲于功名利禄

才是。可是他在从政之余，以读书人的心性，广泛

涉猎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他不但是藏书家，还

是学问的有心人和文学创作的热爱者。他的随笔

和散文，大多率性面谈，有见地、有学问、有才华。

如今两本书影录的问世，又展示了他致力于探求

学问真精神的一面。按说辑沉钩逸，本是学者的

本职工作。期鹏兄虽身在学术体制外，却怀着满

腔热情致力于乡贤事迹的搜集、整理和阐发，从小

处说是对乡梓的眷恋和热爱，从大处说是执着于

学问本性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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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吕剑两先生，均为莱芜现代文化名

人，学问和作品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置喙的。除了

十多年前我曾为一本文学史写过一节关于吴伯箫

散文的文字，其他并无研究，所以妄加评论是有失

礼数的。更何况这次要评论的不是两位先生，丽

是关于两位先生的书影录。这次读期鹏兄两部大

作，收获还真不少。不要说很多史料令人耳目一

新，就是很多论述也令人思索再三。面对一个学

术体制外的“票友”取碍的成果，我认为刘增人先

生在<吕剑书影录>序言中的评价，可谓一语中

的：书稿写得自由畅达，颇具特色。

以期鹏兄读书量之大，日常创作之丰，能将两

本书影录编撰得有踪有影、有理有据、雅俗共赏，

而且笔致畅达、自由活泼、文采熠熠，当不属难事。

我所叹服的是这种扎根于民间精神的对学问的热

爱与执着。维柯曾经叹息：“人们现在用唇舌来造

成语句，但是心中却‘空空如也’，因为心中所有

的只是些毫无实指的虚假观念，以至近代人再也

想象不出像‘具有同情心的自然’那样巨大的虚

幻的形象了。”我们有了学术体制，有了学术观念，

却往往陷于体制和观念的枷锁而难以自拔。尽管

学术体制造就出诸多“虚假观念”，而且也实实在

在地束缚我们，但我还是坚信，活泼泼的生命创造

力总会在桎梏中破茧而出，学术的本性总会寻找

到自我绽放的形式。而“学问在民间”，自古以来

就是挣脱羁绊、踏上创新之路的源泉。其实，在我

们的学术体制外，已经有一大批民间的学问高手，

通过各种形式暗暗发力，推动学问的创新，并且业

已取得不少不俗的成绩。比如金庸由难登大雅之

堂的通俗武侠小说家，跃居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的庙堂。民间的推动当属首义之功。从《吴伯箫书

影录》和《吕剑书影录》两本书，我所看到的，不仅

仅是期鹏兄也属于这股学术体制外的自由力量的

一员，还感到他还是“学问在民间”的一支潜力

股，他还有更广阔的大有作为的空间。对此，我有

信心翘首以待。

(责任编辑闵军)

Etiquette and Learning Found Among People

—_F瓮l崦from Reading Zhang Qipeng$Wu Boxiangs

Printed Document and Lv Jians Printed Document

ⅡA Zhen—yong

(Liferafure School，ShanDon$Teachers7University，JiNan Shah Dong，250014)

Abstract：The two books，Zhang Qipeng§Wu Boxiao§Printed Document and Lv Jian§Printed Document，

have shown not only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writr§spirit to seek for knowledge，but also a good ex·

ample that etiquette and learning could be found amo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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