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1216

10位ISBN编号：7101051219

出版时间：2006-10-23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吴小如

页数：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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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

内容概要

此书全部文字仅从已出版的四部拙著中选出，多少或可籍可窥见自己读书趋向，即夙所主张的“治文
学宜略通小学”这一条自定的规矩。
是否言之成理，还有待读者评说。
至于其他方面的文字如谈论戏曲、板赏诗文之类则尽量不选，免得过于杂乱无章，读者当能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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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小如，1922年生，原名吴同宝，安徽泾县人。
1945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翌年转清华大学中文系，1947年再转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1年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助教，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1983年后转任该校中古史
研究中心教授。
已发表小说、戏剧及诗词研究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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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称“兄”道“弟”及其他　　语言本是人们互相交际的工具，除
口头外，还有书面语言，而书面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往往比口头谈话还复杂，讲究也更多。
　　我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就叫《称“兄”道“弟”》。
在那篇小文中我有个结论，即向人称“兄”时对方未必年长，自己称“弟”时本人未必年轻。
这类称呼，主要体现在人们的书信往来上，当然口头上有时也涉及这个问题。
　　先说称“兄”。
大家都看过鲁迅写给朋友、学生的信，像曹靖华、李霁野、黄源乃至许广平，都是鲁迅的学生，鲁迅
给他们写信时，几乎都称“某某兄”。
连许广平在同鲁迅结婚前，鲁迅的信上也是对她称“广平兄”的。
这是老一辈学者的谦虚，但也属于一种惯例。
而作为学生，却不能因老师称自己为“兄”便忘乎所以，也跟老师称兄道弟，平起平坐，那是非常失
礼的。
这类例子很多。
沈从文先生、林庚先生、吴晓铃先生都是我的老师；甚至周作人，原是我老师俞平伯先生的老师；他
们给我写信时，最初也都把上款写作“小如兄”的。
至于谊在师友之间的老一辈学者，如常风先生、周一良先生，则更是以“兄”呼之。
吴晓铃先生直到晚年，在写文章时提到我，才称为“小如学弟”，而在书信往还时仍有时写作“小如
兄”。
我因受老师们的影响，给我的学生写信时亦多以“兄”称对方。
结果却遇到两件出人意料的事。
一是有个学生给我写信也居然对我称“兄”；另一是在“文革”中红卫兵给我贴大字报，说我邀买青
年人的欢心，把浓厚的封建思想灌输给学生，竟称自己的研究生为“××兄”。
对于前者，我只好改称“某某同学”；而对于后者，我搬出了《鲁迅全集》，才免挨一场批斗。
　　当然，我的老师中也有一直呼我为“弟”的，如俞平伯、游国恩、吴晗等先生都是如此。
这也是习惯称谓。
五十年代初，我一度给浦江清先生做助手，但我并不是受过浦先生亲炙的弟子。
浦老在称呼上很讲究礼貌，当他注释的《杜甫诗选》出版要赠我一本时，在题款上曾大费斟酌，并跟
我本人商量。
浦老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只是年辈不同的同事。
我送给你书，照理应写‘小如兄’；可是你现在是我的助手，也算半个学生吧，写得太客气了反而显
得生疏。
你看怎么题款才好?”我答：“我现在就是您的学生，您千万不要同我客气。
”最后先生是这样题的：“小如学弟惠存指谬，江清。
”此书我至今珍藏在箧，永远铭记浦老对我的厚爱。
　　关于自称为“弟”，实际是长者(或辈分长，或年龄大)对比自己年轻的人的一种谦称，用时务宜
慎重。
如沈从文师最初给我写信，总自称为“弟”。
后来因为关系太密切了，才免去这一礼节性的自称。
又如许宝□先生，是俞平伯师的内弟，论辈分我自然是晚辈。
有一次我给许老写信，上款书“尊敬的许老”；许老回信时带有半开玩笑性质，上款题“尊敬的小如
兄”，而下款竟题作“弟许宝□”。
我看了很受教益，觉得老辈待人接物不仅文明礼貌，而且平易谦虚。
再如启功先生(字元白)，我同他的交谊已近半个世纪。
但他比我长十岁，关系在师友之间，所以我每次给他写信，始终称“元白先生”。
