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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师周绍良先生逝世后，哲嗣啟晋师弟为老师整理编集遗文，有《绍良书话》之作。
中华书局慨允出版，责任编缉李森女史费了许多心力。
作为一名先生的老学生，我十分感慨、感动。
放晋师弟偕夫人赵立红女史亲临寒舍，交下复印的全书目次，并几篇作品样张，供我参考，派我写一
篇读后记。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爰勉力作一初稿，以供番核，如下：　　老师逝后，我写成挽联一副，文为：　　卅载薰陶，才获片
羽支鳞，小子敢云门下长；　　等身著述，遍及外书内典，先生不愧大师名！
　　我觉得，阐述一下此联内涵，就足以说明写作这篇“前言”的困难和我的心情了。
　　我追随老师，始于1975年前后，当时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学习敦煌变文。
这在我写的几篇回忆中都有清楚的说明。
老师尽心竭力，把我引进了敦煌学的殿堂。
我为此终生铭感。
老师交代给我的一些任务，我只完成了一部分。
这是我始终感到十分惭愧和对不起老师的奖掖与提携的。
就连我自己拜师时的单一目标，即中华书局给的任务，写一本《敦煌俗文学》小册子，至今也没有完
成，为什么？
我三十多年来逐渐体会到，我的精力与才能实在有限，同时完成几项工作是办不了的。
当时，我在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是正差，而且面临提升副教授、教授的两次冲刺。
敦煌学的研究只能间歇性地进行，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及至我退休了，敦煌学界早已欣欣向荣，后起之秀早已超过我了。
无奈，只可在完成一些项目后，向老师说明情况，退出第一线。
这是我最感到对不起老师栽培的地方，也是我的终生遗憾之处。
后来，特别在老师迁居双旭花园之后，我虽已退休，可是距离太远，只能在需要我办事的时候，借国
家图书馆、中华书局、金申同志的车，隔三差五地走一趟。
所作以事务性的和文书性质的工作为多。
我一向避免参与各位老师的家庭与经济事务，以为如此才可维持长期稳定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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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啟晋先生整理编辑绍良先生论书文稿既竞，嘱我写一点感想，附缀篇末，闻命后十分惶恐。
绍良先生是寰海内外僧俗两界学人至为景仰的大师，陋略如我之浅学晚辈，实在不够资格也没有能力
承当这一厚意。
惟思昔唐人杜牧尝有言日：“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
”我虽然没有正式执贽叩拜，但从二十多年前初次谒见先生之时起，为人为学，即一直矢心师法于先
生，自忖或可忝列私淑弟子之末；又考虑到这是一本专门进述旧本古书的文集，其中还涉及许多典籍
收藏的内容，而我在绍良先生教诲过的后学当中，于版本目录之学以及藏书赏书诸项雅事，聆受先生
教益殊多，沾润恩泽既深，亦当负有绍述先生学业之责，故既不敢依循常理退避，只好妄自承用杜牧
之宗师先贤的遗意，勉强在这里谈一谈受学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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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绍良(1917--2005)，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
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作有《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文学诌议》、《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绍良丛稿》、《红
楼梦研究论文集》、《唐才子传笺证》、《清代名墨谈丛》、《曹素公制墨》、《蓄墨小言》、《清
墨谈丛》、《百喻经今译》，合著的有《唐代墓志汇编》、《红楼梦书录》等。
周绍良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佛学、古典文学、戏曲、民俗、艺术、语言学
、历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到见解，尤其是在佛学、红学、敦煌学及古文献学方面，更是造诣颇深，独
树一帜，影响远播海内外。
周先生亦是著名文物学家和收藏家，眼光独到，收藏多为精品，特别是对于清墨的收藏与研究堪称当
代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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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红学题跋　　苕溪渔隐《痴人说梦》跋　　《痴人说梦》，昔年得之于隆福寺街头小书摊。
书仅一卷，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怀红楼刊本，题“苕溪渔隐撰”，附《槐史编年》、《胶东余牒
》、《鉴中人影》、《镌石订疑》四种，附《大观园图》。
　　这是一本比较早的专门研究《红楼梦》的书，作者对于《红楼梦》是下过一些功夫的，像《槐史
编年》，虽然姚燮(梅伯)在批阅《红楼梦》时也曾注意到这点，但单独提出编成一篇，却以苕溪渔隐
这篇为最早而且是唯一的。
作者用的是一百二十回本，但也看到了八十回本《石头记》，并且花了工夫作了一些校勘工作，写出
札记，也是一种踏踏实实研究者的态度。
　　但苕溪渔隐姓甚名谁？
却无从知道，仅从书首仙掌峰樵者序言中知道“丁丑之夏，遇苕溪渔隐于京师”，别的是毫无所记了
。
　　因为作者自号为“苕溪”，必然是湖州一带人，翻检《浔溪诗征》，果然于卷二十二得之：范锴
，初名音，字声山，号白舫，又号苕溪渔隐。
有《浔溪纪事诗》、《湖录纪事诗》、《蜀产吟》、《感逝吟》、《蜀游草》、《续汉上题襟集》、
《苕溪渔隐诗稿》及《幽花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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