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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經典傳世流芳

 匯聚古今名家共讀「經典3。0」

 王乾任0文字工作者

熬經與導讚之必要性

 如何有效且不失趣味地閱讀「經典口，

 是許多讀書人終其一生追逐的「志業」。為

 此，東西方古今中外不少學人墨客，寫下了

 許多暢談經典閱讀之必要的作品。像是義大

 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為什麼讀經典》，英

 美文學大師卜洛克的《如何讀西方正典》。

 而所謂的經典，是讓人在讀完之後，能

 夠產生和閱讀之前完全不同的觀念想法的T/F

 品。也就是說，經典是可以啟發人思考，甚

 至改變人一生命運的作品。

 另外，該讀哪些經典奸，也是讓許多愛

 書人想破腦袋的事情?哪些書該算是經典，

 哪些不算?這裡說的想破腦袋，不是找不到

 書來讀，而是該如何編出^^套完整該讀的經

 典作品清單。因此 岌
奎 成癡者如費迪

試圖囊 帚寫了一本《一生的讀書計畫》

 括古今中外應讀之經典清單。

 我在譚恩美的《繆思文集》一書中則

 發現，原來歐美出版界為了幫助青年學子容

 易接觸經典，針對大量的經典作品推出了導

 讚、改寫版，這類青少年入門導讀書包含對

 經典的剖析，重要提問與探索，還有原文摘

 讀，試著幫助年輕讀者培養進人經典的興

 趣，減輕一些直接閱讀經典的負擔。

 讀經典，導讀是有必要的，除了極少數

 天賦異秉之人，絕大多數人都需要一些對經

 典之時空背景、作者背景，以及經典作品的

 解釋，才能夠上友古人。畢竟，經典多數都

 是距今百年以上的作品，作品中的文化社會

 風俗、用字遣詞、思想概念……，早已和今

 天不一樣。若沒有透過導讀或註解的幫助，

 別說容易錯讀，甚至根本讀不懂。

 舉個例子，《詩經》乃是雜採上古中

 國時期的民間詩歌三百首而成，這些詩歌都

 是當年的白話文，說的是當時的人都能懂的

 事情，但兩千年後的今天，詩經中的文字已

 不是今人慣常使用之文字，所說之事有許多

 我們已經看不見，若沒有導讀與註釋書之輔

 助，縱然都是漢字，讀了也是莫宰羊^ ?

 能夠直面原典當然很好，但務實來說，

能夠不靠任何輔助作品直面原典的人始終是

 少數，因此，想要吸引更多的現代人上友古

 人，閱讀原典，好的導讀入門書的確有必

 要。然而，有系統地推出經典入門導讀書卻

 是華文出版界一直以來較為欠缺的部分。

 直到「大塊文化」推出「經典3．0」系列

 (目前總計出版25冊)，才稍解華文出版界

對於面向大眾的中西方經典導讀入門書之不

 為什麼要推出「經典3.^J，出版杜認

 好古，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與忍受人生命英因．約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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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每一個時代的﹃者，都有權利享受當時

 最尖端科技來呈現的閱讀。……進入二十一

 世紀之後的這十年，我們一直在思索接下來

 的一個問題:『那麼，在網路時代。身為

 讀者，我們到底應該追求什麼樣的閒讀享

 受?J」

 也就是說，進人圖文整合時代的讀者，

 在親近經典的做法上，除了保持輕鬆奸讀且

 容易理解的特性外，也應該能有別於古人所

 沒有的創新獨到之處，因此「經典3．^_1創造

 了一個結合「文字、繪畫、圖表、影像與互

 動，卻又超乎其上的閱讀」、「《經典3．0》

 就是希望以一系列中外經典名著，來為讀者

 提供這種新時代與新型態的閱讀享受。」

 藤「經典3．叮是什麼?

 從「經典3．0」的發想與編排體例上來

 看，「經典3.0」的策劃群認為，今天的閱讀

 經驗應該是立體的，閱讀應該跨越文字、圖

 畫與影像。能將此三者整合為一且超越從而

 創造出新的閱讀體會。

 所以，「經典3．0」做了如下的設計:

 1．在經典0．0的部分，以清楚而好懂的圖

 表提供了經典的作者(個人生命背景、思想

 創作經歷)之年表，作品所涉及的人物、場

 所、歷史地理社會文化背景，以及作品出版

後歷世歷代專家學者對該作品的評價與推崇

 ……(書中欄目分別是:他們這麼說這本

 書、和作者相關的一些人、這本書的歷史背

 景、這位作者的事情、這本書要帶你去旅行

 的地方)。

 簡而言之，經典0．0以圖表的方式幫助讀

 者將作品的歷史時空環境定位，讓讀者知道

 該部經典在書籍與人類知識/智慧之海中的

 與和平》要處理的;

 n齊》?

