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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谈教训
　　
　　
　　“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人我之分
　　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如秽洁一样是人我之分
　　并无道德而教人道德
　　根据康德来说是属道德，并不需要圣人之言来规范自己，做自己
　　真货色从假货做起”
　　
　　一个偏见
　　
　　
　　“活得爽性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读完了《围城》再读的这本散文集，也许是对这本散文集期待太高，读完却只觉得《谈教训》《
读&lt;伊索寓言&gt;》和《一个偏见》写得不错。其他的，我感觉就是文学常识暴发户装逼文，当然这
只是我一面之辞。
　　
　　——写在人生边上
　　
　　http://jessfree.diandian.com/post/2012-03-31/14744692
2、钱老的思想文字都让人豁然开朗
3、特别喜欢钱老的文字 朴实与华丽的碰撞 字里行间都是才气与勤奋交织后的气息 高中的时候指望能
读一下《管锥编》 无奈发现实在是水平不够读不懂 希望以后能有空慢慢研读～
4、博览群书 将伊索寓言的那篇视角很新颖
5、钱钟书正是他书中论幽默一文中所写——真正有幽默的人。这样的人，不论生活在哪里，在何种
环境下，都能自有一番乐趣。（钱钟书是个吐槽大师，现在那些个段子手和他一比，简直弱爆了！）
6、吐槽达人，满书的揶揄讥讽，也是蛮刻薄的。
7、钱大才子！博学且睿智。
8、真乃大师！嬉笑怒骂，旁征博引，道明几多真理！
9、论快乐，人生中留恋不去的往往是痛苦的事情。
10、不得不说辛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太酸。跟鸿渐一样。这样说话不会得罪很多人么？
11、天地间有许多风景是闭了眼才看得见的 譬如风景
12、　　写在人生的边上 by钱钟书
　　窗 - 13-05-04 10:16 (笔记)
　　
　　原文：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
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
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
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笔记: 因为窗外世界遍布阳光就称其贱吗？并且后文又指出其使得环境懒洋洋。拥有＂贱＂特性
的阳光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难以想像。不过＂春日是要配在窗框中观赏的＂，十分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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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快乐 - 13-05-04 10:31 (笔记)
　　
　　原文：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
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
　　
　　笔记: 专注很重要。随着年龄增长，精气神要顾及太多琐事而嫌不够用，稍不小心就心浮气躁，
顾此失彼，随后恶性循环。逢这种时候，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我是串行生物，事要一件一件做，
饭要一口一口咽。
　　
　　论快乐 - 13-05-04 12:06 (笔记)
　　
　　原文：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
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笔记: 所以作为一个中庸的人，看到天使和撒坦同样心颤。
　　
　　论快乐 - 13-05-04 12:08 (笔记)
　　
　　原文：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笔记: 偶尔出点小岔子，未尝不是件好事。心态比较重要。
　　
　　论快乐 - 13-05-04 12:14 (笔记)
　　
　　原文：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
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
　　
　　笔记: 偏激。婴儿就很爱笑，他们不见得智力达到有幽默感的水平，更不是掩饰自己啥的。想太
多了。
　　
　　论快乐 - 13-05-04 12:17 (笔记)
　　
　　原文：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
场里的滑稽大会串。
　　
　　笔记: 幽默是小众？郭德纲中枪倒地。
　　
　　论快乐 - 13-05-04 12:19 (笔记)
　　
　　原文：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
　　
　　笔记: 再次倒地。
　　
　　吃饭 - 13-05-04 12:40 (笔记)
　　
　　原文：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
免于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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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 无用的东西在食物链上层呐。
　　
　　吃饭 - 13-05-04 12:48 (笔记)
　　
　　原文：＂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笔记: 八戒好萌。
　　
　　读伊索寓言 - 13-05-04 14:16 (笔记)
　　
　　原文：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
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
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
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
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
　　
　　笔记: 较实用的、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技能会被保留甚至提升，而较好的有利于精神层面享受的非
物质类存在可能就遭到无情抛弃了。所以，物质生活一定是在进步，精神生活就不好说了。
　　
　　读伊索寓言 - 13-05-04 15:02 (笔记)
　　
　　原文：牛跟蛙的故事：母蛙鼓足了气，问小蛙道：“牛有我这样大么？”小蛙答说：“请你不要
涨了，当心肚子爆裂！”这母蛙真是笨坯！她不该跟牛比伟大的，她应该跟牛比娇小。所以我们每一
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说是德。因此世界上没有自
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
　　
　　笔记: 悲观主义者就是在这点上钻了牛角尖。
　　
　　读伊索寓言 - 13-05-04 15:05 (笔记)
　　
　　原文：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成什麽一个世界、什麽一个社会，给小孩子长
大了来过活。
　　
　　笔记: 每个个体都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个体与群体存在相互作用。
　　
　　谈教训 - 13-05-04 15:13 (笔记)
　　
　　原文：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
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
　　
　　笔记: 天灾人祸是上帝控制人口数量的工具。那么希特勒在这个意义上也算是个天使。
　　
　　一个偏见 - 13-05-04 15:37 (笔记)
　　
　　原文：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
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
