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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衣文录》

内容概要

自来藏书家或爱书人常有把自己的书重新包装以利保护的习惯，也有在书上写写画画的传统，孙犁也
不例外。但他把书皮上的文字发展成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自由随意、精短隽永的文体，是别
开生面的独创。
文革后期，孙犁虽然从“牛棚”、“干校”解放出来了，但仍然不能正常地发表文章，便利用废纸来
包装发还的旧书，同时在“书衣”上写点文字。后来这些文字整理发表，成为新时期一种独特的文体
，被评论家称为“是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
造的一页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1998年，由刘宗武编汇的《书衣文录》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并加了少量注释，受到广大读者与孙
犁研究学者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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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衣文录》

精彩短评

1、2014.冬初.
2、有几处涉及私生活，很好玩。
3、每到夜晚来临，就觉得无所事事得太久了。。。。。
4、衣
5、都是抱怨，作者挺悲观的
6、简直是豆瓣我读阿
7、读的电子版，零零散散乱七八糟，其实书一定是好书，只不多电子版实在太乱。
8、1 书衣。孙犁是爱书之人，为了保护书籍，他用硬纸给书籍包上书衣，并题上文字。这些文字收集
起来出版，就有了这本书衣文录。

2 文字。从所题的文字来看，有的是读此书的感悟，有的是谈得书经过，有的与此书完全不相干，记
得是生活中琐事，类似日记。孙犁晚年心情灰恶，他之醉心于包书衣，一则是因为爱书，但更多得是
排遣寂寞，打发时间。

3 性情。周恩来的去世，孙犁书之再四，言辞悲痛，但对同一年去世的另一位伟人，却不著一词，可
以看出他的好恶。

4 有人将孙犁与沈从文，汪曾祺相提并论，我看孙在文学才华和学养上都有所不及。孙犁早期的文字
清新喜人，到晚年却越来越沉重，可以看出艰难岁月在一个耿直文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9、謝謝安陽
10、很早就读过的一本小书，非常棒，很清新的文笔。。。
11、2001-第三十四本
12、小趣
13、装帧素雅。可以看成是独特的读书记，也是日记片段，可以在里面读到“十年浩劫的社会生活的
某些侧面，如抄家时的情景，与造反派的对话~特别是周总理逝世时，他和周围的人的悲痛心情~还有
对作家作品的精辟评述。自然，更多的是记录了他个人的'心情行迹'。”类似今日的朋友圈。去凯里
的火车上读完。
14、其实是<<书衣文录>>
15、好题材遇到烂的整理者。
16、很有意思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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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衣文录》