 將經典定錨，幫助讀者抓住閱讀方向

 與切入點。

 工在經典^．0的部分，「經典3．0」的策劃

 群先在兩岸三地(香港、上海、北京、臺

 X)邀請了25位各領域的學者專家，請每一

 個人針對一部經典進行導讀演講。

 透過行家的引導，逐步帶領讀者深入

 經典之中，掌握經典的問題意識(如《戰爭

 西樟^田的是什麼問題?蒲松齡為何

 尉《洲鬧//，w簡愛》說的是怎麼樣的一個

 故事?《老殘遊記》述說末日帝國光景的目

 的何在?)、書寫體例、文字思想的獨特之

 處，以及導讀者個人的閱讀感受等等。

 經典1．0的導讀者，如在汪洋書海中的領

 航員一樣，帶領迷失於茫茫書海的讀者，在

 經典定錨之後，幫助讀者一窺經典內部構造

 與生成元素，把握書中令歷世歷代讀者沉醉

 流連的精華，以現代人能夠理解且有興趣的

 方式。

 此外，經典1．0的部分還蒐羅了來自與

 經典作品相關之圖像。例如，蔣勳導讀蘇賦

 的《寒食帖》一書，除了收錄蘇賦的《寒食

 帖》，還收了歷代書法大家所寫的《寒食

 帖》;王安憶導讀《戰爭與和平》，就收了

 不少與小說創作時代之帝俄相關的畫作，幫

助讀者透過晝作更加了解作品本身所架構的

 世界(畢竟我們並非帝俄時期的人，對其穿

 著打扮、建築與社會人物風土並不了解)   ;

 張G生導讀《東京夢華錄》，就收了《清明

 上河圖》還有宋明歷代畫家所描繪的都市圖

 畫，讓讀者能夠更貼近作品產生的時代。

 3．經典2．0，這部分是「經典3．0」系列最

 貝創造性的發想，策劃單位找來兩岸三地知

 名的繪者，從大眾圖文創作家如可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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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平凡、張妙如、蔡志忠，到古代書畫大