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
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乾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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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 没得说，梦幻一般的画面感。
　　
　　释文盲 - 13-05-04 16:07 (笔记)
　　
　　原文：假如苍蝇认得字——我想它是识字的，有《晋书。苻坚载记》为证——假如苍蝇认得字，
我说，它对文学和那位语言学家相同。眼孔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大，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
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
　　
　　笔记: 这是要谨记的。经常在深入研究某一领域后，不知不觉视野狭小，最后竟迷失方向。就像
啮噬类动物打地洞般，当然它们是专业的不会像我这么弱。
　　
　　释文盲 - 13-05-04 16:21 (笔记)
　　
　　原文：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
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
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 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
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
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
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
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
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
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
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
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笔记：偶尔难免禽兽一回。达尔文我错了。
13、诚如钱钟书自己所言，因为有那么一点说教味，不似其它作品自然
14、越是读书人，越刻薄得要命。
15、微言大义~~
16、最喜欢魔鬼那篇，感觉有几篇是在凑字数啊。。
17、　　短小精悍说的就是这本书，有智慧也有生活闲趣。
　　
　　虽全书有些观点不怎么认同，说实话这老爷子看人性的眼光太刻薄太刁钻，多一分是妆，少一分
是假，寻常人在他面前，不得不说感叹一句做人真难，顺带面壁自省。当然也正是这点得佩服先生的
阅历和智慧。
　　
　　最敬佩的就是他将自己的这些“闲来议论”称为在人生边上的注笔，随时批识。人生那么大，谁
又能有负有指导教训读者的能力呢。
　　
　　最后提一句，那篇《读&lt;伊索寓言&gt;》真正是毁童年啊。
18、跟美利坚趣味相投的人搞不来文学
19、那本应该是中英对照的。。郑雅丽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我估计。。
20、意识流的思辨，满打的书袋，对着每一个标题做思维的游戏，戏谑的词锋笔法。
21、淘气
22、钱钟书的小品，小聪明，俏皮中有智慧。
23、　　好的书可以写得很短的,就象钱大师那样写在边上,做注释但通感,人类的文字游戏在他老人家
那里都是可以运用自如的,感叹这样的大师现在没有了,季羡林算是半个大师.
24、钱老简直嘴炮max⋯学识太渊博了 再版后记看得我好感动 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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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论快乐》
　　真正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
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享受（enjoy）和体验(experience)的旅途，那么快乐相对于短短的一生是无
止境的。这个世界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多样性，足够可以折腾的空间。你可以走进各行各业，高矮胖
瘦，贫富愚智，刻板幽默的人的生活中，从而开启一扇新的窗。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
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蕴含着无穷的快乐，只需一颗豁达随性的心，就可以体会其中的欢愉和幸福。钱
老爷子说的神仙不好是说时间上，但是神仙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生老病死，不会像凡人一样在享受过
程中，受到肌体的牵绊。修仙得道看来是不太可能，好在还有现在的科技可以帮我们延长寿命，提高
生命质量，享受快活直到生命终结。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
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
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
　　---一方面说自身的心态决定了对周遭的感知，另一方面更应强调，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应该保
持一颗平静的内在。
　　
　　《说笑》
　　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
，像口吃，像口头习惯于，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
、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幽默是对单调平庸的反抗，有时表达直接，有时用反讽，有时需要听众，有时自己就可。我有
时走着路，看到景，或者想到事，也会笑出来，旁人看来觉得奇观，只有自己才知道缘由，这种感觉
挺好的。美国社会中，自嘲非常重要，而且尺度往往很大，这其实能突显美国人乐观和思想自由的一
面。
　　
　　《谈教训》
　　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
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
　　---从希特勒到日本的战犯，再到当初美国南方农场主对奴隶的态度，这种思想普遍弥漫着。作恶
对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是会有负担的，而当这些人被灌输了一种道德的念头时，罪恶感会大大减少，就
像日本军阀杀害中国贫民时会认为他们杀害的不是人，他们做的是为日本天皇。而两三百年前的美国
人认为黑奴和印第安人是劣等人，非文明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文明的进步，因此杀起来或者用起来
也格外顺手。他们已经由徘徊在对错两边，到坚定站到“对的那边”，因此也就不再去思考看。因此
把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认为是真理，并排斥其他想法都是一种异常危险的抹杀人性的做法。我更愿一种
多元交融，在摩擦中进步的社会体系，没有绝对的真理和权威。
　　
　　《一个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
　　---钱老这是明知这是偏见，然后来思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希望其他人来反驳，因为自己已
经有备而来，并且对对错也不是关心。但很多人是不知自己坚持的是偏见，而且认死理，这就不是娱
乐，而是揪心了。
　　
　　《释文盲》
　　色盲绝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
　　---现在很多人都是后者。
　　
　　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
