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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难得的好书！
2、文艺范中不乏智语流露
3、扬之水读史善于从寻常处读出不寻常来。
4、第一辑“脂麻通鉴”，写“中国历史不断重演的悲剧”，力透纸背，读来不胜唏嘘；第二辑“不
贤识小”实是谦语，女史真是学养丰厚，博洽多闻，又慧眼独具，心细如发，难得的是还有一种从容
和幽默～第三辑的游记是我最不爱读的那种（多记我没有去过又预备去的地方），草草翻阅了一遍。
5、没那么好
6、不恰当的时间发现的书，停留了很久，却没能翻下去，估计不会再看了。
可是我还是的说，扬之水的文字绝对值得好好去看，用心去体会~
那是一种境界，只是目前的我还无法到达罢了。
7、为学不作媚时语 ，于窈眇幽微之中透出倜傥之气。陈四益先生在序言里说：她的文章大抵与“圣
道”无关，与所谓妇人的“德言工貌”无关，似乎很讨厌“圣人”们喜欢的道学气。但与俗人所喜欢
的鸳鸯蝴蝶也无关。只是谈着各色的书以及与书有关的种种，就是那几篇悠悠水，淡淡春的散文，也
还是离不开书。 史鉴精识之作，谈纳谏，谈变法，谈禅让，全是怀疑的态度，陈子昂式的满腹踌躇，
感叹古时从官宦之路，为人臣子竟和为人妻妾别无二致，又说盐铁论＂大概＂是个终结，争夺理论的
解释权，是场不可避免的文字游戏，更多情况下，决定胜负的是权利。说到作假故态，更是直接引了
鲁迅先生＂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但这上下欺蒙的结果，造就了怎样的＂中国特色＂。从
容之中予讥讽于老辣深邃，痛言深切用心极苦。散文古风清淡，更呈现一种气韵与哲思。
8、虎头蛇尾
9、内容亮点不多，但不至于乏善可陈，不过可以学习这种形式来写自己的读书笔记！
10、电几书
阿姨讲古好精彩
11、名物之前的扬之水，比之后来的作品更“真性情”，有不平之鸣，可惜很难买到了，不能拿来包
脂麻。看的电子版。
12、读书笔记的既视感。不过扬之水真的很博识，这大概也是一本她抖知识的小书，让人很佩服。
13、校图书馆中翻到·········
终究没有完全读完就还回去了
14、游记部分拉低了全书的水准
15、谈史不让三七，谈书比肩黄裳，论词诸篇可补叶嘉莹，唯游记略显鸡肋耳。对作者的敬佩又增加
不少。
16、說實話欣賞不起來
17、最喜欢脂麻通鉴这部分
18、09-08-03 购于孔夫子
19、尤其推荐第一部分。
20、主要分几个部分，历史感想、名物考证、别人的书评、自己的游记。因为是在地铁上看的电纸
书PDF版，格外费劲，所以需要前翻翻后瞧瞧的名物考证部分没有看到家，但是历史感想、别人的书
评、自己的游记确是看的津津有味。历史感想很深刻，想法很启发我，别人的书评害得我又满Google
去找些现在早已不出版的老书的电子版，或去卓越找些新版，而自己的游记部分，写法很能看出些作
者性格，安静、随性，真诚，不自闭。
21、怎么办我觉得他在讲废话，知音体故事会，看不下去
22、博学多识，信手拈来皆为文。
23、写《淮南子》里“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的段落，叫人难过⋯⋯不过，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很
多，很好看
24、自己什麼時候能讀書到這個境地，就心滿意足了。
25、最喜欢开始读史的部分和最后的游记，女史的笔触淡淡的，读起来让人猛然一惊，女史的立场让
人不自觉地想起“钱穆”，人和制度的对抗作为一条线贯穿其中，也是有趣。中间的风月总归是有些
俗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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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看到有人喜欢女史的散文，我却独爱她的考证，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一大篇，读起来分外过瘾
27、盐铁论不错