 家蘇賦(《寒食帖》)、張擇端(《清明上

 河圖》)，分別就各經典進行他們的創作性

 詮釋，構成書中經典2．0的部分。

 例如替《戰爭與和平》創作經典2．0的

 可樂王，便以可愛的畫風，萃取出了《戰爭

 與和平》中的思想精華，以現世代讀者最熱

 愛的圖文閱讀風格再創作了《戰爭與和平》

 的「戰後的世界」、「倖存者」、「外星人

 的看法」．…‥，讓讀者再次反思《戰爭與和

 平》中的問題意識(與經典1．0的王安憶導讀

 緊密拉連)。

 最特別的一點，當屬師法趙廣超先生

 近年來的一系列研究創^'^如《筆記清明±L河

 圖》、《一草木椅》裡的手法，將古代的文

 物或人物之基本配備加以解構後編碼，逐條

 逐項地向讀者介紹。例如，《七賢風度:世

 說新語》一書中，就拆解了當年竹林七賢的

 標準配備，《末世的愛情標本:三言》-一書

 裡，也同樣以拆解的手法介紹了古代民間女

 裝的基本元素，讓讀者能夠透過圖解圖說更

 深入了解書中人物當時的穿著打扮、文物。

 4．經典3．0，就是最直接的原典選讀。別

 /^、看原典選讀，文章選得好，很能提升不認

 識此書之讀者對此書的好感。

 舉個最有名的例于，中學時代我們在國

 文課本中讀到的《老殘遊記》，選的是老殘

 聽書的一段，大珠小珠落玉盤，描寫極美，

 讓人佩服不已。然而，多年後我找時間讀完

 了《老殘遊記》，不得不佩服選讀人挑文章

 之精準，聽書那一段的確是《老殘遊記》文

 字描寫最精采的段落之一。另外，中學課本

 的《紅樓夢》選劉姥姥逛大觀園，也選得極

 妙，透過鄉巴佬之眼凸顯出賈府的富貴舊華

 以及繁複的人際關係。

 「經典3．0」的選文他都選得極好，兼

 顧了易讀性、趣味性、T/F品的美學深度等面

 向。務求讓人讀完「經典3．0」的原典選讀之

 後，就巴不得趕快出門丟找來該書的原典，

 進入原典之中，好好快意享受一番。我想，

 這正是「經典3．0」之所以刻意循循善誘，以

體例的設計來引導讀者進人經典世界的最後

 目標吧^

心俄在  「經典3．0」系列作品簡丁

 ̂．《什麼是幸福:戰爭與和平》:托爾

 斯泰原著，王安憶導讀，可樂工故事繪圖

 王安憶說，托爾斯泰的巨著《戰爭與和

 平》，其實是要透過小說中的安德烈與皮埃

 爾兩個人的生命軌跡(娜塔莎則扮演試金石

 的角色)，來探索「甚麼是幸福」這個人類

 所關切的核心命題。

 入《夢幻之美:聊齋誌異》:蒲松齡原

 著，郝譽翔導讀，54^故事漫畫

 郝譽翔認為，蒲松齡談鬼搜神，是一種

 精神上孤獨的終極美學，因此4能超越中國

 志怪小說中樸素的原始思維，而達到7人文

 的高度一一自我的解放之上，不但從黑暗

 的政治社會中解放，從貧困的物質生活中解

 放，也要從僵死的八股科舉中解放。蒲松齡

 以志怪故事為骨幹，並注入了自己的生命，

 以釋放澎摒的想像力、生命力，甚至是被污

 濁人世所遮蔽了的「美」。

 3．《明鏡與風播:六租壇經》:惠能原

 著，導讀葛兆光，李志清故事漫畫

 佛教中唯一由中國人寫、編的「經

 書」，就是《六祖壇經》。探索禪宗的中心

^^
 毯戡．好吉，使人更恆得享受人生，與忍受人生。其囤．的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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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追問什麼是靜坐?什麼是空、無?T^

 麼是直心、頓悟?為什麼要不立文字?葛兆

 光認為，惠能所代表的南宗看外在世界是虛

 幻的，這些都是因緣湊合的結果。所以你只

 要轉過身丟，此岸就是彼岸，人心就是佛

 心，於是當下解脫，就是頓悟(北宗神秀則

 是漸^吾)。

 4．《迷人的詩謎:李商隱詩》，李商隱

 古體詩向來雞解，除了音律須合，用字

 多僻且有典，今人無占人之博學通典，讀詩

 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李商隱的詩尤

 其難解，如謎語一般。

葉嘉瑩從三個層次切人解讀李商隱之

 詩:   (1)導引讀者進人詩文情境;    2)認

 識李商隱獨特的表現方法^  (3)欣賞詩副

 5．《豪宅孤女:簡愛》:夏綠蒂．勃朗

 特原著，柯裕棻導讀，平凡故事繪圖

 柯裕棻導讀《簡愛》，除了書裡小說的

 情節發展，簡介故事與人物之外，也對^^F者

 夏綠蒂．勃朗特做了簡扼的介紹，分析作品

 文本所隱含的內在意義，幫助讀者更容易進

 入小說故事。除此之外，柯裕棻還透過《簡

 愛》探討了通俗文學經典化的發展過程，以

 及影視娛樂產業改編《簡愛》所創作的巨大

 產值與後續影響(其他作家以此故事為藍本

 進行再創作)。

 6．《帝國末日的山水畫:名殘遊記》

 劉鵲原著，李歐梵導讀，謝袖華故事繪圖

 過往之人多將劉鵠的《老殘遊記》視為

 政治意味濃厚的小說，認為劉鵠的創作是哀

 喚大清帝國的末日，為中國的敗亡而哭。然

 而，李歐梵認為，《老殘遊記》或許是哀嘆

 大清帝國的末日，但卻是以中國潑墨山水畫

 的寫意傳統敘事筆法來處理，把殘酷的現實

 給刻意「美化」，變成歷史的山水畫，抒情

 意味濃厚，卻X有點西方史詩的意味，別出

 一格。

 7．《靈魂的史詩:失樂園》:約翰．彌

 爾頓原著，張隆溪導讀，吳孟芸故事繪圖

 《失樂園》(Raradyse Lost)是西方著名

 的史詩巨作，內容是描寫《聖經舊約創世

 紀》第一草的內容，當亞當與夏娃受到撒旦

 的引誘，吃下了分別善惡樹上的禁果，被上

 帝驅逐出伊甸樂園的過程。

 張隆溪認為，《失樂園》的特別之處，

 在於以人的極微小行為(摘吃善惡樹的果

 實)卻引發極劇烈的結果(人被上帝逐出樂

 園)來說明人性在善惡之間的區隔是很微/^h

 而不明顯的，認真處理人性在善惡之間的矛

 盾搖擺。

 汶《想像唐胡:唐人小說》:自行簡等

 原著，江曉原導讀，侯瑞寧故事繪圖

 「唐人小說」，指的是唐代的文言文短

 篇小說。「唐人小說」之前，中國文學傳統

 不重視小說的存在，此後文人才開始投入/^、

 說創^^F，以優美文字來堆寫小說，以^^、說處

 理社會人情世態與描摹人性心理，並且逐漸

 拉長篇幅，對後是^^h說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江曉原教授認為唐代詩文^^、說有四大主