。Whistler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禽兽相同。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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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有个超自我的观点。因此，它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厉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得爱憎分
开。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心上自有权衡
，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
　　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
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不好说理性和感性在什么事情上是该有的，是对的。可能这跟事情本身和做事的人都很有关系
，如果事本身很重要，人也是一个严肃负责的态度，那么却是需要超我来抉择，不能太随性。但如果
是决定今天吃番茄找鸡蛋，还是西红柿拌鸡蛋，其实心中权衡更省事。
　　
　　《论文人》
　　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事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
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
别干营生。
　　---文字传达思想，电影V字仇杀队中提到“我们被教导要记住思想，不是人，因为人可能失败，
他可能会被捕，会被杀死、被遗忘，但400年后，思想仍可改变世界.”一些文人对时事发表看法，如
果还能加一些勇气，他们往往就会变成改革者，思想先锋，引领社会进步。
26、　　看这书居于两个原因：一，久仰钱钟书老先生的大名，但是除了《围城》，就没看过他的其
他著作，二，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写在人生边上 》 　　　　                       真如书序中写道：世界上还
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
他们不慌不忙地测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
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我自己老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看书就好似为了那一份
随便和从容。而且我也没格去指导别人，教训作者之类的！ 　　　　                        还有那句： 假如人生
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
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这句话乍看，这的是一点都摸不着头脑，但一想，是呀，人生这本大书
我们又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这一辈人，
毕竟是个孩子，我从不觉得人生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所经历的
生活既不是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 　　                        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
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是一种观点。而且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其实也是不快乐的，因为平平淡淡
就是“沉闷”， 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是漫长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
找快乐，去感受快乐——即使快乐是转瞬即逝的！书中一片《快乐论》这样说道！因此我们在平平淡
淡里“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
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
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这一句虽说是钱钟书先生写
于60多年前，可是现在很多的人一样是这样的，带着一个空虚的躯壳，行走于漫长的人生边上！相对
于这些人，平庸的我们，人生路漫漫，钱先生还能在人生的边上著作， 我们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
上作批注的——至少我还没有这资格！ 　　                           所以我们这能是遥望《写在人生的边上 》，
在有人悲观的看人生时，  而我们却要乐观的看人生，就是那空白处没有添上几笔也无所谓了。。。
。。 　　　　看这书居于两个原因：一，久仰钱钟书老先生的大名，但是除了《围城》，就没看过他
的其他著作，二，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写在人生边上 》　　　　                       真如书序中写道：世界
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
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测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
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我自己老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看书就好似为了那
一份随便和从容。而且我也没格去指导别人，教训作者之类的！　　　　                        还有那句： 假如
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
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这句话乍看，这的是一点都摸不着头脑，但一想，是呀，人生这本
大书我们又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这一辈
人，毕竟是个孩子，我从不觉得人生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所经
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　　                        不过，平平淡淡的
人生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是一种观点。而且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其实也是不快乐的，因为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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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就是“沉闷”， 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是漫长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去寻找快乐，去感受快乐——即使快乐是转瞬即逝的！书中一片《快乐论》这样说道！因此我们在平
平淡淡里“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
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
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这一句虽说是钱钟书先生
写于60多年前，可是现在很多的人一样是这样的，带着一个空虚的躯壳，行走于漫长的人生边上！相
