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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差不多我一生的历史都和书分不开，书为我所钟爱，书也成了我不可须臾离开的友人，不知不觉我又
成了个藏书的人。
我藏书可以分几个时期：少年时的藏书毁于虫鼠之灾，在香港和重庆的藏书则毁于战乱的流亡，第三
次藏书则毁于革文化命的时候。
那时节今日不知明日事，遑论藏书！
毁损之余，我还散了一批：第一次是将一批外文书捐赠给了外文出版社的资料室，第二次将一批多余
的中文书赠给北京市的一家残疾人工厂。
这样藏书散书，至今都令我魂牵梦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曾经立誓不再藏书，但旧习难改，到今天屋子里除了吃饭睡觉的地方，又
成了满坑满谷的藏书之所。
我的婶母曾经笑我是个“书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身外别无长物，所引以自豪的就是那些中外
文书籍。
新买的书飘散着纸张油墨的清香，旧藏的书则蕴含着潮霉的气息，这两种气味都是我乐于常嗅的。
这些年多了些写书的朋友，每次收到他们的赠书，看到他们为我写的题字，我每为之心头怦然。
友情得来不易，而作者满贮友情的题字，更使我为之神往。
文学作品和作者的感情是不可或分的，有友而友又是写书的，人生得一知己已难，何况是集二者于一
人。
收藏书籍，事实上是收集了历史和因之而派生的感情。
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曹正文，完全是看了他在《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上的文章。
他不仅主编这个“读书”专刊，还用米舒的笔名写一个“书友茶座”的专栏。
读一个人的文章可以了解一个人，看一个编辑的文稿取舍和编排设计也可以了解一个编辑的心意。
我和他认识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他到听风楼向我约稿，虽然我心中久已有了他的地位。
我和他谈了一个下午，真是相见恨晚！
可我是个疏懒的人，最怕的是写信，但即使几年不通只字，我也忘不了曹正文其人，因为我认为他是
我的一个同道。
我没有同他谈过如何做一个编辑，不过从我多年来看“读书乐”的感受，我觉得我们应成为挚友。
首先是他的藏书癖，其次是他的自律和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我们都是以文会友的人。
他以助人为乐，我则至今以在社会上“跑龙套”自况，凭这两件事，我们应该成为相知的人。
我平生相信“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但淡若水并不是不知一切。
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之相知即在于两人同是爱书、藏书、写书和褒贬书的人。
曹正文的笔名是米舒，米舒，即迷书之谐音，即此一端，便使我们的友情浓于血。
看“读书乐”，常常可以看到新人的稿件，发掘新人这又是我们二人的共同志趣，我们要吸引更多的
人来读书、爱书、藏书、写书。
曹正文并没有把藏书居为奇货而像个古董商，而是读了好书，写成文章，推荐给他人，使读书人都知
道应该读一读的好书。
曹正文写了这部《珍藏的签名本》，不但使一本书因作者的亲笔签名而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
使作者的手泽、史实和经历传至后世。
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唯有心人才做的事情。
既使书得到永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又使书的作者——不只是一本书上作者具名，成了一个活
生生的入，使得广大读者因书而想及作者，又因作者而想到了书。
我和曹正文是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却也可说是浓于血的相知，因为我们志趣相同，所事相同。
他如今写了本前不见古人的书，弥为珍贵，爰为之序。
我从小有收藏癖。
最早收藏的是香烟牌子，香烟牌子上有山水人物，还有格言，画工很精到。
后来，又收藏糖果纸，当时正逢自然灾害，买一粒高级糖果，要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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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吃糖，精美的糖果纸却成了我童年的收藏品。
“文革”开始，我搜集小贺年片与徽章。
上百张贺年片在搬家时不见了，但家里还有几十枚徽章，毛泽东像章品种最全，有金属的，有瓷质的
，有塑料的，还有一枚会在黑夜中闪闪发光。