 題|^  (^)情愛:開放而浪漫的男女關係如

 《遊仙窟》、《鶯鶯傳》;   (2)俠義:開創

 武俠/^、說先河如《圳髻客傳》;  (3)鬼神:

 呈接六朝志怪小說如《訂婚G》、《南柯太

 守傳》;  (4)政治:反映當時社會政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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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城老父傳》。

 9．《世界征服者實錄:蒙古秘史》:蕭

子
 示y

 《蒙古秘史》又有《成吉思汗實錄》

 之稱，是十三世紀前期蒙古宮廷作者根據神

 話、傳說及文字記錄而撰寫的一部大蒙古國

 崛興史。內容涵蓋成吉思汗的先世及其繼承

 者窩闊台汗(《秘史》作斡歌歹，1229-^24^

 在位)的歷史，此書是唯一存世的十三世紀

 蒙古人撰寫的歷史著作，也是研究蒙古前期

 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原始史料。

 全書由散文與韻文組成，洋溢濃郁的草

 原氣息，《蒙古秘史》是遊牧民族史學史及

 文學史的創始之作，是一部兼具歷史與文學

 價值，但卻充滿謎團的作品。

 10．《蒼涼的獨白書寫:寒食柚》:蘇賦

 原著，蔣勳導讀

 《寒食帖》是蘇賦行書的代表作，寫於

 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蘇賦以此帖表達

 其恫悵孤獨的心情，蔣勳認為，《寒食帖》

 不能單一看某一個字，而是要看整個篇章，

 一起看布局，才感受得到交響曲樂章龐大壯

 闊的配置，從《寒食帖》可以了解蘇東坡如

 何在自我調侃、嘲笑中完成一種置於毀譽之

 外的豁達，感受到創作者行走於文學與書法

 之間驚人豐富的魅力。

 讀《寒食帖》，會發現豪放的大架構中

 不失細節的溫柔婉約。《寒食帖》最後一句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蔣勳認為這

 幾個字是形容詩人的表情，愁鬱、荒涼、困

 頓，像最頑強的生命，像冬寒禿枝，看似頹

 敗，卻在內裹蘊含隱匿發枝發葉的生命力。

 11．《末世的愛情標本:三言》，馮夢龍

 原著，張曼娟導讀，擷芳主人繪圖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

 世桓言》合稱《三言》，總收^卜說一百二^

 篇，每書四十卷，每卷一篇，由明人馮夢龍

 所集成。

 張曼娟從《三言》中挑選了(蔣興哥重

 會珍珠衫)、《仕十娘怒沉百贊箱)、《鬧

 樊樓多情周勝仙)和(賣油郎獨佔花魁)四

 個故事，探討古今中外永恆的愛情題材:婚

 外情、始亂終棄、身分的懸殊，還有緣分的

 錯落。借此思考人的欲望和沉淪。

 雖然《三言》的篇章常懷教化之意，不

 過，張曼娟認為，更多的篇章卻是赤裸裸地描

 寫人性的沉淪，點出向上提升需費很大的力氣

 (向下沉淪卻很容易)，《三言》除了指出人

 如何在向下沉淪中力爭向上提升，但勇於向下

 沉淪，不也是一種直面欲望的勇敢?

 12．《茶道的開始:茶經》:陸羽原著，

 咪兔8號繪圖

 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最早、最

 最全面介紹「茶」的第一部專著，記

 錄茶葉生產的歷史、源流、生產技術以及飲

 茶技藝、茶道原理的綜合性論著，是一部劃

 時代的茶學專著，由中國茶道的奠基人陸羽

 所著。

 鄭培凱認為陸羽的《茶經》在文化史上

 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它不單只是講喝茶，

 而是中華茶文化的開山祖師，將喝茶從日常

 生活的物質層面提升到精神層面，從此茶有

 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與傳承，此後一千多年，

 開枝散葉，在不同的土地、文化(如宋朝的

 鬥茶，日本的茶會與茶道) ±發展出茂密的

 茶文化森林。

 饞錢旁．好古，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與忍受人生。英因．的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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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培凱認為《茶經》有四個方面值得注  全書共一百二十回。前二十七回，深入

 (1)審美感覺的整體性與統一性，由  寫包拯的事蹟;隨後四十回，以御貓展山

 茶碗，由此延伸到其他茶具、茶儀、飲茶環

 境; (2) ^水與用火，講究「活水」與「活

 火」;  (3)強調茶有本色，茶有真香，不假

 外求; (4)「茶性儉」，講求質樸，強調儉

 樸之美，發展出簡約哲學，把形而下的飲茶

 行為提升到形而-匕的精神境界。

 13．《從此荷萄入漢家:史記．大宛列

 傳》:司馬遷著，葛劍雄導讀，李曼吟繪圖

 《史記》柑傳為太史公司馬遷所著，

 記載黃帝以降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國歷

 史，是中國第一部通史，共分成(本紀)、

 《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大

 主題，最後再加上一篇(太史公自序)，可

 細分成一百三十章。

 葛劍雄間了一個問題，為何司馬遷沒有

 讓張鵝獨立成篇，而只在(大宛列傳)中提

 到Tuu4?