对于这些人，平庸的我们，人生路漫漫，钱先生还能在人生的边上著作， 我们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
边上作批注的——至少我还没有这资格！　　                           所以我们这能是遥望《写在人生的边上 》
，在有人悲观的看人生时，  而我们却要乐观的看人生，就是那空白处没有添上几笔也无所谓了。。
。。。
27、钱钟书的比喻总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28、书名其实很文青。
29、时而刻薄得入土，时而通透空灵。
30、朴素的说理，“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
31、谢谢阅读。当时是每读完一文，都有一些感想，又联想到当时自己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所以发了
如下感慨，你就姑且读之。
32、　　  最近又有一个毛病抬头了，叫“好为人师”，挥之不去，很多年。
　　
　　  钱锺书说，人一到中年就爱教训别人，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本来我觉得自己是愤世嫉俗，现在看他这么一说，倒怀疑是不是未老先衰了。
　　
　　  愤世嫉俗属于二十多岁，就是一顿乱骂，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算好，狂是狂，不过实在。“教
训人”就不一样，除了说别人“你不能如何如何”，还会不自觉地加上“你应该如何如何”，看上去
义正辞严，其实仔细一看，这个标准不就是往自己身上靠嘛，当然是比较隐蔽了。
　　
　　  还是钱锺书说的精辟，“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会不由自主的摆起架子来，最初
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
　　
　　  “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
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
　　
　　  钱锺书这一杆子，不知道打了当时多少文人，而且一直能打到现在，甚至包括所有人，当然也
少不了他自己。“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训人么？”，这就是教训的境界了，自己也不放过。不过，
似乎他并不希望读者太当回事，“假如人生是一部大书”，这不过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要是把他
当成正文来看就不好玩儿了。
　　
　　  我深刻反省，谨遵教诲，努力克服“爱教训”这个毛病，可是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教训我的，
这岂不是陷他于不义？
　　
　　  我还是忍不住想再学他一句：“扯个淡收场吧”。
33、近现代散文中，我最为推崇钱钟书
34、讽刺 议论文的典范
35、　　看到室友手上拿着这本书，吓了我一大跳。枉我喜欢了那么久的钱钟书，居然都不知道“写
在人生边上”是英文的？居然那么晓畅可爱的中文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人的“郑雅丽”翻译的？
　　还请明白人指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6、　幸福的秘诀就是，承认这个世界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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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并且掌握佛家的智慧，达到“破执”
    　　
    　　也许真的就仁者无敌了呢。
37、钱老还是这么喜欢掉书袋。
38、知道为什么没人回应了，我打了一堆读后感，都删了，楼主见谅只有这么一个中性回应了。
39、贾政训斥宝玉学了些“精致的淘气”，民国文风使然，不如此不足以使人注目。钱钟书的揶揄，
也不过是远远的旁观，绝不同于迅哥的匕首与投枪。
40、旁征博引外又带着独到的钱氏幽默。
41、钱先生真是可爱，一杯从序言就流露任性傲娇的人生笔记
42、讽一切能讽之事却不露痕迹、正正经经扯淡让人怀疑立场、幽默无比。上一个让我有这样感觉的
作家是王小波。而钱钟书显然更喜欢掉书袋，一个个用典天花乱坠。
43、　　这本书是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的，成为一集，共十篇散文。语言幽默，见解独
到，旁征博引，又一气呵成。其所写的散文，引述颇多，为常人多不能，且丝毫没有雕凿之感，内中
幽默，难以企及。作者在序中还谦称：“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
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钱钟书遍览群书，且记忆力极佳，可谓大聪明者，然绝非大智慧者，其行文冷峻，看待世事也多
尖刻，盖因洞察世事，故对这世界有着独特的一丝隔离，仿佛天外的智者，俯瞰着这个庸碌可笑的世
界。心中却缺少一种温暖，让人对世事不免悲观，余杰也曾探讨过这一点，还包括王朔等多位作家，
他将之归结为中国文人的一种通病，虽极是聪明，却拘泥于方寸之间了。
　　
44、　　   看《写在人生边上》还是高中时候的事情，记得那时侯语文老师让我们被作文，自己竟鬼
使神差的背了这书里的一篇，长的要命但是竟然一字不差的摸出来了，今天向来尤其佩服自己的记忆
力。
　　　　其实自己读钱钟书的书看来很多其实读明白的就这本和《围城》，喜欢他的书是因为人家把
很复杂的事情问题什么的举重若轻的说了出来而且混不在意，当然也对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深刻
的分析问题能力和举重若轻的淡然很是让那时的我为之着迷，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这份功力不是自己
这个小高中生背几篇文章就能达到的。何况自己没有天分也并不勤奋，现在也不做那种痴想了。
　　　　很多事情我们能明白但是未必做的到，比如读老钱的书。后来控制不住还是很买了几本专业
书，但是都被自己束之高阁，想必现在已经蒙了灰尘。与老钱类似的还有陈寅恪，其实对于人家写得
什么不是很明白只是模糊的有些懂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心底对数有种模糊的想读的意识，近似于好
读书不求甚解的状态。这本书还是写得很简单易解的没有高深的晦涩的专业知识和偏僻的东西，个人
感觉这是诙谐的短文，真知灼见和信手拈来的幽默随处可见，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深奥比起《七缀集
》和《谈艺录》浅显的多。看完之后除了觉得人家学识够深和轻松惬意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感觉和
认识。原来大师不光是高高在上的，原来他们也可以接近的。
　　　　这本小书是自己对于那种过客般的高三生活的唯一清楚的记忆，回过头来看似乎太是虚妄，
整整一年都没有好好读书。顾及太多心不得宁静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智慧超脱永远是自己的宿命吧，感
受到这种折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45、对人生的彻悟,并用文字表达出来,实在是有很多可以细细咀嚼的
46、由杨绛编订的钱钟书的散文集，也是钱钟书的第一部散文集如果人生是一本大书，那么这几篇就
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脚注，钱钟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中文作家，幽默犀利，阅读量深不见底，哪怕是魔鬼
说自己有七百万徒子徒孙，也能引经据典必有出处。
47、薄薄一本，读来却很慢。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好多没听过，flow却清晰得紧。书能读成这样，是
有犀利的资本吧。
48、钱钟书还是有自知之明，所以再版序反复申说自己不想再版。文章确实太轻，聪明抖得较为刻意
49、在上下班地铁里读完这本书，每次读钱钟书的书，总是被先生的大智慧及其平实的表达感动，一
些写在书页边上的感受整理成册，从即时思考的线索中启发读者再思考
50、你说的很有道理，甚至我都有点不懂了。不过还是能一一对照你的分析，再一次深入理解钱钟书
的这本书的内涵。