后来，我收藏邮票、钱币、瓷器、木雕、藏书票及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我家里有六个玻璃柜，摆放的全是我走南闯北，到世界各地淘来的小玩艺儿，经巧妙安置，灯光一亮
，精美之极，令来访者惊羡不已。
但我一生收藏最多的还是图书。
我是一个与书有缘的人。
在我百日之际，父母放了许多东西让我抓，有金元宝、金算盘⋯⋯我舍近求远，抓了一本小书。
小学时代，我把零用钱与压岁钱积蓄起来购书。
到中学毕业时，我个人藏书有300册，可惜在“文革”时被当作“四旧”抄走了。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又把购书作为一种嗜好。
此时购书主要是为了获得知识，为自己写作时用。
至1996年，家中已有18个大书橱，藏书达16500册之多，因此被评上了“上海十大藏书家”。
其实，喜欢藏书的上海人很多，我的藏书实在不够格，之所以被评上，是因为我拥有上千册名家签名
本，而且在每本书的扉页上，作者都签上我的名字。
有一天晚上，我面对四壁的签名本藏书，就想写一本书，写写我自己与这些作者的交往经过，写写这
些签名本得来不易。
于是便有了《珍藏的签名本》与《珍爱的签名本》。
这两本书一出版，颇受好书者青睐，各印了10000册，不到半年全部一销而空。
到2007年，我收藏的签名本已经超过了350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先生认为上述两本书可
合二为一重新修订出版，于是我花了两个月时间，逐篇订正(一些作者已过世，一些作者又出了新的研
究成果)，并新增了近30篇。
本书收录的二百位名家，平均年龄79岁，有文学大师巴金、冰心、施蛰存、季羡林；著名学者有唐圭
璋、张中行、金克木、钱仲联、程千帆、王元化、章培恒等；著名作家有陈学昭、秦瘦鸥、吴强、孙
犁、周而复、徐迟、秦牧、马识途、王蒙、董桥、余秋雨、贾平凹、张平等；著名诗人有王辛笛、莫
洛、绿原、曾卓、白桦、流沙河、余光中、林清玄等；著名编辑有黄源、楼适夷、赵家璧、冯亦代、
严文井、范用等；著名剧作家有柯灵、于伶、杜宣、吴祖光、艾明之、沈寂、沙叶新、魏明伦等；著
名书画家有钱君匈、黄若舟、吴作人、吴冠中、杨可扬、丁聪、赵冷月、高莽、贺友直、刘旦宅、周
慧珺、蔡志忠、郑辛遥等。
还有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著名报人徐铸成、萧乾、林放、冯英子、董鼎山、丁法章；著名医家裘沛然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叶君健、草婴、吴岩、任溶溶、柳鸣九；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卧龙
生、温瑞安；政坛名流于光远、廖沫沙、赵启正；中国性学专家刘达临；评弹名家杨振雄、滑稽泰斗
杨华生；掌故专家郑逸梅；社会学家费孝通；民俗学家邓云乡；语言学家吕叔湘；足球教头徐根宝等
等。
这二百位名家，一个个都是声名赫赫，成绩辉煌，路人皆知。
我在执编“读书乐”二十余年中，能与这些名家相识相知，是我一生中的幸运与自豪。
今天，重新翻阅这些签名本，令我感触万千，当年向他们组稿的情景历历在目，更令我感慨的是，此
书收入的200位名家，已有三分之二仙逝，与他们的交往及他们留下的书影也弥足珍贵。
因此，这本《珍藏的签名本》也是我执编“读书乐”的副产品。
现在由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原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牵线，我已将自己珍藏的3500余册签
名本移居于我故乡的苏州图书馆。
“曹正文签名本捐献陈列室”已成为国内第一个签名本图书珍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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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珍藏的签名本》200篇文字，记录了作者与这200位名家的交往经过与组稿过程。
并评述了这200位名家的成就，读者从中可了解这些作家、教授、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经历与
他们成名作诞生的经过。
还可作为文学资料来欣赏。
　　作者以好读书闻名于海上文坛，曾以“米舒”笔名写的专栏吸引了无数读者。
作者在编辑园地笔耕30余年，四方约稿，广交名家朋友，编稿之余的意外收获是：得签名本3500余册
。
作者今择其名家签名本200册，写成200篇短小精悍的文字，以此记录从事编辑工作之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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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正文，笔名米舒，《新民晚报》高级编辑。
