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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上之书，数不胜数，每天还以成千上万的数字增长。
这浩瀚的书海，谁能穷尽？
有了这许许多多的书，为何还要添上这一本——《悦读MOOK》呢？
当你阅读《悦读MOOK 第十卷》，你会发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是一本有关书的书，是会激起
你阅读兴趣的书。
《悦读MOOK 第十卷》将带你走进茫茫书海，不仅有学者和专家帮你指津，还有一些书界人士为你剖
析书坛风云，使你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图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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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褚钰泉，《悦读MOOK》主编，原《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著名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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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知足常乐”话吾师——写在巫宁坤教授米寿之际议论风生　从“神鹫”
到“蝴蝶”　可怜几许文抄公　人无完人——说李广忽然想到　“礼”的延续　问责文坛记痕　主编
之难与主编之惑——期刊主编挨“板子”记　一个理想追求者的内心独自——读沈霞日记　沈霞日记
选（1942年1月）悦读一得　重返“往昔”的现场　希腊之道　读红手记，说说《葬花吟》书与插图　
没有字的故事我和书　《砥碧山房诗钞》购得记　遭遇格林域外风　很像中医的西医学　贝利亚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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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悦读MOOK》（第十卷）>>

章节摘录

时尚和风气的演变我从童年起就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但我懂事较晚，当时只把周围的那些事都当稀奇
看而已。
但回忆起来过去的所见与今天相比已有许多的不同了，令人感到人世的沧桑。
回忆过去的所见所闻，我感到若有所失，好像这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些。
看现代人演的电视剧，我总感到现在人其实已经不太知道多少当年的真实情况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事还勉强能演得像，一九四九年前的事就演不大像，抗战前的事就更不像了，由得那些浅薄的导演打
扮古人。
其实从我当年之所见，觉得许多都是在按现代人的想象在演古人。
就说最简单的事，人与人说话的姿势、模样和神态，尤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已有许多不
同。
以前人与人说话是很谦恭知礼的，不像现在演员演的人物那样粗鲁和轻浮，在尊者面前会肆无忌惮地
动手动脚、大声嚷嚷。
至于女演员除了穿着，不知道当时的妇女内在精神，即使是穿着方面也不是很像。
国民党的军人也很难演得像，因为那时的军人都是光头，在长官面前是肃穆的。
要演更远些的时代，清朝的戏要容易些，只要拖根辫子穿上马褂就让人感到大致上像了。
因为现代人很少见过满人的形象，不过神态仍很不像。
因此我很少看现代人演一九四九前的戏。
《宰相刘罗锅》这部戏应说演得还是不错的，演员的素养都比较高，虽然故事是虚构的。
但刘墉提着他的“一桶姜山”去讨皇上的欢心，用的是个白铁皮的桶，这就显得太粗糙了。
乾隆皇帝那个年代（十八世纪中叶）大概还没有白铁皮（镀锌铁皮）吧？
当时电镀还没有发明。
他至少应该提个红漆描金的小木桶。
须知当年大户人家有所谓大户人家的家俬。
过去的人物形象的消逝，换来了新的一代人物。
几十年来社会有进步但也有失去的好的方面，并不都是新的都胜过旧的。
但总的趋势人类在进步，中国在前进。
回想起这些方面又让人思索世道的变化是否都代表着进步？
随着时代的变迁，知识阶层中的人际关系也在演变。
从古书中能见到古人的交友和待人。
对朋友的真诚是感人的。
譬如清初顾贞观的“金缕曲一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首”中对朋友的真情曾使纳兰性德（出身满
族，当时的统治阶级文人）十分感动，是他向他父亲纳兰明珠（当时的太傅）再三的恳求，终于在五
年之后使得顾贞观的好友吴汉槎能从宁古塔释放还家。
顾贞观的这两首金缕曲是这样的：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首 　　季子平安否？
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谁慰藉？
母老家贫子幼。
记不起从前杯酒。
魑魅搏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
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
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
置此札，君怀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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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飘零久。
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宿昔齐名非忝窃。
试看杜陵穷瘦。