51、　　喜欢读钱先生的书，因为在他的风趣与幽默之间，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昂然，还有生活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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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书名就觉得深邃和诗意，然后是序“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
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大家小书，这是我喜欢的文章，没那么多向你炫耀文笔的比比画画，只那么简单的几个字足够让
你回味和思考的了。
　　
　　说实话，这书是读得仓促了，昨天看完那个人博客，然后就觉得是有好久没看书了，高三快高考
那几天是有点“不分轻重”了，那些天几乎没怎么复习，多半都是捧着本小说要不就是什么集子，那
段时间是读了好多的好书，再后来也都读过几本，不过只那么几本能有点想法。这书是半夜的时候开
始读的，从零点读了三个多小时。需要慢慢消化。
　　
　　
52、用了钱老一贯擅长的讽刺笔法，讽刺了当代文坛，若论功力，始终不及围城的辛辣幽默。令人印
象深刻的一段是，钱老讽刺楼上邻居走动的脚步声活像赵姨娘在踹他的头，让人忍不住捧腹大笑。
53、　　   钱先生的幽默乃是智商、学识和性情的自然溢出，一下就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联系，有极
深研几之明，无伏案劳神之形。对比这种地道的、哲学的幽默，读世间大多数句子都生厌恶；成于中
者形于外，此言盖不虚也。 
　　　　当你在郁郁的心境中，读到这本书，顿感这个世界的虚妄；若你在欣喜的心情下，读到这本
书，倍觉这个世界的有趣。
54、说得不错   挺好⋯⋯
55、　　钱老的书总是充满哲理，尤其是哲学散文的《写在人生边上》，通过一个个小故事，阐述一
些深层次的道理。有点难懂，更要求细细琢磨⋯⋯
56、　　读什么样的书一定要有经历做铺垫，报纸上、杂志上常常会写某某才女四五岁就熟读红楼梦
等经典巨著的时候，我会撇嘴，他们是在识字背课文呢，能有什么体会。话说小学时第一次看张爱玲
的书生吞活剥后，得出没劲的结论，上初中那会儿还是没有什么感觉，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了这才品
出些许味道来，确实是妙不可言啊！为什么在这里唠唠叨叨扯一些题外话呢？我想说，我还年轻，阅
历不够体会钱老的书，所以作此评价。
57、这种书是要买了来放在手边时常去读的
58、　　《写在人生边上》（钱锺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钱锺书先生曾谦虚地说他的这几篇散文不过是如同中国旧书上的眉批，补的是人生这部大书的空
白。《写在人生边上》由杨绛女士编定，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初版，历时半个世纪再次以单行本形式
发行，薄薄的一册，却也是补书架、旅途上的空白。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里，钱锺书如是
说道：“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
。自传就是别传。”这话说的恶毒无比，让人流出一身冷汗。近来好谈“与时俱进”，不料魔鬼早有
此讲法，歌德《浮士德》里就云：“女巫怪魔鬼形容改变，魔鬼答谓世界文明日新，故亦与之俱进。
”钱锺书读书极博，于一篇短文里广征博引，乃真正之学者散文也。
59、太棒了。
60、1939年，钱锺书29岁，再来看文，我是佩服的。我常常说羡慕那时候的文人，骨子里透出来的是
藏不住的幽默，现在的人似乎都把搞笑当成是幽默，其实不是。说教还是有一点，但是能被钱老说教
，也是一种享受。
61、真好看
62、好我只是喜欢竖排繁体的感觉..恩
63、讽刺妙
64、　　    本来放假可以到处走走的，可儿子的手被缝了7针，使我哪里也不敢去，只能把自己关在家
里，静听消息。
　　
　　    翻开以前收藏的网络书，乱看，看看就觉得好笑，那些书都是我有的，可还是喜欢在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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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大概一是习惯电脑阅读了；二也是上班时间可以抽空读读，不用捧着一本厚书，让他们笑话；
三也是我的洁癖，怕他们喜欢要借，那时侯不借显得小气，借我就不能再看了⋯⋯
　　
　　    当我重新看到 钱老钟书先生在 《写在人生边上》(点这里看) 的序里，说得那段话，我笑了，会
心地笑，正好被走来的老公窥到，拍拍我的头问，“老婆，傻笑什么呢？”我就读给他听：“假使人
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
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读罢，我感叹，钱老的话简单而泛阔，早在几年前，还没读懂其中的深意，现在明白了其中的
内涵有多大，生活边上，看似随意，其实却是很多普通人的全部。
　　
　　    钱老关于窗的随想，原来看的时候，只有一种好奇，感悟只是先生的知识浩瀚，思绪繁复，而
今，突然明白了，窗外如果太喧嚣，可关上窗。通过窗看世界，世界跟我们走出去看，就不同。
　　
　　    此刻，我透过窗，看，虽然天有些忧郁，可丁香灿烂的香，仿佛直扑而来，绿草荫荫，可我知
道，还有很多草没长出来，那是因为我昨天走出门去看了。如果我没走出去，我能知道看似绿殷殷的
样儿，其实还有很多枯黄的草杂于其中吗？
　　
　　    我不能回答。不过，窗和门的象征，不就好比我们站在不同角度看事物，然后用大脑思考、比
较，而得的结论嘛。
　　
　　    春风是同样的春风，但给每个人的感觉却不同，即使是一个人，他所处的时间、空间、场景不
同的时候，他的感觉也是不同的。就如刚刚赵本山在CCTV10的人物专访里说的，痛苦是要有参照物
的。本山老兄确实是一个人物，不管怎么说，我钦佩他，喜欢看他演的小品和二人转，我一点都不回
避。有朋友知道我喜欢本山的东西，很惊愕，觉得他那是很俗的东西，我这样一个雅人怎么会喜欢，
我当时只是笑，现在想用本山的一句话回答她，“他们那叫不懂的艺术。”
　　
　　    是的，艺术是民间的，大俗即大雅。上朔5000年，女娲造人开始，黄炎帝，大禹，周文武王，
一直排下去，秦皇汉武，到现在，生活在人生边上的人们，他们所喜爱的，是世俗的，但当他们走向
贵族王公的府邸时，他们也是被当时看作艺术了，比如京剧，比如养宠物。那个“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的东坡居士，谁可以说他不是雅士呢？
　　
　　    此刻，我信马尤鞭，仿若收笔不能，可窗外夜幕四阖，一点星星也没有，只有偶尔出现的月亮
，眨下眼睛就藏起来了。我还有什么好说呢？什么都被前人说了，我只有想的份，还是洗洗睡吧，明
天接着想⋯⋯
　　
65、同意你的观点。至少现在这个阶段，我更喜欢历史，科普类的书
66、　　
　　
　　——再读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再读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本小册子，文章虽短，但是大概因为没有到人生边上，还
在边上的边上吧，很多感慨想发却发不出来，总觉得好像有灵魂在引诱我。
　　
　　“我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这是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
的一句话。从魔鬼的引诱与试探中，不断的看清自己。平淡的文字，行云流水叙述中，透着睿智，真
的如先生所说：“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还留下好多空白。”
　　
　　还残留着些寒冷的春天，尤其适合读这样的文字，打开窗让冷空气清醒着头脑，抱一个热水袋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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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在沙发一角，一遍一遍的读着像《窗》这样的文字，“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子外
进来”，大学的假期一个一个的过，在家里，越来越不喜欢从门里走出去，越来越喜欢坐在自己窗台
上看着外面的天空，变得安静了，喜欢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嘴就慢慢闲了下来。在学校，除了偶尔
在寸金公园跑步的时候，能找到片刻的宁静以外，总还是浮躁的，在家则整一天，整一天的都很宁静
，就好像真的在人生边上的边上，躲避着纷扰的世界和自己常常浮躁的心情，这个地方真正的属于我
，窗子里的是归属感，窗子外是安静的天空和春天的色彩。
　　