而启老给我回信，也一直称“小如先生”，只是下款署“弟功”，表示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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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十年，由于交谊日深，他上款才署“小如兄”，不再以“先生”呼我，但下款仍署“弟”字。
由此可见，自称为“弟”者并非本人比对方年轻，相反，倒是长辈或年长者才可自称“弟”某某。
如果年辈有差距，自己又比收信人年轻，下款自称为“弟”，反倒是狂妄无礼的表现了。
　　由此可见，称“兄”道“弟”看似平常交际用语，其中却颇有讲究。
尤其是所谓“世交”，即父一辈和子一辈两代人都是好朋友，就更宜注意分寸。
我父亲有一位老友，给我写信，上款例称“世兄”(这是父辈友人对子侄辈的称谓)，下款则署“世愚
弟”，表示自己是对方的父辈友人。
这种已不习见的称呼，倘不明其内涵之义，千万要慎重使用，免得闹出笑话。
　　　　长辈对晚辈的谦称　　几年前我曾为两个门人评判过一桩有关称谓的公案。
他们都是195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一位在城里工作，一位留在北大，彼此一直过从甚
密。
有一次，城里的那位同志偕夫人出城，在城外这位同志家吃了午饭。
回去后写了封信向城外的这位老同学致谢，内有“承留午饭，愚夫妇深为感谢”的话。
城外的同志抗议，说信中自称“愚夫妇”，乃长辈对晚辈讲话的口吻，彼此本是同窗好友，岂能居高
临下!城里的同志不服：说“我用的是谦词，怎么说自己妄居长辈”?两个相持不下，最后说，我们找
吴老师请教，看究竟谁是谁非。
我听说后，对城里的那位同志说：“这次你称呼错了，‘愚’字确是以上对下、以尊对卑、以长对幼
的所谓‘谦词’，平辈之间是不能用的。
”　　我在拙文《称“兄”道“弟”及其他》中曾提到长辈对晚辈可自称“世愚弟”，这个“愚”便
是长辈对晚辈的谦称。
如果自己确属晚辈，对长辈自称“愚侄”或“愚晚”，那也意味着自己辈分虽晚，而年龄却不小或社
会地位并不低。
总之，称“愚”的一方必须辈分大，或年龄长，或社会地位高，才有资格向对方如此“自谦”。
即如老师对学生，尽管称学生一方为“某某兄”，而自称时却用“愚”，我的老师给我写信时颇不乏
其例。
只有一次游国恩先生给我写信，上款写“小如贤弟”，下署“小兄”，那真使我感到受宠若晾了。
　　与“愚”字相类似的自称，如“仆”、如“走”或“下走”，也都是长对幼、尊对卑的谦词。
虽然“仆”和“走”这两个词儿都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原是平辈间的自称谦词；但自明清以后
，这几个词都是上年纪的人对年轻人自称时所用，倘年辈晚者给年长者或前辈写信时也自称为“仆”
或“走”，就显得有点倨傲，对收信人不够恭敬了。
我在六十岁以前，无论给自己的学生或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写信，一直不用“仆”或“走”自称。
直到七十岁上下，才开始用这两个词儿，因为自己比收信人往往年长到三十或四十岁以上，不怕对方
说我“倚老卖老”了。
　　自新时期以来，有时与港澳地区的青年朋友通信，发现寄信人每自称为“仆”，且不止一人如此
。
由于交情不深，也不便指出对方这样称呼是不妥的，只好听其自然。
但我确信，他们如出一辙地这样向年长者或前辈自称为“仆”，想必是有所依据和有所师承的，只是
他们所师承的人未必真属“通儒”耳。
　　另外还有一个词儿，即“足下”。
这在唐代以前，朋友间彼此相称均可用之，远者如司马迁对任安，近者如韩愈对孟郊，均在上款中径
称对方为足下(如“少卿足下”“东野足下”，任安字少卿，孟郊字东野)。
宋、明以后，“足下”一词逐渐变化了“档次”，往往是长对幼、尊对卑的称呼了。
如老师对学生，每称“足下”，这就意味着不是平辈关系，而近于居高临下了。
　　有人会说，你现在谈这些称谓之词是否有开倒车的嫌疑。
我说不然。
中华为礼义之邦，这些称谓词恰好是民族文化在人际关系间的一种反映。
你尽可不用这些词儿，却不可不懂这些词儿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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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今天，日本的年逾七十的汉学家与我通信，其遣词造句基本上还是唐宋古文或明清知识阶层中
彼此常用的词语，如果你不懂而在回信中偶或用错了某一个词儿，对方就会讥笑你缺乏古汉语的知识
或没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
这确是我切身体会和亲自经历过的经验之谈，并非哗众取宠或危言耸听。
　P29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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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皓首学术随笔》系列丛书称为“学术随笔”。
所收各篇，门类繁多。
这套书叙事谨严有据，文笔条畅清新，给人以大量的知识，开拓思路。
让一些文史知识分子从呆板的纯学术旧框框中跳出来，发挥其启迪民智，传播文化的功能。
　　该书为“皓首学术随笔丛书”之“吴小如卷”。
收录的内容大多是作者有关经史和诗词方面的研究，旨在订讹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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