曾不减夜郎僝僽。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
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
但愿得河清人寿。
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
言不尽，观顿首。
一些古人的人际交往从文字记载所见是十分感人的，甚至有人因情同手足的穷朋友潦倒落魄、半生飘
零，会把那穷朋友接到家里来住，而自己出走三年，央求妻子和那位穷朋友同居，为那穷朋友生个儿
子。
因为古人把无后看得很重，不是说“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因此帮知己朋友留下后人，不至绝后断了香火，成了古人心中对待知己朋友应尽的责任。
他没有钱，无力帮落魄的知己成个家，就想到央求自己的老婆帮知己生个儿子。
当然今天不会有那样的人际关系了。
毕竟时代和社会都不同了，想法也不同了。
我在回忆和比较现在和过去的人际关系时，总觉得时代的变迁有条沟，后来就变得难于交上真心的朋
友，与人往往不敢深交。
怕自己无意中流露的内心想法，会被拿去“交心”，而其实我当初说那话并没有那样的意思，被人误
解或被用去邀功，以至后来无法自白。
这是令人害怕和痛心的事。
人与人之间要重新恢复彼此真诚相交，推心置腹的忠恕时代还需要时间，也许不是两三代人就能修复
的。
风气和时尚的变化最敏捷地反映在妇女的装束上。
首先应该提到中国的国粹三寸金莲。
这种式样的女子形象大概是为了使她们显得弱不禁风而娇小，走起来袅袅婷婷。
这种残酷的审美观害了中国妇女一两千年了。
缠脚这种残酷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把除大脚趾以外其余四个脚趾往下弯曲使其成为畸形，以后用大脚趾
和四个小脚趾的背面走路，这样着地的脚就小了，走起来好像水上漂似的。
古人大概认为女性应该像那样的形象。
我不理解古人怎么会以畸形为美。
女子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有说最早周幽王的褒姒就是缠足的，但缺少证据。
以后又有说是六朝时开始的或隋唐时才有的。
最晚有说与五代的南唐有关。
赵匡胤把李后主的小周后掳到宫里去了，就此宋王室就继承了缠足的风气。
反正缠足的历史悠久，不过都说是首先始于宫中，然后流向民间的。
但唐朝时的仕女能骑马出游，看去好像不是小脚。
如果今后考古学家在发掘古墓时注意女尸的骸骨，多注意一下足部骨骼的形态有无畸形，应该可以断
定缠足始于何时。
我小时候还见到过许多缠足的妇人，我的祖母和外婆都是小脚，但我的姨外婆们（外公的妾）都不是
小脚，我母亲也没有缠过脚。
民国时起开始禁止缠足，在城市以后就不再见到有年轻女子缠足的了。
但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仍有不少妇女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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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开始，学校组织学生下乡搞宣传，那时就在北京近郊我们亲眼见到过十多岁的大姑娘还缠了
脚，同学们都很诧异。
这种陋习今天已见不到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那时女性的胸部明显比现在低平得多，即使是照相馆橱窗里的电影明星大幅照片也能看出如胡蝶、阮
玲玉这样的大明星都只是胸部微隆而已。
当时流行着束胸，要把胸部裹紧，不让它显得突出。
我大了才知道生理卫生学里讲女性束胸不利健康，会造成以后不能哺乳。
我还在儿时，常听见那些太太们在发议论。
而太太们所议论的是哪家的女人胸部高挺“像个奶妈”，对比今天的世道有很大的反差。
今天妇女们忧心的是自己的胸部不够挺。
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见到了这种变化的苗头，那时中国还处在最严峻的时刻。
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的妇女用品商店大概是在困难时期之后开张的，我曾陪我新婚的妻子进去过。
那里有卖海绵橡胶做的空的锥形的胸垫，女士们可以买那垫子把胸部撑高些，大大小小都有。
那大概就是女性开始以胸部高挺视为审美标准的开始了。
今天又进而发展到用外科手术用硅胶袋隆胸，来个以假乱真。
妇女们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承认自己的美宁愿受这么多苦，甚至置有发生乳腺癌或乳房坏死的危
险于不顾，那种牺牲精神实在令人感叹。
早先在电影院里或公共汽车上等等公共场所是禁止赤膊或穿汗背心的，那指的是禁止男人那么穿，因
为那样显得不文明。
但从来没有禁止女性那样穿着的规定，因为没有人会想到。
而现实似乎正在出现一种女子穿汗背心上街的时尚，并且是露胸露腰的。
那样的装扮二00八年夏天已经在西湖边出现，也许不仅是杭州吧？
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已经反映在宣传敦煌艺术的形象上。
我从报刊上看见过现代塑雕艺术家制作的敦煌女神像。
就是丰乳和穿的露脐的像汗背心那样的紧身短衣的，把现代某些人的审美观加在古人身上。
目前这种女子形象主要见之于舞台演出或者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里，我想也许正在准备进入现实生活
中来。
身体的暴露也许算是一种时尚？
同时，西方社会提倡的以瘦为美的风尚，也推动着今天城市妇女减肥的浪潮。
听说有好些女子为了去掉腹部的脂肪去整形医院抽脂，有的因此造成局部组织坏死，在杭州甚至还当
场死了人。
也有为减肥而禁食，得了神经性厌食症的。
衣着和发型也是时尚和风气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再早的事就不必说了，就以我上高中说起，我上的高中铭贤中学是美国奥柏林学院办在山西的纪念学
校，为纪念义和拳运动时该校的几名来华社会服务的学生被杀而办的。
抗战时期铭贤中学迁到成都附近的乡下办学，那时仍有四五名美国教师在校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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