　　这个时候，快乐来引诱了，“‘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
但是快乐，还是很多，就像先生所说：“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在人生
边上的边上，一个浅尝着快乐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
　　
　　想想那些曾经，那些曾经的曾经，翻翻过往的日记，上面写着，“今天很开心”抑或是“今天很
不开心”，那些令我开心与不开心的事情都记不住了，但是此刻看到，是快乐的，那些可爱的独白引
发笑声，其实快乐就是那么唾手可得。快乐的引诱着年少的记忆，或者快乐的憧憬着未来，人生都需
要一些这样走在边上的边上的时光，就好像人需要吃饭一样自然，猪八戒说“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
吃将来”。
　　
　　在人生边上的边上，过往师长教训的话语，好像早就没有了逆反，变作也人生观的一部分，曾经
对某某的偏见和憎恶，也好像先生说的，变成了“思想的放假”有添了一种无关痛痒的新偏见，在人
生边上的边上注上了一笔。
　　
　　想想现在的境地，大约在半个文盲和半个文人之间徘徊，先生说：“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
，“文盲有时候谈文学，还谈的特别起劲”，“‘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
，种种名词，尽他滥用”如果照这样说，此刻的我，大概应该是半个文盲在学做文人。“文人是可以
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份，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比旁人对于他还
看得轻贱”照这么说，我大约也可以算作半个文人，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其实能做一个纯粹的人就好
了，管他什么文盲还是文人的。
　　
　　钱钟书先生的这本小册子，写在了人生边上，让我读到了人生边上的边上，想写点什么吧，好像
还真变成“文盲”了，没看得几页书，牢骚发了一大堆，罪过罪过！人生这部大书，还是慢慢读吧，
争取早日从人生边上的边上，到人生边上，嘿，这口号，有点像绕口令了！
　　
　　
67、喜欢。记得当年摘抄了其中的很多。
68、　　我想，读这本书有许多的好处,这里只说3/n吧。一，谈哲理而绝不沉闷。虽然书中提到的许
多话题都是深刻的，而且往往使人感到沉重，比如欲望、信仰等等...然而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心灵
的负载被卸去了许多。二，讲人生自由自在。写在人生边上，人人可写，每个人生都是一本大书，尽
可以慢慢写、慢慢读。 三，本书有灵活聪慧的性格，是作者在人间的精神遗迹，也许当人们在潜心阅
读的时候，他正在天堂，微笑着向你凝视。在这本书中有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在述说作者的观点（
如，论快乐），道理讲在幽默之中、在超然的理想之下，使人感到一阵快然；另一种是生命体验与意
识的交织（如，窗），我想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的，要每个生命自己去体验才会有价值。
69、魔鬼夜谈很精彩，先生读了很多书，卖弄起来很是无压力
70、http://www.my285.com/xdmj/qzs/xzrs/index.htm
71、一如既往地睿智。
72、幽默，有才，然而看不懂啊。。。
73、我读的是这个版本。一开始觉得真是好看得紧，看到后面竟有了几分厌烦。总之，中年钱钟书的
洒脱与快意已然在文中表露无遗，只是相较后来，少了些火候。
74、　　看这书居于两个原因：一，久仰钱钟书老先生的大名，但是除了《围城》，就没看过他的其
他著作，二，喜欢这本书的书名！　　《写在人生边上 》正如书序中写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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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
测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
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我自己老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看书就好似为了那一份随便和从容。而
且我也没格去指导别人，教训作者之类的！   　　还有那句： 假如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
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这句话乍看，这的是一点都摸不着头脑，但一想，是呀，人生这本大书我们又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
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这一辈人，我从不觉得人生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
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
。 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是一种观点。而且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其实也是
不快乐的，因为平平淡淡就是“沉闷”， 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是漫长的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快乐，去感受快乐——即使快乐是转瞬即逝的！书中一片《快乐论》这样
说道！因此我们在平平淡淡里“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
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
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这一句虽说是
钱钟书先生写于60多年前，可是现在很多的人一样是这样的，带着一个空虚的躯壳，行走于漫长的人
生边上！ 　　相对于这些人，平庸的我们，人生路漫漫，钱先生还能在人生的边上著作， 我们是还
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上作批注的——至少我还没有这资格！ 所以我们只是遥望《写在人生的边上 》
，不凡有人悲观的看人生， 而我们却要乐观的看人生，就是那空白处没有添上几笔也无所谓了。。。
。。
75、　　想起钱老让我振聋发聩的一句话
　　
　　大意是 ： 我们曾经把创作的激情当做了创作的冲动⋯⋯
　　
　　于是，我现在不是个文学青年了。
　　
　　人生的智慧莫过于此
　　
　　也许真的像罗素老爷子说的一样
　　
　　幸福的秘诀就是，承认这个世界糟透了。
　　
　　承认，并且掌握佛家的智慧，达到“破执”
　　
　　也许真的就仁者无敌了呢。
76、好的书就是好，居然可以寥寥几笔就发人深省，有2分之一都是像名言警句的话，深入浅出的说
77、钱老的文章，幽默兼有才，不过略像闲暇小品。
78、博闻强识，旁征博引
79、「你在高興的時候，空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著說：『逗留一會兒吧！你太美了！』那有什麼用？
你要永久，該向痛苦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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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大学时代影响我的一本书。尤其是在那个春天看见了谎言和之后的秋风
瑟瑟，这本小册子的达观和高远一度让我的生命得到慰藉。所以特别喜欢社科社的这一版。也希望能
拥有一本。
2、钱先生的幽默乃是智商、学识和性情的自然溢出，一下就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联系，有极深研几
之明，无伏案劳神之形。对比这种地道的、哲学的幽默，读世间大多数句子都生厌恶；成于中者形于
外，此言盖不虚也。 　　当你在郁郁的心境中，读到这本书，顿感这个世界的虚妄；若你在欣喜的心
情下，读到这本书，倍觉这个世界的有趣。
3、好的书可以写得很短的,就象钱大师那样写在边上,做注释但通感,人类的文字游戏在他老人家那里都
是可以运用自如的,感叹这样的大师现在没有了,季羡林算是半个大师.
