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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斋鳞爪》

内容概要

此书为作者近年新发现、整理、考证的有关周作人的史料论集，分三辑撰写，对于今人清晰了解苦雨
斋主人周作人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其中涉及周作人“落水”前后的一系列事情的多篇文章，很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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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伊绯，四川成都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曾游学法国、印度等地，长期从事人文领域多学科互
动研究，特别关注民国思想史、公共史学、园林美学等多个专题研究。已出版专著、编著约20部：《
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民国温度》《民国笑忘书》《听园》《胡适的鳞爪》《民国斯文》
《1939最后的乡愁》《苦雨斋鳞爪》《左右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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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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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斋鳞爪》

精彩短评

1、作者书中强调——人们常说不要因人废言，但反过来却”因言废史“，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周
作人的文章固然好，但其投日事伪的史实，却历来为喜爱他文章的读者研究者们所讳言。《苦雨斋鳞
爪》开了个好头，撇开美文看史实，原来真的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众多闻所未闻的佚文、见所未
见的史料，就此拂去尘埃，还周作人本来面目之一斑。
2、内容不错，以资料见长。印制太粗糙。
3、知堂的“落水”事实，往往令后世研究者天然立于道德制高点。研究知堂，固不必挖空心思作“
翻案”文章，却也不必时时挥动大棒吧。
4、资料辑集不错，文笔不佳，思想平庸。
5、还是有一些料的。
6、资料丰赡，见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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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购读此书，自然是因了知堂的缘故，想多看看不同人对其“落水”的解读，这或许有助于对中国
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了解，至于“落水”的事实本以为是无需再辩的。读了两篇，却觉四平八稳无
甚提神之语，这在众多知堂的研究者中应该是无法出彩的，遂与书友说大可不必读，确实读过钱著周
传，舒芜所论的“是非功过”后，后来者若想超迈亦并非易事。然而，再往后读，不由心生疑惑，作
者预设了无数风车之敌，俨然自己是最果敢最清醒者，知堂“落水”乃铁案如山，可这还需要作者来
断定么？我读书不多，因对知堂的文字有偏爱，所以也多少留意了关于他的研究文章，似乎未见如许
多要为其翻案的，研究者探究的多为其为何“落水”的背后的或者说思想深处的因由，至于说到不可
“因人废言”，我想说这个成语，已然是先就认可了其行为的不为人所好罢，但又并不因为其不好的
行为而忽略他之前之后在譬如妇女、儿童、民俗、教育等问题上的观点与建言，我想这才是为何我们
要读书的理由之一。如果只为了判定某行为的对错，这世间恐怕真的多你一人不多，少你一人不少，
价值又在哪里呢？为了不因言废书，我也说说此书的好处。作者收录了知堂致徐祖正的五通书信；234
页的书用29页的篇幅全文收录了1935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刊于《世界日报》的周作人的访谈录；同
年12月13日、15日、16日刊于《世界日报》的周作人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讲演全文《新闻读者的苦
口谈》；刊于1928年7月16日《世界日报》的《关于北京大学等》。虽然也未见什么特别的价值，但保
存资料总是好的，尤其对于我这样寡闻的读者，能集中的看到要感谢作者。至于作者关于《游仙窟》
校注版本、珍本丛书及《雅言》的钩沉，倘若能少一些字里行间不时挥舞的大棒，文章的格局或许会
大不同。当然，这只是我浅陋的一点读后感，有想读的书友也不必太在意。作者自然更无须在意，文
字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砒霜蜜糖，管他球呢，开心就好。
2、书中的这些“鳞爪”，无论作为研究周作人“落水”前后心路历程的史料汇辑，还是作为普通读
者深入了解周作人其人其文的辅助材料，都是可圈可点、难能可贵的。总之，该书算是为周作人研究
类读物开了个好头，也可算得另立了一个“山头”，比之时下那些只整理原作原文，或只畅谈书话版
本的同类读物，可谓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了。
3、周作人研究曾是禁区，可以触碰乃至放开以后，亦是几经波折，起起伏伏，近些年大致是正常化
了。在这波澜不定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在作品出版、材料整理、文学研究、思想
研究、翻译研究等诸方面出了许多成果，值得赞赏。不过出版及研究的广度及深度，远未到达穷尽的
程度，仅在史料勾稽上，也是大有空间的，如新出的肖伊绯所著《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在
勾隐抉微方面，有些值得一说的东西。关于佚文，有一篇周作人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名为《新闻读
者的苦口谈》的讲演（刊载于1935年12月《世界日报》），此文对了解其新闻传媒观念是很有益处的
。不过讲演稿能否入知堂集外文，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不能肯定作者本人是否审定过此稿，若仅凭记
录者的整理，其可靠性要打个问号。如鲁迅生平的多次讲演，亦有他人之记录登载报端，鲁迅看后弃
之不用，因与自己的原意差异极大，不能承认，文集不收，《鲁迅全集》自然也不收。知堂的这篇讲
演稿，虽读起来颇符合其口吻，但未有确定证据之前，也是要慎重的。另有一篇《世界日报》记者茜
萍所写苦雨斋访谈记《小品散文家周作人》，长一万五千字，连载十三次（自1935年10月19日至11月1