 (大宛列傳)可以視為當時中國的天下

 觀之縮影，以張靈通西域串起中國和鄰邦之

 國際關係的糾葛。葛劍雄特別將張露拿出來

 談，認為他忠於國家，一心想建功立業，膽

 子大，想像力豐富，吃苦耐勞，堅忍不拔，

 百折不撓，善於用人，愛護下屬。像張靂這

 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是異例。主

 因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形成安土重遷觀念，

 「夷夏之辨」民族的優越感，以及中央集權

 體制，控制人民行動自由產生的負面影響，

 導致缺乏外向發展的動力，故而擁有國際觀

 的開疆闢土型人才稀少且不被重視。

 14．《效忠與任俠:七俠五義》:石玉崑

 原著，張大春導讀，阮光民繪圖

 和錦毛鼠白玉堂的「貓鼠」之爭為引，交代

 「五鼠」歸附包拯的經過以及包拯與俠客們

 舉拔年輕清官、彈幼懲處權奸與貪官;最後

 五十回，以顏敏巡撫襄陽為中心，由七俠引

 出五義，剪除襄陽王黨羽及其陰謀的故事。

 《七俠五義》處理的是中國人的任俠精

 神。張大春認為，中國的俠/義是基於一個

 共享、共有的背景、價值觀，以及思想傳統

 (Ti諾)而形成並轉化為其他各種價值，如

 「不二心」、「為後世法」、「齊生死」、

 「眠是非」、「一得失」、「去榮辱」等。

 張大春認為俠的概念是活的、是流動的，但

 是有一點不會改變，俠客都是遠離核心權力

 的，所以張大春說:「真正的俠是要懂得

 《逍遙遊》和《費生主》的」。

 15．《七賢風度:世說新語》:劉義慶原

 著，湯一介導讀，豬樂桃繪圖

 《世說新語》乃魏晉南北朝時期「志人

 ̂^、說」之代表作，由南朝宋劉義慶門下文人

 雜採眾書編纂潤色而成。蒐羅記載漢魏至東

 晉之遺聞跌事，如「竹林七賢」的生活和思

 想，反映了當時士族階層的思想言行和生活

 面貌。

 湯一介認為，身處動盪亂世之中，本來

 就與和諧有序的「自然」矛盾，竹林七賢刻

 意強調崇尚自然、恣情任性，越名教而任自

 然，不受外在「體法」的條條框框的束縛，

 其實是在批判亂世中的名教。竹林七賢其風

 度、性情，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獨樹一格。

 《世說新語》以極細膩生動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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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漢末至晉宋間，社會大變動所帶來的思

 想、感情上的大解放，以及當時文人雅士追

 求的理想生活方式、人生境界，著實難得。

 16．《以德治兵者得天下:孫于兵法》

 孫武原著，王守常導讚，蔡志忠繪圖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

 《吳孫子兵法》、《孫于兵書》、《孫武兵

 書》，是中外世界現存最早的一部兵學專

 著，共分十三篇，約六^F字。

 王守常教授認為《孫于兵法》雖然篇幅

 短小但卻柑當重要。要了解《孫子兵法》必

 須掌握兩大核心概念:「道」和「器」。

 《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道是本，具體的就是器，而

 術則是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方法(用)，是

 末端，「道」與「器」、「術」之間的關係

 是「道在器中，器不離道」，這是中國哲學

 的根本思考方式。

 以此套邏輯來看《孫子兵法》，不難

 瞭解孫子為何倡導「全勝」、「智勝」(因

 為他看到了戰爭的殘酷性)，提出「慎戰」

 的觀念，「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

 戰」，把「攻城」等實際作戰視為不得已而

 為之之事。

 《孫子兵法》之所以能流傳幾千年成為

 世界兵學的經典，或許正因為《孫子兵法》

 並不只請具體的戰術與謀略，而是深思戰爭

 本質，以此為根本來開展兵法學說，從而創

 造出體系一貫，博大精深的兵學思想。

 ̂7．《何為大學: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蔡元培原著，陳平原導讀，ROCK(AT繪圖