28、一册小书，却见王世襄题签、陈四益作序、脉望主编并序，可谓众美云集大有来头；为扬之水早
年所撰，故其笔锋已与后来专著名物大为不同；书分三题，初为史论，对于历史的吊诡，特笔书来反
略显出几分矫情；次则书话，末节游记最喜，多少真情流露其间，在彼后来文章中已不再见，一向谨
慎的文字，放开了写竟果然是好的
29、很可爱
30、世间万事难为喻，一人一事一脂麻
31、三部分。读史札记很好玩，也有底子，善从小处入手，考据派思路。文论一般，看惯了的东西，
没什么新意，且脂粉气太重。游记简直不如豆瓣文青⋯⋯
32、重读。
33、文字漂亮，意思也好。
34、2002-35
35、更喜歡這個魯迅風的揚之水，而非那些“溫柔敦厚”的名物文字。
36、考据极详，文辞雕镂甚细，有稍许文酸气。
37、“掉书袋”的集大成者，水平很高。#第一次知道扬之水是女的#
38、无需多言
39、独自旅行那一卷也蛮有意思的。
40、书趣文丛里最好的一本吧 
41、一人一事一脂麻
42、扬之水老公有没有写些婚后八卦之类的东东？我想那会比这本书有趣得多。

43、2.5
44、文化随笔，并有游记。先生文字，于博学中抛弃学究气，淡薄清新，安静有力。
45、书名和自序，说的都是“”通鉴“，前半部的读史笔记深度不错，下笔老辣，学力深厚，可惜后
面的游记文笔虽说不错，但要是单独列成一书似乎更好，读史笔记可以单独传世。

46、读一读。。
47、还有一本《棔柿楼读书记》，没见过
48、扬之水的东西读PDF真是花了我很长的时间
49、的确是才女啊！旁征博引已见功力，于他人甚少留意之处发出议论就更是可爱了！可惜自己对国
史一窍不通，很多精妙之处未能领略。扣掉一颗星的原因是真正属于”通鉴“的内容太少了，后面一
堆书评是从《棔柿楼》搬过来的。几篇游记倒是体现了一种闲逸的生活态度，不过《<读书>十年》里
面都有（93年之后的大概收在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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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五月风筝2010-02-24 22:15:53非常昂贵的一本书。 标价：十三元。听帮我在淘宝上好不容易淘到的
哥哥说，他花了一百元。加上快递费，是近乎九倍的价格。拿到这本稍微有点陈旧的书时，真是觉得
很有些心疼。 大抵也是“它”的命好，或许如它同时出版的其他本，有些早已流落街头，成为废纸堆
中的一员；有的则被撕裂丢掉，甚至葬身火海；还有些则平平顺顺的被主人买到后，看完就束之高阁
，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手中的这本，却成了奇货可居的宝贝，只因为它出版于遥远一点的1996年。 然
后它的昂贵之处还不只在此，在看完其中的“不贤识小”这一部分后，根据书中提供的一些书名，又
索引了一些书籍，列入下次购书的名单。这，又真真是让我破费的一件事了。 不过，还真是一本让我
喜爱的书呢。扬之水，听这个笔名就知道她是多么喜欢《诗经》的一个人了，所以她才会也在另外两
本书中，分别用了《终朝采蓝》、《终朝采绿》这样的书名。这些，都是出自《诗经》中的诗句。写
这本书的时候，她应该也不过是个三十出头的小女子，嗜书如命，读到一些书时，便有了些许心得，
于是将之写后辑成一本，短小精悍，但是读来就是拍案叫绝，忍不住为她所倾倒。书中共分为“脂麻
通鉴”、“不贤识小”、“独自旅行”三部分，前两部分为书的主要部分，也是精华所在。我偏好她
的“脂麻通鉴”，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历史中的某些人物、典故，生动有趣，又冷峻坦率；而“
不贤识小”则内容较杂，现代古代皆有，如零零星星的贝壳于海滩上被拾掇，但所提出的某些她喜欢
的书，倒是给予了我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独自旅行”仅有八篇，但内容也相当丰厚且细腻。 总而
言之， 虽然是一本非常昂贵的书，但是也正因着它的来之不易，使我更觉得珍惜。而内容，也真的对
得起这个价格。很感谢送我书的哥哥。