4、读什么样的书一定要有经历做铺垫，报纸上、杂志上常常会写某某才女四五岁就熟读红楼梦等经
典巨著的时候，我会撇嘴，他们是在识字背课文呢，能有什么体会。话说小学时第一次看张爱玲的书
生吞活剥后，得出没劲的结论，上初中那会儿还是没有什么感觉，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了这才品出些
许味道来，确实是妙不可言啊！为什么在这里唠唠叨叨扯一些题外话呢？我想说，我还年轻，阅历不
够体会钱老的书，所以作此评价。
5、有些文字像酒一樣醇厚，而有些文字則像茶一般，或者清淡，或者濃釅。我對豆瓣有點小小的想
法。前些日看見和菜頭寫過一篇評論，抱怨爲什麽不設置一個負一星的評價標準，以滿足受衆對于巨
爛之作的發泄欲。我現在也在思忖，爲什麽豆瓣上沒有六星的評價，現在的酒店不都有超六星的標準
了嗎？我這個人老實厚道，對于看過的書和電影很少做出過低于三星的評價：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在
做出觀看與否的選擇以前是先要參考一下大衆的意見，另外一方面，對于作者的努力，我是充滿了敬
佩的，即使他努力的結果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承認。有些時候，我覺得自己說不定都能够寫出更好的
文字，拍出更美麗的影像，我纔會考慮做出兩星甚至一星的評價。《寫在人生邊上》我當毫不猶豫地
給出六顆閃閃的紅星的。它部分成了錢鍾書對于我的啓蒙，蓋我對于錢鍾書不算一見傾心，也算二見
鍾情吧，第一篇是在中學語文課本上讀到的《讀伊索寓言》，正是出自這本集子里的，當時只覺得這
位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弄文好手，及至在選讀課本上邂逅了方鴻漸去三閭大學赴任的精彩一段，便一
下子墮入了對錢先生無止境的崇拜之中，先是《圍城》，後來在貝塔斯曼上買了花城出版社一套六卷
的《錢鍾書論學文選》，在我拮据的預算里，實在是最大的一筆開銷了。如今翻閱《寫在人生邊上》
，頗有舊友重逢之親切。說到這裏可以稍微岔開話來，語文課本算得上我的文學啓蒙讀物了，樸樹列
出他最喜歡的書籍，不就是一九八〇年版本小學語文第一冊課本嗎？錢鍾書的作品里自然散發出醇厚
的酒香，這魅力，全來自于他天才般的語言駕馭功夫和宇宙般浩瀚無垠的學識。說他有世襲的聰慧，
或許是不錯的；但是楊絳也說了，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這种勤奮努力的精神可不是人人都能堅持
的。有人，而且是很多人批評他，說他愛掉書袋，展示自己的才學，我覺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那
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罷了。讀《圍城》還體會不深，畢竟那是一部小說，總得疏密有緻，給消閑的讀
者一點喘息的機會；讀《寫在人生邊上》這樣的小集子，纔完全知曉錢氏文風是怎樣的厚度和重量了
。不到一百頁的小說，收錄了十篇小品，却是字字珠璣，真要讀得通透，非得一句一停，細細思索一
番，讓酒的餘香在喉嚨里飄散。那種幽默，那種灑脫，那種一針見血的諷喻，那種兵不血刃的哂笑，
是要在腦子里過多少回纔能完全吸收的啊！就像酒一般，外行吃起來是一種感覺，內行吃起來是一種
味道，越吃越有感覺，越吃越有味道。我在圖書館借到的這本是一九九〇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繁
體竪排版。我以前對繁體竪排版很有一種畏懼，偏偏這是大偉之最愛。這樣看起來自然更有感覺，更
有味道，只怕閱讀效率要大打折釦。不過一番實踐之後，我發現讀繁體竪排版相當有趣，甚至覺得黃
山書社版的《未央歌》堅持了繁體卻放弃了竪排頗有些可惜了。當然，這是有條件的，非要文字精當
不可。高公買回一本一千多頁的《鬼吹燈全集》，大開本，還儘是密密麻麻的小號字，我說你什麽時
候看得完啊！結果一個星期不到，就消滅了一半了。文字与文字之間的差別，大概如此。如果把那書
印成繁體竪排本，我想我大概先要向錦江覓死去了。對于十篇文章，我不想面面俱到地評價，反正篇
篇都是百讀不厭的經典。《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通過魔鬼來寫人類，和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
麗特》心有靈犀一點通。讀了《論快樂》，學會了“把忍受變爲享受”，方能悟到錢先生怎樣笑著渡
過那一段包括五七幹校在內的荒唐的歲月的。《說笑》對錢先生自己的幽默做出了很好的注解。《釋