 《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是著名教育家

 蔡元培最重要的著作，1920年由新潮扯編隅

 出版。全書分六類:第一類「關於最重大普

 遍的問題」(18篇)，第二類「關於教育」

 (16篇)，第三類「關於北京大學」(18

 篇)，第四類「關於中西文化的構通」(11

 篇)，第五類為「普通的問題」(11篇)，

 第六類為「範圍較小、關係較輕的問題」

 (10篇)。

 此書之所以在今天被重提，是因為蔡元

 培先生曾經開創了令後人羨慕不已的「北大

 精神」、「北大文化」，後來又影響催生了

 新文化運動，為日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樹立的

 良好的典範，是今天只知追求論文產量和學

 位升等的卓越大學所遠不能及的。

 陳平原相信，辦大學，需要做，也需要

 說一一特續不斷地闡述大學的宗旨、功能、

 風格、日常運作乃至專業設置等，某種意義

 上，也是辦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我們可以看

到開創北大一代風華的蔡元培先生如何辦大

 學，如何談大學，如何將高深的大學文化精

 神的建構落實在繁瑣的日常大學管理之申。

這對於大學雖然普及但顯然已經遺忘大學精

 神的現代社會，有著非常重要的提醒。

 恨《沒有王者之路:幾何原本》:歐基

 里得原著，翁秉仁導誼，Ak^bO繪圖

 《幾何原本》成書於西元前三百年，距

 今兩千三百年，作者是亞歷山卓的歐基里得

 (^u^c^^d of Alexandhha)，正是馬其頓英主亞歷山

 大開始發展勢力，開創希臘化文化的初期。

 《幾何原本》是一本數學著作，是古

 希臘數學成就集大成的著作，包括希臘科學

 數學家:泰利斯、畢達哥拉斯、希波克拉提

 斯等人的成果，全書共十三卷，章節安排結

 構嚴謹，由定義、公設、設準、命題(定

 蕊瀚．好古，使人更恆得享受人生，與忍受人生。其因．約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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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證明，以及符號和圖像所構成。

兩千三百年前的數學著作之所以成為傳

 世經典，翁秉仁認為是因為歐基里得採用一

 套獨創的邏輯推埋方法(日後人稱「公設演

 繹法」)編纂此書。本書的原創性不在書中

 四百多個命題的敘述，因為許多命題在當時

 是已知的知識，而是他有驚人而嚴謹的邏輯

 推理能力，能將各個不同的數學命題整合成

 一個大系統(幾何)。笛卡兒說，歐基里得

 不只是找出一條鐵鍊，而是將許多條推理的

 長鍊，編織成一張鐵鍊網，將書中所有的命

 題都固定在五個牢靠的公設上，打造了幾何

 學的誕生。

 向來理盲而濫情，缺乏邏輯思辨能力

 的臺灣社會，很可能需要從歐基里得的《幾

 何原本》重頭學起，方能懂理性思考為何

 物? !

