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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书札》

内容概要

《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由姜德明编著。孙犁同志来自农村，尽管久居大城市，在他身上仍留有农民的
烙印。他是一个非常淳朴而富有情趣的人。我们都喜爱孙犁的文字，朴素、精练、明快、自然。他给
人写信亦惯于直言，用笔则求其短。有时来信只改稿中的一个字，有时又要删去两行可能得罪人的话
，处处显示了他对文字的讲究，以及为人的谦虚谨慎。他不想节外生枝，一张小巧的明信片，或一纸
小便条足可达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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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书札》

书籍目录

小引 孙犁致姜德明 孙犁致姜德明（1980年10月——1995年7月） 孙犁致姜德明（年代失记书札十一件
） 为姜德明同志所藏孙犁著作题词 我看孙犁 孙犁印象 读孙犁的散文 津门小记 《少年鲁迅读本》 爱
情滋味 读《被删小记》之余 怀念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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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书札》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们很难想象一位困守大杂院里、远离红尘的老人，对于世事时俗竟了如指掌，
且能一语破的。没有深厚的生活阅历能行吗？本来以他的成就和地位，对这纷扰的世界完全可以一旁
静观，玩玩字画，翻翻古书，捧住别人奉献上的“荷花淀派”领袖的桂冠而自得其乐，可惜他只是摆
脱了一切俗务。实际上并非真正远离了红尘。相反地他常常不甘寂寞，说了很多别人不愿说或不肯说
的极易得罪人的话。这让我联想到远在上海的巴金，他不是也把自己关在武康路的一扇铁门之内，不
是也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却紧紧地拥抱着整个外部世界吗？巴金说得好，一个作家不是到处去凑热
闹，而是靠自己的作品去联系读者。他们的心是同人民的心一起跳动的。 孙犁的笔底究竟得罪了多少
人，很难说。 《文艺报》改版以后，约他写文章，他就奉上一篇《官浮于文》（见1985年7月13日《
文艺报》），警告我们的文艺团体不要办成官场衙门。这是逆耳之言。我佩服编者发表此文的魄力，
然而有的人也许会不以为然。 对于他相熟的老战友、老干部，他得罪了。孙犁公开宣布过，他不再给
别人的作品写序言了，而且说到做到。原来他给一位老同志的书写序时尽管说了很多好话，同时也讲
了一点缺点，结果对方表示不满。这是社会风气的反映。他的消极表态，实在也是对这种不正之风的
一种抗拒。他又写文章谈赠书的事，宣布此后不再把自己的作品签名送给朋友了。原来也是事出有因
。一位得到他赠书的老战友，随身带着他的书到处招摇，甚至闯迸人家机关的厕所去小便，也要把有
孙犁签名的书交给传达室当敲门砖。他为此写短文幽默了一番。可见在解剖人情世态方面，他的笔是
冷峻无情的。 谁都知道，对于中青年作家，孙犁绝不是那种冷漠的人。从他多年来与无名作者的通信
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同青年的共鸣。然而他也有感到寂寞的时候，那是在某些成名之后的中青年作家
变得娇脆起来，只愿听赞扬，不愿听不同意见的时候。请看他在《谈鼓吹》一文里沉痛地总结经验说
：“对青年，初学写作者，已经步上名家高台的，也就不去鼓吹了。理由：凡是青年，初学写作者，
还都处在步履艰难阶段扶他一把，哪怕是轻轻的一把，他也很容易动感情，会有知己之感。就是批评
他两句，指出他一些缺点，他也是高兴的。如果他平步青云，成了红人，评论者蜂拥而上，包围得风
雨不透，就不要再去沾边，最好退下来，再去寻找新的青年，新的初学写作者。因为此时此地，对他
来说，过去那种鼓吹法，已经不顶事。他需要的是步步高的调门，至于谈缺点，讲不足，那就更是不
识时务了。”（见1985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地》）话说得有点冷厉，可是对于一个真正的
作家来说，岂不是带有警喻性的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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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书札》

