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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书话》

内容概要

黄裳的文章丰富而驳杂，既有杂家的广度，又有专家的深度。不过，作为一个个性色彩极为鲜明的文
章大家，在读书界广受欢迎的，还要算是他那况味隽永、笔致练达的书话和以美文笔法写成，兼具史
论色彩的文史随笔。

许是大半辈子浸淫其中的缘故，黄裳于“书道”中寄注的精力、情怀都非寻常人能比，而个中甘苦，
更非局外人所能充分体会和理解。这中间，既有“如同占领了整个世界”的大喜过望，又有“如后主
失却南唐”、“挥泪对宫娥”的无奈和失落的悲哀。读黄裳的书话，每每让人体味到前辈学人对书的
一腔痴情，这在书香之气日见稀薄，读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已几近广陵绝响。黄裳书话的另一重
特色，就是那掩抑不住更又挥之不去的书卷气。自然，这书卷气不是靠“掉书袋子”硬充进文章里的
，而是丰厚的学养和书呆子特有的“痴气”的一种自然流露。也正是因了这种“自然流露”，才使得
一篇篇看似不起眼的小文章，别具一种高远的气象和雍容的风度，十足大家风范。我想，也只有这样
的文字，才能称得上是书话；也只有这些寄情于文化山水的“苦旅者”，才能写好书话。

较之书话，那些言及明清易代之际家国变幻、人事更迭、民族冲突的文史随笔，似乎更能见出黄裳的
襟怀、才情和爱憎。黄裳关于治史，有自己的独到之见，那就是以一斑窥全豹，通过摄取、解剖三几
个关联朝野的焦点式人物，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至少是反映特定时代的一个侧面。于是便有了
《关于柳如是》、《陈圆圆》、《关于吴梅村》这样情理兼备的好文章。黄裳的这类文章，不同于一
般历史学家的专门著作，即所谓正史。他往往能突破旧史家的樊篱，将正史、野史、笔记、当事人的
诗文等，相互参证比较，努力发掘尘封在岁月深处的史实真相，并以此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流变的
脉络。加之他有藏书优势，材料自然比一般人丰富“鲜活”得多――这些东西一经他梳理考证，妙笔
点染，感性和知性、情趣和理趣、史事和诗情、人情风物和文史掌故、清谈娓娓和雄辩滔滔即浑然成
为一体，可谓文、质并胜，既见山又见水。这样的文章读来真是意趣盎然，如沐春风。而他于史、事
、人、情方面的见解和洞察力，更非寻常史家可比。

黄裳虽然是一位在古书中寻梦的“古典”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线装”，其文章的内在气质更是秉
承了鲁迅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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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书话》

作者简介

黄裳解放前在大学里学的是电机专业。毕业后先后做过翻译和《文汇报》记者。20世纪40年代，黄裳
的文章即已受到巴金、叶圣陶等人的赏识和关注，他的第一本书《锦帆集》就曾收入巴金编的“中华
文艺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以后，黄裳更多的是以藏书家名世。他的收藏以明清易代之际
的野史、笔记为专，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其庋藏之富，堪与阿英、郑振铎这些当代藏书大家比肩。
“文革”中被查抄的黄裳藏书装满了好几辆卡车，据说，其中一些珍品被觊觎已久的康生所窃夺。“
文革”后，黄裳先生文思泉涌，出了包括《榆下说书》、《珠还记幸》、《翠墨集》、《银鱼集》等
十几种集子，还在《读书》上开了《书林一枝》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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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书话》

精彩短评

1、很有味道
2、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黄先生在重出书时，不能把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语句去掉呢？如果说
这会影响到文章的完整性，尚有情可愿。但读后感觉去掉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损害文章的完整性和艺
术性，这就十分的奇怪了。
3、对我散文写作影响至深的作家
4、太闲适了
5、学周作人吧，造作。
6、读于杜厦图书馆
7、书话典范，当年手执一卷直当九阴真经。书人雅趣颇引发本科苏州、沪上淘书的兴味，俱往矣~
8、黄老爷子的书，四五年级时就借来读了，可算是我的古籍知识的启蒙。近日重读，感慨万千。黄
老爷子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浓烈的感情，非真性情人是学不到的。沪上某些学人也爱写点杂感文字，却
多难免捉刀气，大概学术文字是天底下最虚伪的文字，写多了真性情就不再了
9、黄裳这人写的东西都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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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书话》

精彩书评

1、《黄裳书话》（黄裳选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这个版本是黄裳自己选编的，还是有阅
读的价值，尽管其中所收的文字都在黄裳其它的书里多次出现。全书共四辑。第一辑谈版本之学，“
清刻之美”一篇尤为出色。第二辑谈书，“海滨消夏记”在貌似悠闲的读书里揭示大时代下的历史细
节，文字流畅自然。第三辑怀人，所怀之人皆与书有关。第四辑乃作者的访书记，书事游踪，融合无
间。书前有作者照片一帧、笔迹一帧，姜德明总序一则。书后有黄裳选编后记一则。再后面则是这套
书话的广告。其中《黄裳书话》乃孙郁所写。内云：“其文古而今，今而古；其意浅而深，深而浅。
”说的恍恍惚惚，真是善做广告。至于最后一句：“黄裳书话，读之如清风明月，林中甘泉，良多趣
味。”庶几得黄裳之书的几分神容。
2、黄裳文章，多不足道，只有书话一种，勉强可读。书话之中，又以抄书部分为最好。偶涉议论，
便落下乘。同为文抄公，黄公与知堂相去何止千里。盖文章之道，首重见识气度，此事关乎天性，最
难勉强，黄公其休乎？

Page 5



《黄裳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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