 19．《繁華之城:東京夢華錄》:孟元老

 原著，張G生導讀，張擇端繪圖

 《東京夢華錄》成稿於南宋紹興十七

 年(1147年)，為北宋孟元老(自號為幽蘭

 居士，里買、仕履付闕，身世是謎)所著。

 本書是中國第一部描寫都市景物之作品，好

 似今天的都市旅遊與購物指南，點評徽宗年

 間汗京城之繁華，包括城坊、河道、橋樑、

 宮殿、官署、街巷、寺廟、宮觀、酒樓、食

 店、醫鋪、瓦舍以及四時節令的風俗，朝廷

 朝會、郊袒祭典、飲膳起居、歌舞百戲的盛

 況等等。

 張臨生則像個文化旅遊嚮導，帶領讀者

 從宮城大內開始，在當年熱鬧的汗京城裡轉

 了一圈，和當年的老百姓們一同觀賞藝文表

 演、吃飯喝酒、賣藥、逛街，令讀者彷彿真

 的進入了北宋汗京的日常市井生活之中。

 特別的是本書以北宋張擇端所繪的《清

 明上河圖》，具象旦生動地重現了一千多年

 前「東京」的繁華。

 20．《明朝的生活美學:閒悄偶寄》:李

 漁原著，漢寶德導讚，游峻軒繪圖

 李漁的《閒情偶寄》，刊行於康熙十年

 (^671年)，內容龐雜，包括《詞曲部》、

 《演習部》、《聲容部》、《居室部》、

 《器玩部》、《飲驥部》、《種植部》、

 《頤養部》等八部，是中國第一本書寫日常

 生活美學的作品，大篇幅地書寫有關戲曲、

 歌舞、園林、建築、花卉、器玩等生活美學

 藝術現象，可以說是今天閱讀市場相當活絡

 之生活風格叢書的老祖宗。

漢覽德帶領讀者從明末清初的讀書人之

 人文精神與美學意識的角度，剖析其如何遊

 戲人間，尋找生活情趣，令自己活得愉快而

 開心，滿足感官享樂。

 漢寶德先生認為李漁是「現代理性主義

 理論的老祖宗」，他從李漁的居屋設計原則

 歸納出三大美學原則:一、用人情來表達王

 道，不要儒家的倫理思想與中庸之道;二、

 既要風雅，亦談莊論，追求風雅生活時不忘

 的禮制，而禮制實際上是知性的基本;三、

 節儉，只要遵守此三原則，誰都能經營出富

 美感情調的居住空間。

 21．《女性書寫的逃逸路線:自己的房

 間》:吳爾芙著，張/^、虹導讀，鄒蘊瑩繪圖

 《自己的房間》出版於1929年10月24

 日，是吳爾芙應邀到劍橋大學紐南學院和格

 頓學院兩個女子學院演講稿(講題為「女性

 與小說」)之集結與擴充而得。本書是二+

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文學及文學批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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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深具顛覆性的性別思考方式，從此撼動

 世界。

 《自己的房闆》開宗明義苦訴你，女人

 要寫作，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間和每年五百英

 鎊的收入。吳爾英相信女人必需要先有經濟

 物質條件的穩定，才能擁有時間和空間。吳

 爾芙所謂的「自己的房間」，可以指專屬女

 性的物理空間(如書房)，更可以延仲指稱

 專屬自己的心靈、思考、創作空間。

 張小虹認為《自己的房間》不斷讓「女

 性書寫」流變成「陰性書寫」，不斷在美學

 與政治之間滑動。《自己的房間》所凸顯

 的，正是「間」美學/政治，由「間」去顛

 覆「自己」與「房」作為獨立固定的指涉，

 讓「擁有」(^ne's Ow^)的封閉性，能真正成

 為「非擁有」的開放性、「非人稱」的流動

 性、「非主體」的創造性。

 22．《淒麗地航向未知:白鯨記》:悔爾

 維爾原著，劉克襄導讀，查理宛豬繪圖

 《白鯨記》，作者是梅爾維爾，十九

 世紀小說的極致成就，出版於1851年，是自

 然書寫的經典，至今仍感動無數讀者"《白

 鯨記》富合大量的鯨魚知識，像是鯨魚的分

 類、如何捕捉鯨魚、連魚叉的細節，甚至連

 如何採取鯨油，都有詳細的描述。讀起來看

 似枯燥的《白鯨記》，為何能一代一代地傳

 承下去，《白鯨記》想傳達的意義究竟是什

 麼?從我們這個時代去閱讀《白鯨記》，又

 該從中讀出甚麼意義?

 劉克襄認為《白鯨記》是一艘滿載各種

 隱喻、明喻、顯喻和暗喻的船，航向一個未

 知生死的不安海域。他認為《白鯨記》之所

 以成為經典的價值正在於此，各種訊息曹從

 看似簡單的情節敘述裏慢慢浮現。讀者將能

 透過《白鯨記》諳見自己生命中的課題。

 23．《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

 鑑》:司馬光原著，張元導讀，謝袖華繪圖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北宋司

 馬光主編的長篇編年體史書。《通鑑》上接

 《左傳》，自戰國起始，直到五代。編年體

例的史書以每一年的重要歷史大事之記敘為

 旨，歷史事件一件接一件地登場，讀來看似

 枯燥卻是別有一番滋味。

 張元的導讀主要在剖析《資治通鑑》的

編輯團隊是如何從眾多的史料選出他們認為

 可信、認為應該納入《資治通鑑》的歷史片

 段，該怎麼選取事件，該摘錄哪幾句話，如

 何以文字陳述事fW?

 此外，張元強調，無論如何解讀及注解

 《資治通鑑》，都必然帶有立場、觀點和關

 懷，都只是一種「解釋」，而不必然是過去

 發生事情的真相表述。只不過，不同的解釋

 自然有高下優劣之分，我們後人在閱讀時需

 要細加辨析。

 讀史之人需要揮想像力，遙想當時

 情景，回到過去，去探看那展示世運興

 衰、人物賢奸，無數精采的、動人的圖像

 與情景。只要仔細閱讀《通鑑》所載之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歲月的篇章，用心體會記

 錄者、撰述者一字一旬寫下的文字，心中所

 醞釀的關懷與感動，肯定能讓我們有所轉

 化，將我們的修費性情帶往更高的境界，讓

 我們成為繼承傳統優良文化，形塑明日理想

 社會的好公民。

 24．《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

 錄》:黃宗議著，王汎森導讚，何季澄繪圖

 《明夷待訪錄》全書共21篇，探討的是

 好舍，使人更懂得客英人生，與忍受人生命其因．約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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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王汎森認為貫穿《明夷