编辑推荐

《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Page 5



《孙犁书札》

精彩短评

1、“觉得古人写信，虽简短，多应酬，却也真有动感情的地方，也能表现处世交友之道，也反映不
同的社会风气与士大夫的风格。”今日读孙犁信札，亦然。
2、这是孙犁致姜德明的信件的总集，四色彩印，原件照片和释文互相衬映，即有阅读审美价值，又
有收藏价值，喜欢孙犁的朋友不可错过。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犁全集》和文汇出版社的《孙犁文
集天津日报珍藏版》有关信件核对了一遍，发现本书漏掉一篇，不知何故。另外，本书收录的孙犁信
函都是原汁原味，而目前公开出版的孙犁信函都是经过孙犁手定的，与原信函有些出入。
3、原信出的，买了4本。
4、装帧风格淡雅，可惜鲜见毛笔书札，少了些许味道
5、挺有意思的一本书，以后想多读读孙先生的书了呢。
6、孙犁是最爱惜纸张的，裁剩的纸条一两指宽也可用来写信。
7、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身只待化尘埃。——孙犁
8、姜札比韩札质量高，释读有小问题。看到一有趣处，容后述。
9、孙犁本身就是名牌。物流很及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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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书札》

章节试读

1、《孙犁书札》的笔记-第50页

        德明同志：
收到惠寄徐一士著作，此系我想读而又难买到者也，甚为感谢！三十年代，京津大报连载他的随笔，
然当时正追求革命文艺，不屑一顾。今老矣，反觉此等作品较之煊赫一时之所谓文学创作，对人更有
用处，故多方搜罗读之不厌。前蒙绍介之《春游屑谈》①，已托人购得一册，虽略有残缺（只剩一本
），已经修补完毕，已读半册。故知兄所提今日以此体飨青年之说，恐不合时宜，收效不大也。不知
然否，请裁定。
       祝
好
                             犁
        （1986年）1月27日“三十年代”原信作“卅年代”。此书释文大致不错，但也有类似的改动，多
是日期。写信时为求方便，孙犁先生多作简写，而此书皆改之，殊属无谓。如P69所收原信作“七.七
”，释文改作“七月七日”。八十年代孙先生所寄明信片上日期多用阿拉伯数字记作X/X，释文皆改
成中文数目字的某月某日。诡异的是，信末的日期，无论孙先生格式如何，皆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上
引。这里大概是因为某种出版规范的关系，但释文应忠实于原件，这样的改动，终究不妥。
注释①《春游屑谈》随笔丛刊，张伯驹等著。应是《春游琐谈》，估计前面用了“不屑一顾”，结果
后面写书名的时候，孙先生就把自己带到坑里去了。。。囧。。。但是注释继续错，就不太应该了。
《春游琐谈》有1984年7月中州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孙犁先生所得的，也许是最初的线装油印本（前后
共六册，据说第七册也已编好，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开印），故有残缺和修补之说。不过，若六册
只得一册，恐不能只说是【略有】残缺，也可能托人购得的就是中州古籍版，大概是书店的尾货，只
剩最后一本，书品残次，甚至可能有缺页等毛病，故曰略有残缺，故有修补之举。而且有说法《春游
琐谈》油印本每册只印了一百本，若真如此稀少，大概也不是那么容易托人购得的。
最后，此信年份，姜德明将其定为1986年，是错的，应该是1985年。证据是，P44所录2月14日信（年
份定为1985年），使用的明信片甚至邮票与此信完全相同！显然属同一时期。P44信件开头就写道前惠
书敬悉。《一士类稿》已读三分之一。全信谈得也都是此书。可见1月27日信中的“徐一士著作”就是
这本《一士类稿》（大概是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的《一士类稿 一士谈荟》合印本，孙犁信
中提到“此书系重排，改为简化字，标点符号亦有改动”，正符合书目文献版）。P42所录12月31日信
（年份定为1984年，信中提到当年初版的《远道集》，年份应无误）中有这样的句子同时你前来信提
到的，要用笔记体招揽青年读者与1月27日信中“兄所提今日以此体飨青年之说”前后呼应。
大概这本书里纪年错误的信件还有一些，虽然孙先生写信不写年份（大部分人都不写啦），姜德明收
藏的时候也没有按时间顺序整理，时隔多年，再来断定年代，当然不免错误，但P44和这封信用的明
信片甚至连邮票都是一毛一样、一毛一样、一毛一样的唉！这也搞错。。。姜德明你是不是太不上心
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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