精彩书评

1、1 书衣。孙犁是爱书之人，为了保护书籍，他用硬纸给书籍包上书衣，并题上文字。这些文字收集
起来出版，就有了这本书衣文录。2 文字。从所题的文字来看，有的是读此书的感悟，有的是谈得书
经过，有的与此书完全不相干，记得是生活中琐事，类似日记。孙犁晚年心情灰恶，他之醉心于包书
衣，一则是因为爱书，但更多得是排遣寂寞，打发时间。3 性情。周恩来的去世，孙犁书之再四，言
辞悲痛，但对同一年去世的另一位伟人，却不著一词，可以看出他的好恶。4 有人将孙犁与沈从文，
汪曾祺相提并论，我看孙在文学才华和学养上都有所不及。孙犁早期的文字清新喜人，到晚年却越来
越沉重，可以看出艰难岁月在一个耿直文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2、我很喜欢读书信、书话、序跋类书籍，此类读物不拘泥文体，没有条条框框限制，作者行云流水
、就熟驾轻，读者徜徉其间，轻松自如、遐想翩翩。孙犁老人实属大家，其文平和、淡如荷花不着粉
黛，其人倔强、恰如莲叶遇水不浸。该小书装帧精美、用纸考究，实为山东画报又一力作。耕堂藏书
颇丰、其书衣文录笔走龙蛇，别具一格！孙老久居沽上，该书由津沽著名书法家王学仲题签可谓增色
不少！
3、　　小时候家里存有耕堂老人的《铁木前传》的，至今记得那异常恬净，又异常精神的文字。分
明是弥满了战争时代硝烟和动员、工作和辗转的紧张气息，无心无迹的读下去，却只觉得手艺人工作
的热闹，紧张，有趣。孩子们也自觉地参与进去，做点力所能及的活计，全神贯注的随地嬉戏，到处
是童年特有的干净、踏实和快乐，老铁匠和木匠实实在在的交情，人们紧张而亮堂的心劲儿。心里真
是起了异常的震动：那样的时代，可以容许这群脱胎于农民的手艺人和他们的子女，只是坚守着高贵
的对生活的信仰，凭着一股儿韧劲儿单调而朴实的生活下去，而细节都闪烁着明亮的，黑铁一样的色
泽，有一种精力弥满，特别快活又微微惆怅的劲头儿。　　而那时阅读的文字，都象张三丰“太极初
传柔克刚”一样，是精神焕发，恬净，简洁，又异常有力的。全是安静里读出的生动机趣，没有一点
花巧的。　　也有积年的旧语文课本，刚识字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上面就有老人的名篇《白洋淀》，
现在捧了这两本薄薄的《芸斋书简》，才知道幼时觉得明亮、朴实的文字，其实编选时做了大量有损
文字感染力的删节，老人在一封信里回答语文编选委员们无知然也是情绪高涨的质疑，平静的，执拗
的，为了保留那些口角生动、带了白洋淀新鲜而明快气息的对白一点一点的执辩：不，这一段不是影
射什么，那一段也并没有轻视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通篇读来，这样认真的细致的分解，字里行间，
通是浓浓的无奈的荒谬感。　　芸斋书简陪伴着度过了两个下午和夜晚，心里仍是蔓延了幼时那样强
烈的震动。老人的文字之美，是如正直而简单的芦苇，天然带了天地的风露之清美，庄户人的朴实温
厚的。本意是希望买到老人的《书衣文录》，我是喜欢读书的人，愿意看看这位以爱书成癖闻名的老
人，在晚年如何细致的爱惜着那些古书，又默默的和古书的文字后面站着的一个个高贵而遥远的灵魂
交流的文字。　　现在仍然想看耕堂的书，不只书衣文录，风云初记，耕堂劫后十种，我想看全部。
　　只要是真心的喜欢一本书，愿意去汲汲不断的追寻，这世界上本没有寻访不到的书。我是有这样
的自信的。其实道理和找一个人一样，只有你不想联系，不想去找，即使对方刻意隐瞒行迹－－其实
并没有找不到的人。　　在网上搜索老人的资料，意外找到了老人新时期出版的大部分书籍，在一家
网上书店原价出售。异常快乐，欣喜之余，写下这些文字。老人在答复那些为他作传的信里，反复认
真的说：评论一个人的作品，要清楚作者的生活环境、经历和思想气质。别人为他作传，也是希望细
节准确，简洁而传神有力。那么下一次为耕堂老人的书作笔记，应该是在极廓大清和的快乐之后了吧
。　　又：芸斋书简是老人历劫而得以保存的少量信件、和新时期部分书信的结集。有几封说到做人
、评论的种种道理，又提到临贴、赏玩瓷器的心得，偶然有读前人书籍的体悟，可以从中见到老人晚
年抒写书衣文录的心境。有一篇写给纪昀的后人，较为详细的述说了纪昀的为人及《阅微草堂笔记》
的价值，很是喜欢，算是与耕堂老人有了一点精神交会的光芒。书里提到老人在浩劫中，曾与一名年
纪相仿的中年女子通信，达一年之久，信件积四百余封。后均手付一炬。真是令人想往，慨然不已。
早年写给朋友的信里有几处口角异常俏皮，如抱怨写作受到家人打扰：她们（指母亲与前妻）采取了
轮流骚扰制来这里小住。读之莞尔。
4、先说一句：这个ISBN号和封面明明是《书衣文录》的，怎么变成《芸斋书简》了呢？似乎二者用
的一个书号啊⋯⋯这本小书确实奇特，说不清题材，是日记、随感或者书话，甚至字帖？从小看哥哥
给书包皮，心里笑他因爱惜书却遮了本来挺漂亮的封面，有点出力不讨的感觉。今日却见了另一个有
同样爱好的老头儿，而且边包边写，烂纸碎册皆成尺牍，几十年不缀，思之慨叹。书中多记为书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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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衣文录》

