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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称黄裳为真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而其散文视域既雄放阔大，
又注重历史细节，深情冷眼，文简质腴，构建了一个极具魅力、巍然可观的“散文王国”；著名作家
和报人李辉关注和研究黄裳多年，称其为最后一位满腹经纶、才情纵横又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
“风流名士”！
本书收录了他的经典作品，举凡山川风物、历史人事、清雅书话、珍本题跋等，无不历历如绘、情理
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才识和灿然妙笔。
值得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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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裳，原名容鼎昌，著名散文家、记者、藏书家、学者。
一九四五年进文汇报社，任重庆、南京特派员、编辑、编委等职。
曾任军委总政文化部越剧团编剧、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
一九四。
年开始散文创作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撰有大量散文、杂文、剧评、游记、读书随笔等。
出版专集数十种，其中代表作有《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过去的
足迹》等。
译作有《猎人日记》、《一个平凡的故事》、《歌略夫里奥夫家族》等。
举凡清雅书话、珍本题跋、山川风物、历史人事等，兀不历历如绘、情理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
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才识和灿然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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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的故事古书的作伪西泠访书记谈“善本”谈“题跋”谈“集部”谈禁书书痴祭书再谈禁书《鸣凤记
》残本·复本陈圆圆杨龙友插图晚明的版画关于柳如是书之归去来《金瓶梅词话》的故事萧珊的书《
先知》江湖阿英的一封信《革命者的乡土》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春夜随笔“新”“旧”“红
学家”关于“自叙说”论焦大话说乌进孝古槐书屋碧蕖馆《版画丛刊》及其他往事回忆陈寅恪“寒柳
堂”的消息槐聚词人关于《管锥编》的作者绣鞋春灯燕子马瑶草消夏录关于《随想录》的随想涉江词
善本的标准诸葛的锦囊怕鬼的故事西太后与现代化慈禧太后吃饭韩信的哲学“蠹鱼”的悲与喜关于陈
端生二三事放翁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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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
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
乎也发生了疑问。
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方面吧。
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
。
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
贡献。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办法却不多，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
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
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
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
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
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
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
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
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
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叶。
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
梅》的“作者”，就将书叶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
中了毒。
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
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叶，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
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
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做。
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
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
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
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
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
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
这和图书馆的某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
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
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有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
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
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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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称黄裳为真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而其散文视域既雄放阔大，又注
重历史细节，深情冷眼，文简质腴，构建了一个极具魅力、巍然可观的“散文王国”；著名作家和报
人李辉关注和研究黄裳多年，称其为最后一位满腹经纶、才情纵横又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风
流名士”！
本书收录了他的经典作品，举凡山川风物、历史人事、清雅书话、珍本题跋等，无不历历如绘、情理
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才识和灿然妙笔。
值得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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