2、看《脂麻通鉴》已然有段时间了，今日才开始读末尾的游记，方一篇，只觉得海天温柔习习而来
，让人有说不出的惬意美满。原来，在诸多“新证”后，这女子最好的依然是散文。在她文中，人总
欠了这天地万物一份情，也欠人一份情；而不会像《猎人们》的作者，朱阿姨，又或是林文月阿姨那
样，似乎是天地万物欠了她们一份情。我总想看到不至于太残忍的表达，在扬之水的文字中总有这迂
回后的朗阔，如晓风明月般，不伤人也不护人。你站远一些，就能看足了风景，也就默默抚慰了自己
。这样真好。读到第三篇游记，说不出话来，那文字水一般、云一般漫在周身，却还是不如她自己写
下的那句“水一样，云一样地浸漫全身”，略带庄严，略带深浓，还有一点唯唯诺诺的心情，仿佛是
一个供养人似的，用自己的方式贴近着世间和世外。读这样的文字，也有可怖的地方，大抵是因为最
后的日期吧。八八年，九零年，九三年，越是看到，越是害怕，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依旧被感动并不让
人害怕，只是害怕，怕她不能再成行，怕自己出行没有这样的感动。去旅游最怕的不是景物的被毁被
没，也不怕景点的喧闹商业，怕的是当地人，怕他们不好，这不好不是说为人上的不善，只是说配不
了那点古迹遗留下的余温，一旦目睹了不好的，对那地方也就有了疏离的念头，以后也不太愿意再次
前去。这样的地方也不少，但也有一个地方再去后，改了我的印象，那是上海。我去过的地方不多，
可有些地方虽然觊觎但是总不敢去，比如云南，比如西安，比如海南，越是早早的做了旅游景点，我
就越发不敢靠近过去。到了今天，有好感的地方只有鼓浪屿和南京。而此二处，也都是因为当地的人
，而不是因为景。南京人的气质很难忘，鼓浪屿岛民的平静也很难忘，说到底，即便不去接触，只要
能够目睹，我也就安心得很。扬之水的文里，那骑跨在摩托车上的青年男子与她商讨价钱时说她是“
斯文人”。这词语听得让人落泪，她自己也写得哀婉起来。去远方，不被感动也不算什么，一旦被感
动了，真不知是好是坏⋯⋯写到此，想起杭州，真真心疼了起来。果然，下一篇里，扬之水就写旅行
归来清点思绪，“牵情的，到多是今事——不是大喜大悲的激情，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奇遇，不过是些
平平常常的人，平平常常的事，就像那随处可见的、散散淡淡的春光，就像那依着蓝天、似有若无的
云气。人性本来的良善，就藏在这平平常常的生活里⋯⋯这平常中的幸运，更使人有一种长久的感动
。”我总是偏激的，比不得她这样的情意。
3、差不多是1998年初春，我很小，住在王府井与北京饭店之间的霞公府，当时那里是北京饭店的后楼
，一些饭店的三产、施工队什么的都在那栋楼里办公。我是个闲人，白天睡觉，晚上也睡，偶尔下午
起床，不洗脸也不刷牙，踢踏踢踏的穿着拖鞋从小路走到王府井去。有一天晚上，我从儿童妇女商店
进去，上到3楼也不知道还是4楼，那里有一层“中国书店”，百无聊赖呗，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的看过
去，然后突然就发现了一本特价的《脂麻通鉴》，记得是一块钱一本，还买了一本吴晓玲教授的什么
《日本藏明清散佚小说》，记不太清楚书名了，这本书很快被一个无赖朋友索走。我是站着读了一会
的，但是书店很快就打烊了，我便交钱走人，窝在我的花被窝里读了大半夜，书保存至今，没有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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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脂麻。
4、读这本书是十年前的事了。因为是过去的同事所写，其中几篇散文读来格外亲切，如《独自旅行
》等篇，遂想起一些往事，以及生活中的“扬之水”，还有就是什么叫“自学成才”。这几年扬之水
又出了几部大书，我没时间去读，只听说评价不错，似乎可以说是做学问做出了些名堂。真不容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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