之趣，如《广群方谱》（67页）上所记之第二条：“余近年用废纸装书，报社同人广为搜罗，过去投
入纸篓者，今皆塞我抽屉，每日上班，颇有所获。”读之大乐。另有句：“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
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袋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怔也。”让人愕然后捧腹心仪。
又多有直率可爱之处：“有一年不外出散步⋯⋯仍到胜利路一带，车辆增多，污秽如故，择路而行，
小心瓦砾。此种散步，不如闭户。”（《古今小说》书衣，67页）“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
《梅村家藏稿》，87页）。并多有日记样字句，无论大小事体，皆随手书来：“地大震，屋未塌，书
亦未损，余现亦安，能于灯下修书，可知命立身矣。”（《诗品注》，90页）于唐山大地震时竟先担
心举家安身之屋，再书，末才及己。又如九十五页等处借书之遭遇不同述及文革中人之际遇，让人倍
觉感慨。更有因书内容为宾礼，婚礼而思及自身的一则，不经意间让人读之欲泪下：“吾出征八载，
归而葬父；养病青岛，老母去世未归；‘文化大革命’时，葬妻未送。于礼均为不周，遗恨终身也。
”（《吾学录初编》，168页）另有述及罗振玉和周作人诸君时，好恶分明，字句毫不模糊。而论及日
记和白话等文事时，也甚有见的。最喜其对今日书籍装帧的不满：“过去的书籍，没有广告。顶多有
些本店出售的书目。目前的书刊，从封面到封底，都是红红绿绿的广告，语言污秽，形象丑恶，尚未
开卷，已使人不忍卒读，隐隐作呕。这些往日的线装书，则是一片净土，一片绿地。磁青书面，扉页
素净，题署多名家书法；绿锦包角，白丝穿线，放在眼前，即心旷神怡。”虽则此种线装古旧书已经
难见，可近日越来越为恶滥装帧所苦，所言深得吾心。这书又选了多幅手书图像，虽外行也可知老头
说自己字烂过谦了。忽然也有了包书的冲动，题字不敢，单是对自己都未曾临幸过的那些书的抚摸和
熟悉，就足以让人快活无比了。这书真的给人一种从一个全然不同以往的角度观看的快乐，恰如作者
述及的那句终于查到的本不知出处的偈语：“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拉拉洒洒竟讲了这许多，
赶紧结了！孙犁曾居青岛休养，书中偶有涉及，一处犹如亲见：“去年此时，一小鸟扑入室内，方思
永伴，又受惊一逝不返。余在青岛时，伫立海滨，见海鸥忽下浴于海水，忽上隐于云端，其赴如恋，
其决如割。痴心相系，情思为断。小钟嘀嗒，永志此缘。”
5、把《书衣文录》看成一本微博集，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短一点的，直接发了；长点的，弄个长
微博。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微博，如果有的话，耕堂老人会不会把那些文录写成一条条的微
博？想想如今微博界以读书为主旨耕耘在微博上的，名头响的，首推@鹦鹉史航。瞧瞧这人的系列单
口相声《史航说书》，觉着也蛮算他的同道人。可是细一琢磨，又不对。以耕堂老人文字的典雅精当
，定不会输给史航，可是要论粉丝数，肯定不是史航的对手了。原因很简单，一个愿意清静的老头，
那里会比得上时而口吐莲花，时而骂人奇绝却不带脏字令对方气绝的鹦鹉呢？他活动范围太广，你看
他一会儿和文艺青年厮混；一会儿又跑到影视圈里侃大山。所以，炫书不能算是他的主业，业余爱好
而已。我眼界浅陋，其它的同道人不了解，差可比拟的，只有@藏书家谢其章 了。在这本书里能看出
耕堂老人在患难当中的悲苦，还有苦尽甘来的欢颜。这个分界线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界，前
后的几幅照片也很应景，两项对照，能看出劫后余生的欢悦和欣喜。书的后记里，已经把这本书的存
在的意义说的很明白了。并且还把这种读书记的体例向前推进到宋代。宋晃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
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这部分是读书记的这类书的鼻祖”。我记不清是在什么样的书里得
知耕堂老人有这些文录。首次接触他的文章肯定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的课文里有他最著名的小
说《荷花淀》。读高中的时候，学校隔壁有个破败的图书馆。冷清如同古庙，诺大的院子，植了几株
干巴巴的小树，也看不出是什么树种。我肯定是在那里的破旧图书里知道了孙犁更多的文章，同时也
知晓了他有过如此的文录。知道之后，就想着哪日才能得窥一眼，了却痴迷的心愿？现在算来，已有
十多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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