江苏苏州人，20世纪50年代生于上海。
先后当过工人、教师，经自学考试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
1981年考入《新民晚报》社，先当记者，后任编辑，先后执编“夜光杯”、“博闻”、“悦读”、“
花鸟虫鱼”副刊，执编“读书乐”1000期，达20年之久。
20世纪80年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第十三、十四、十五届常委，上海市政协第九届
、第十届委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同济大学对外交流学院兼职教授。
1993年荣获上海市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
1997年11月应瑞典外交部邀请出席第91届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2006年被文新报业集团聘为资深编辑。
先后以学者兼记者的身份访问美国、俄罗斯、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南非、埃及、法国、
英国、巴西、希腊、瑞士、土耳其、印度、西班牙等34个国家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并在马来亚
大学、墨尔本大学、大田大学、多伦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讲课。
共出版作品集173部，其中个人专著55部，主编丛书118部，代表作为《珍藏的签名本》《米舒书话》
《紫色的诱惑》《唐伯虎落第》《无边风月之旅》《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秋天的笔记》《中国侠
文化史》《世界侦探小说史略》《我走过88个城市》。
苏州“曹正文收藏签名本陈列室”为国内第一个签名本陈列室。
曹正文于1992年至2005年先后以学者兼记者的身份访问美国、俄罗斯，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南非、埃及、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
泊尔、英国、希腊、土耳其、西班牙、巴西、阿根廷等32个国家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足迹遍及
五大洲。
并在马来亚大学、墨尔本大学、大田大学、多伦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演。
共发表各类文字计1000万字，出版作品集169部，其中个人专著51部，主编丛书118部。
苏州图书馆设立的“曹正文收藏签名本陈列室”为国内第一个签名本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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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痴说米舒(序一)  冯亦代书的友谊(序二)  邓云乡读书·做人·成才(序三)  丁法章我与“补白大王”
的交往——记郑逸梅文坛也有登龙术——记章克标一片冰心在于书——记冰心醉心词学作新论——记
唐圭璋读书之乐乐何如——记许杰老被人嘲尚读书——记苏步青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记巴金“清洁
语言文字”的学者——记吕叔湘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记施蛰存他举起《译文》的旗帜——记黄源无
愧的一生——记楼适夷工作着是美丽的——记陈学昭把一生献给儿童文学——记陈伯吹“竹王”桃李
遍天下——记申石伽书坛不老松——记黄若舟方寸之间的求索——记钱君匐“三家村”中一健将——
记廖沫沙新闻记者的十八般武艺——记徐铸成情系清诗六十年——记钱仲联如何做一个好编辑——记
赵家璧至今犹唱《秋海棠》——记秦瘦鸥学识渊博通古今——记苏渊雷艺术追求无止境——记吴作人
锦绣文字滋味长——记柯灵烹文煮字顺其自然——记张中行生命不止探索不息——记张岱年未带地图
的旅人——记萧乾注重调查出真知——记费孝通《新民晚报》一支笔——记林放留下《红日》心坦荡
——记吴强编辑应该是一个杂家——记罗竹风遨游语海不服老——记季羡林《诗词例话》及其作者—
—记周振甫从容不迫言近旨远——记杨绛学者晚年写随笔——记金克木为曹雪芹立传的人——记端木
蕻良他举起了新诗的旗帜——记王辛笛“听风楼”里乐陶陶——记冯亦代从研究鲁迅到撰写书话——
记唐弢白洋淀旁一名家——记孙犁袒露胸怀成一快一——记张光年陌上花开蝴蝶飞——记黄苗子唐诗