文盲》裏面轉引的這樣一句為我的選擇做了無私的辯護：“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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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只能找丫頭來替”。《論文人》更讓我一面堅定，一面唏噓。先吃
了酒，再喝喝茶。我承認，像錢鍾書那樣的文字不是天然的結晶，如果“造作”是中性詞的話，我願
意把他用在其上，但是它實在“造作”得完美。我以前的審美趣味曾長期停留在這“造作”的圈子里
。魯迅的語言也是“造作”的，要經營，要修飾，方顯出力量來。余秋雨的文字是“造作”的，縱然
作者爲人有千般不是，我對于他的文字是景仰的。我曾經抱著膜拜的心情讀了冰心，讀了沈從文。我
很失望，怎麽我的欣賞能力這麽低呢？冰心的寫作水平跟我差不了多少吧！沈從文的《邊城》，說句
老實話，沒有黃磊那首據此改編的歌謠《等等等等》讓我陶醉。或許那都是年少時的心情，現在讀起
來應該會有另外的風味。後來讀汪曾祺，猛覺得這淡淡的文字也有可人的，先入爲主的偏見也慢慢地
消散了。這些文字就像泡好的茶，一眼望去，除了幾辦茶葉，清稀得可以讓人當白開水喝掉。但是細
細品起來，卻終和白開水不同，風味獨佳。這裏岔開一句，有些書既不是酒，也不是茶：要麽是白開
水，索然無味，要麽濃度過大，發生質變，不是酒而是鴆，即是害人不淺的毒藥了。實在消費不起茶
酒，喝喝白開水解解渴還行，要轉而服鴆飲毒，就是自尋死路了。中學語文課本上選過幾篇老舍的文
章，要么是散文要么是戲劇，還沒實打實地拜讀過他的小說。不過，從他文字里透出的他對俗語言的
運用，簡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跟阿城或可等量齊觀。俗到極緻便是雅，他們深悟此道。我想起初
學寫作時的可笑來：小學三年級的作文，我必定用盡了我所知曉的四字成語，填滿四方格，而後期待
著老師鮮紅的圈點布滿整頁，似乎這樣的作品就是好作品，這樣的文章就是好文章。簡約之美，豈是
小兒所能領會？返璞歸真，真要年長了纔能參悟。能讀到內心蠕動、笑中帶淚的文章算不算得好文章
呢？歐·亨利的《最后一片葉子》讓我為老貝爾曼留下了感動的眼泪，我說它是一篇好文章。《我這
一輩子》、《月牙兒》、《陽光》，集子里的頭三篇，雖然沒有讓我垂淚，也觸動里心裏的一根筋，
我說它們是好文章。人在社會里是多麽的卑微，又是多麽的頑强，就像樸樹唱的那樣，“我們都是很
柔軟的動物/活在這個世界/慢慢地丟盔卸甲/慢慢地順從”。這幾篇讓我想到了《活著》，我看的是張
藝謀電影版本，已經讓我感動不已，或許余華的小說更能打動我。寫愛情的《微神》，寫兄弟親情的
《黑白李》，描寫文化俘虜、畸人毛博士的《犧牲》，描寫走不出現實卻侈談理想的田列德的《新韓
穆列德》（“韓穆列德”即“哈姆雷特”的另一譯法），都讓人籠罩在一種淡淡的氣氛之中。《兔》
中的伶人小陳可以讓我想到《霸王別姬》中的程蝶衣和《王的男人》中的孔吉，只是他身邊缺少了段
小樓和長生，他自己的悲劇也不是出于無奈，而是如飛蛾蹈火，自取滅亡的。不管是錢鍾書的酒，還
是老舍的茶，我都樂意喝，我都喜歡喝，因爲它們不光可以解渴，還能夠增味，讓我明白人生，讀懂
世事。吾薦2008-03-27
6、《写在人生边上》（钱锺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钱锺书先生曾谦虚地说他的这
几篇散文不过是如同中国旧书上的眉批，补的是人生这部大书的空白。《写在人生边上》由杨绛女士
编定，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初版，历时半个世纪再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薄薄的一册，却也是补书架
、旅途上的空白。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里，钱锺书如是说道：“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
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这话说的恶毒
无比，让人流出一身冷汗。近来好谈“与时俱进”，不料魔鬼早有此讲法，歌德《浮士德》里就云：
“女巫怪魔鬼形容改变，魔鬼答谓世界文明日新，故亦与之俱进。”钱锺书读书极博，于一篇短文里
广征博引，乃真正之学者散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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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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