日），可谓篇幅不短的佚文。虽发现者云“是研究周作人1930年代中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史料”，不过
我读后，似并未发现多少新鲜的材料，多是老生常谈，可供参考不多。一是访谈记面对大众读者，平
面介绍是其抹不去的特点；再有，这位记者未必深研知堂作品，她固然做了许多功课（文中有不少篇
幅显然是撮要现成的资料），但要说怎样深入了解被采访者的创作及思想，似还谈不上。更有不太好
的地方，如这样的语句，“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要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方
才觉得有意思”，这是知堂自己文章（《北京的茶食》）里的话，记者直接拿来，不做任何说明，不
明就里的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记者的妙语，是不应该的。较能体现作者考据功力的，倒是对周作人一
些名头不小的文章之钩沉。如收入《看云集》的《读&lt;游仙窟&gt;》，围绕这篇书评，作者索隐出一
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界短时间内推出两个《游仙窟》版本的公案，有意味的是，周作人这篇书评
虽以学术名义，貌似公允，其实却是“软文”，抬高自家参与校订的版本，打压另一版《游仙窟》（
陈乃乾校订）。这番考据是颇有意思的，将习见的文章放回时代的背景中，立时现出另一种样貌，显
然会增加读者的认知。收入《风雨谈》的另一篇《梅花草堂笔谈》，作者所做的考据亦好。以往多关
注知堂此篇文章捎带回应了数年前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倒未必在意，而知堂此文的缘起，其实是因领衔这套丛书的“赞助校阅诸先生台衔”第一位，总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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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表示吧。“但一贯反对古文、一向针砭传统的鲁迅是肯定邀约不了的，而周作人的加盟与置顶，对
于该丛书的文化影响力与营销效果却是等同的。因为如此一来，文学界、文化圈、公共知识分子里的
论战就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周氏兄弟及各自阵营，如果因此有所摩擦、有所交锋，这部丛书自然
就成了争相订阅的俏货，自然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参考读物。”将文化人与商业出版并置在一处考量，
复原原有的复杂文化生态，是有启发意义的。读《苦雨斋鳞爪》，亦可看到作者的研究心态，不仅主
体文章指向性是明显的，且多喜“卒章显志”。如，“奇特的是，至今仍有人为这位曾贯穿旧北大、
北平大学、伪北大整个变迁历程的‘老教授’折服不已、追捧有加，不但要屡屡高举‘不要因人废言
’的公理大旗，还更要以‘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这种周作人自己发明并主张的，这
样堂皇高深的理论，来为其投日事伪做‘大义凛然’的辩护”，“种种因喜好其人其文之故而为之翻
案者、视若无睹者层出不穷，各种呼吁不要‘因人废言’者，各种无罪推论，抑或从所谓‘人性’高
度来为其开脱者，都大有人在。在如此种种‘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观照之下的‘落水’疑案，
始终有点云山雾罩、一说便俗的微妙境地”。这些话语，表面看起来似没什么，不过，细读之，却有
许多值得探究的东西在。据我的视野所及，“折服不已”、“追捧有加”、“无罪推论”、“云山雾
罩”、“一说便俗”云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在周作人研究界，如此草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更
何况类似于“层出不穷”、“大有人在”这样严重的论断。周作人落水一案，本无“非”处，这是研
究界的共识，舒芜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
题》，“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证据确凿，就是如此。至于说以‘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
’为周作人辩护，不知具体所指，又如何辩护？我也是读过这方面的文章的，倒是重在剖析，力图进
入时代的情境与周作人的思想流变之中，挖掘历史的本然。“抑或从所谓‘人性’高度来为其开脱者
”，自人性的角度去研究本是一种方式，但一加上“所谓”二字及引号，显然变为讥讽，其实大可不
必；“‘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观照之下的‘落水’疑案”，若说这个“疑”是指落没落水之疑
，当然要驳斥之；但若是指落水已定，意欲探究是中原曲之疑，却是学术研究之本义，无可指责。鲁
迅、胡适、周作人，可以说是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不同人生道路及思想途径的三个典型代表，
而周作人的跌宕起落之命运，几乎无人出其右，其中隐含的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思想隐曲，可以引起
太多人的共鸣及殷鉴，这也是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重启、持续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对他人生中
的最大“跌跤”，“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之观照，恐即是理所必然，理所应当。对研究心态的
辨析，并未否认作者钩沉史料的努力，只是因学术研究本应是客观理性的，不必有太多不平和的情绪
掺杂其间。在对任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研究中，其实都是适用的。（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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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苦雨斋鳞爪》的笔记-第3页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有误，应为“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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