宋词皆我爱——记程千帆安徒生童话的魅力——记叶君健当年才女今安在——记赵清阁书是人类的好
朋友——记周而复放开眼界好读书——记吴调公“书上的蝴蝶”飞起来——记杨可扬朗朗书声北窗下
——记王西彦一片真情在纸上——记梅志心中的《芳草梦》——记杜宣先天下之忧而忧——记杨宪益
矗起报告文学的新里程碑——记徐迟人品文品称一流——记徐中玉凛然正气的老报人——记冯英子闯
荡江湖五十年——记贾植芳不要忘记“文革”——记于光远一辈子与书打交道——记严文井“未悔斋
”里的“盛世微言”——记马识途构思精妙妙趣横生——记华君武古朴淳厚拙趣溢纸——记赵冷月他
画了一本“奇书”——记丁聪《炉边诗话》的启示——记金性尧江山如画人物风流——记碧野一个热
爱生活的老诗人——记莫洛《黄昏小品》不寂寞——记周劭书刊伴他终生——记范泉剑风楼上的壶天
散墨——记裘沛然美术理论的探索者-一记邵洛羊“孤岛文学”的组织者——记于伶大起大落留余波—
—记无名氏“画书皮子”的诗人——记曹辛之唐诗宋词领风骚——记刘逸生一生情系《金瓯缺》——
记徐兴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记吴祖光风雨年华不寻常——记黄秋耘是翻译家也是散文家——记
吴岩工作在文学家的摇篮——记哈华山湖处处有清韵——记陈从周潜心红学写新论——记周汝昌六十
年滑稽春秋——记杨华生博大精深的台湾学者——记南怀瑾做一个人民的代言人——记秦牧一市秋茶
味更浓——记黄裳文学是人学——记钱谷融笔下春意溶溶情——记吴冠中永远年轻的杂文家——记曾
彦修妙语动人——记罗兰从“鲁艺”走出来的作家——记康濯一个学者的风度——记王元化纵横古今
谈读书——记柏杨老夫聊发少年狂——记汪曾祺人生难得“三并举”——记蒋星煜迷人的十四行诗—
—记唐浞诗歌森林一灌木——记冀汸丝弦声中说《西厢》——记杨振雄“漏雨楼”里的翻译家——记
钱春绮银幕上的儒雅小生——记孙道临书廊漫步多情趣——记吴小如含泪捧读《离魂草》——记绿原
嘶哑的歌声充满了激情——记曾卓从新闻记者到史学家——记唐振常情系《笔会》三十年——记徐开
垒故人的纪念碑——记耿庸小人书里的大学问——记贺友直捕捉生活中的闪光点——记何为打开美国
文学一扇窗——记董鼎山博采众长论美学——记蒋孔阳俄罗斯文学的传播者——记草婴文坛“怪味豆
”——记林斤澜品性高洁的石头——记牛汉为孩子们写作——记任溶溶一个快乐的老书迷——记范用
《玄灯医笺》一奇书——记高光皇城根下的红学家——记冯其庸新武侠的开创者——记梁羽生心中的
一方净土——记袁鹰写活旧上海的大亨——记沈寂无人不知金大侠——记金庸圆了一个文学梦——记
艾明之在我十四岁的时候_=_记任大星藏书家是个杂家——记邓云乡“梅表姐”住进《小木屋》——
记黄宗英女博士本是奇女子——记陈香梅藏书的格言——记高莽他是一片迎接春光的叶子——记李瑛
多情多义的“吹公”——记谭仲夏毕生为他人作嫁衣——记谢泉铭把戏文当作书本的作家——记新凤
霞诗情妙在文章问——记忆明珠“幽默散文”寄乡音——记余光中“小巷深处”的美食家——记陆文
夫燕南园的故事——记宗璞反思后的锋芒——记牧惠与书结缘情意长——记姜德明少年人的好朋友—
—记任大霖从《家庭问题》到《情魔》——记胡万春风雨中的一棵白桦树——记白桦人生寂寞好读书
——记鲍昌借古说今有寓意——记李国文打磨抛光的野石子——记苏晨“我为读者而写作”——记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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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有情有趣的人物画——记刘旦宅为通俗作家立传的教授——记范伯群《草木篇》的生命力——记
流沙河政治上的龙卷风——记蓝翎泼墨写意绘风云——记任光椿有辣味的幽默讽刺家——记舒展白发
红颜春常在——记韩菁清乡村有个男子汉——记浩然开拓文艺心理学的园地——记金开诚30l“书是我
的红娘”——记韶华中国研究性文化的开拓者——记刘达临诗人当了杂文家——记邵燕祥卓有创见的
现代文学评论家——记严家炎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记郭豫适难忘师恩——记章培恒做个学者型作
家——记王蒙传记文学的新尝试——记冯育楠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天——记柳鸣九惜墨如金话《地火
》——记刘绍棠“牧马人”的大风歌——记张贤亮一位追求卓越的大学校长——记杨福家妙趣盎然的
风俗画——记戴敦邦停车坐爱书林香——记沙叶新探索人性的奇女子一记戴厚英他自号“邓争议”—
—记邓伟志一部《画魂》传千古——记石楠梅花香自苦寒来——记周慧珺杰出的体育评论员——记宋
世雄亦官亦民的好干部——记赵启正一个敬业爱才的老总——记丁法章“江湖夜雨十年灯”——记洪
丕谟点线面的魅力——记高燕梨园怪才——记魏明伦“跑出来的作家”——记叶永烈他扛起工人题材
创作的大旗——记蒋子龙寒星坠落文章在——记贺星寒当代散文一大家——记董桥他主编了本《文学
自由谈》——记冯骥才抓紧多写一点——记刘心武“一鸡三吃”写文章——记徐城北震撼大地的“千