 待訪錄》各篇文章大義的是兩種矛盾的政冶

 哲學原理:「以天下為天下之天下」與「以

 天下為帝王之私產」之討論，這兩套政治哲

 學是影響中國歷代君臣關係、制度設計、法

 律、兵制……等政治制度設計的根本。

 黃宗義認為，「三代以上」是建立在

 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是公的、萬民的、百姓

 的，並從此原理出發去思考、規畫一切制

 度;「三代以下」則是「以天下為帝王之私

 產」原理出發去思考、規畫一切制度，以

 「一家之私」對一切事物防之又防、密之又

 密，而最後歸於無效。

 正因為兩種政治原理截然相異，所以黃

 宗議要求全變，而非小打小鬧的改革，要求

 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即要從政治哲學的根本

 原理出發，重新檢視柄千年來中國一切的政

 冶設計與政治實踐。

 這是一本極富刺激性的著作，它對君

 權的定義、君臣關係的釐定，對「萬民」地

 位的肯認(^ecognit^on)，對「國家」與「天

 下」的區分，對古代的理想政治與當代齦齦

 失敗的政象的對照等，都提出了非常前衛而

 犀利的討論。

 25．《永遠驅歌思考:沉思錄》:馬可．

 奧埋略原著，梁文道導讀

 《沉思錄》乃是古羅馬的哲學皇帝馬

 可．奧理略所寫，全書共^2卷，主要是奧理

 略與自己內心對話的札記，後世哲人以此書

 為斯多囑學派的代表作。

 雖然奧里略的《沉思錄》多數是重覆以

 往斯多噹派其他哲學家講過的東西，但這本

書的重要之處正在於他總結了別人所教育他

 的東西之後，將其組織為一紐規律(簡單講

 有三大規律。第一、你對世界的感知必須是

 客觀的，第二教條是要正義地對待他人，第

 三條是紀律化自己的意志。)

 奧理略生前並無出版此書之意圖，他只

 是將此書當做自己和自己對話、反省、纖悔

 的一種靈性記錄，書名亦為後人所添加。

 梁文道認為，在奧理略做皇帝的經驗

 裏，歷經戰亂、災難和帝國的衰落，使他不

 得不更依賴哲學，來把握住自己。因此，我

 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奧理略崇尚節欲思想，喜

 過樸實生活，主張以理性和意志控制自己的

 激情。

梁文道認為奧理略試圖透過嚴謹用字遣

 詞的對話書寫來讓自己製造一個距離，他不

 想要自己像一般人寫日記那樣隨性書寫，他

 想要跟自己保持一個距離，透過寫作跟自己

 製作一個內在的張力。透過寫作過程，每天

 修練自己。也就是說，《沉思錄》其實是奧

 理略的修行筆記。

 嗓未完待續‥

 「經典3．0」目前共出版25冊，似以中國

 文學經典為主，西方文學與哲學經典為輔，

 涵蓋面甚廣，但對比於古今中外稱得上經典

 之作品，不過滄海一粟。出版者也知道，所

 以，鼓勵讀者提供認為值得製作成經典3．0之

 經典作品名單，或等將來再匯聚一批兩岸三

 地的專家學者與創作人之後，能再接再厲地

 地推出第三批第四批……的經典3．0。

 不過，也別以為眼下這25本「經典3．0」

 就算完成了，大塊文化架設7一個經典3．0網

 站(^[tp://c^assicsn)ow.net/)，網站上除了有導

 讀者原始演講之影音檔之外，還會繼續收集

 讀者對於「經典3．0」的評價，以及與「經典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100年6月號



 ̂三^1l 一小l
^^^i

除了需要耗費目大的

 3．0」有關之資料，與讀者繼續互動。

 「經典3．0」大概是近年來臺灣出版社

所推出的書系群中最有企圖心的作

 貿此一龐大的企畫案，恰了華西

 人力與財力之外，考慮到兩岸三地華人對於

 「經典」的認定標準(選出公認之經典就已

 經相當困難)，還要調動難以想像的編輯專

 才來統整整套書系的執行，使其順利出版。

 不過，如果要說「經典3．0」有甚麼美中

 不足的地方，就是選題太過隨性(或說遷就

 導讀者的專業)，若能更有分類邏輯的按照

 國別、詰言別、學科分類(如神學、哲學、

 社會學、文學、數學、物理學‥

 所推薦的經典(目前看來，主要以中國文史

 哲學文本為主，卻X兼雜了幾本西洋文學、

 哲學著作，如果另闢一系列專治西方文史哲

 之經典文本，感覺能夠更加有系統性，格局

 他能更開闊一些)，好像日本的Mook書(經

 典Mook^ ^般，蠅然書系的開展恐怕將是目

 前規模的百倍以上(T^可以先限縮在幾個文

 類之中，如專攻文學)，若有朝一日真的累

 積成數百冊的大型書系，相信一定是海內外

 華人切入經典閱讀的不二經典指南。錘?

驊慾鑾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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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饞適咨．好杳，使A^吏懂得享受人生，與忍受人生命英刨．約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