钧棒”——记胡守钧球是圆的——记徐根宝不妨回首《白门柳》——记刘斯奋博览群帖写新意——记
张晓明称雄棋坛四十年——记胡荣华文化苦旅中的沉思——记余秋雨香港文人甘苦多——记黄仲鸣厚
积薄发写古人——记唐浩明功夫在画外——记蔡志忠“空中书城”的创办者——记温世仁写作是一种
习惯——记孙《杀夫》及其性描写——记李昂中国文坛的独行侠——记贾平凹为民代言的好作家——
记张平我认识的“雪米莉”——记田雁宁台湾畅销书者的“情感独自”——记林清玄武侠小说的奇才
——记温瑞安《智慧快餐》有智慧——记郑辛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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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被人嘲尚读书我认识苏步青先生时，他正在复旦大学任校长。
他生于1902年，青年时代留学日本，获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专攻数学，曾任几所大学的教授。
他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诗词好手、社会活动家。
“老被人嘲尚读书”，是苏步青先生为《新民晚报》撰文时的一句诗。
1986年我约他为“读书乐”撰稿，上门拜访，苏老在他复旦寓所的客厅里，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谈的是读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读书风气与社会风气的关系。
我临走时约他写写自己读书的体会，他欣然允应。
不久，寄来了千字文一篇，他在文中回顾自己四五岁时读私塾，以及80年的读书生活。
“老被人嘲尚读书”，是苏老的一句座右铭。
他认为：一生与书做伴，到老还要勤学，这就说明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性。
在《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创刊200期时，苏老到场祝贺，又写了一首七言诗表达心意，诗日：“
读书之乐乐无穷，二百期来创好风。
今日学人非晋代，必求甚解报陶公。
”我把苏老的诗稿装裱后放人一镜框，挂在书房内朝夕相伴，苏老好读书对后生的鼓励，对我一辈子
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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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小有收藏癖。
最早收藏的是香烟牌子，香烟牌子上有山水人物，还有格言，画工很精到。
后来，又收藏糖果纸，当时正逢自然灾害，买一粒高级糖果，要一毛钱。
我不吃糖，精美的糖果纸却成了我童年的收藏品。
“文革”开始，我搜集小贺年片与徽章。
上百张贺年片在搬家时不见了，但家里还有几十枚徽章，毛泽东像章品种最全，有金属的，有瓷质的
，有塑料的，还有一枚会在黑夜中闪闪发光。
后来，我收藏邮票、钱币、瓷器、木雕、藏书票及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我家里有六个玻璃柜，摆放的全是我走南闯北，到世界各地淘来的小玩艺儿，经巧妙安置，灯光一亮
，精美之极，令来访者惊羡不已。
但我一生收藏最多的还是图书。
我是一个与书有缘的人。
在我百日之际，父母放了许多东西让我抓，有金元宝、金算盘⋯⋯我舍近求远，抓了一本小书。
小学时代，我把零用钱与压岁钱积蓄起来购书。
到中学毕业时，我个人藏书有300册，可惜在“文革”时被当作“四旧”抄走了。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又把购书作为一种嗜好。
此时购书主要是为了获得知识，为自己写作时用。
至1996年，家中已有18个大书橱，藏书达16500册之多，因此被评上了“上海十大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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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珍藏的签名本》文字简洁，评述客观，语言生动，资料性强。
每篇文章附有签名《珍藏的签名本》影，名家手迹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可贵资料。
《珍藏的签名本》阅读对象为广大文学爱好者与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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