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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书话(上下)》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的文章，是从周作人先生三十几部文集中选出的来，包括序跋，也包括集外文和未刊稿中的
书话和序跋。本书按照文章内容分为下列七辑：1.谈书和读书；2.谈中国古书；3.谈旧小说等；4.谈中
国新书；5.谈东洋的书；6.谈西洋的书；7.谈自己的书。所收文章，一律按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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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书话(上下)》

精彩短评

1、所读为台版百川书局两卷
2、我们评说文人的时候，常常喜欢用“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文和人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文和人
相分离，并不能据此说明人的虚伪。
3、没有时间细看，粗粗翻过。
4、不喜欢。睡前或读累了其他书再读算作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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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书话(上下)》

精彩书评

1、古语说，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周氏三兄弟分别名树人、作人和建人，都是颇有“建树”，
但“作人”方面则不尽相同。周建人的文字，除了不多几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几乎没有读过，周
作人却是很钟爱的。 书架上有好几本周作人的书，《知堂书话》（上下卷）、《雨天的书》、《希腊
神话》、《知堂书信》、《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饭后随笔》（上下册）、《周作人诗全编笺注》
，还有一本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传》。鲁迅是战士，周作人则是典型的文人。除了纵情文字之间，
还沉迷于“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喜欢“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
不求饱的点心”，只有这样，“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这样的趣味性，正是其在抗日战争中变节的渊
源。舍不得苦雨斋，舍不得如花美眷，舍不得万卷藏书，周作人不听众人苦劝，执意滞留在沦陷区，
一次精心策划的“刺杀”更让他乱了阵脚，出任伪职，一失足成千古恨。近年来有人为周作人翻案，
称其滞留沦陷区、出任伪职，是地下党的授意，希望能籍此保护北平的文化。虽然我对周作人很喜欢
，但这样荒诞的说法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因为所谓的“证据”牵强附会，站不住脚跟。我们评说文人
的时候，常常喜欢用“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文和人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文和人相分离，并不能据
此说明人的虚伪。周作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所欲求的，出任伪职是一例，解放后多次写信给香港的友
人讨钱讨糖又是一例。他的散文走的却是明清性灵派的路子，冲淡潇洒得很。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作假
，他写的是自己的梦想、理想。最喜欢读周作人和鲁迅分道扬镳后写的散文，水银泻地般流畅，又常
常嘎然而止，很耐回味，《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是代表作品。周作人还有一个身份，翻译家
，甚至可以说是卓越的翻译家，他翻译的希腊神话和日本古典文学、俳句，神韵十足，至今仍无出其
右者。在《谈翻译》中，周作人把翻译分为三种性质，即“职务的”、“事业的”、“趣味的”，很
精辟的说法。还可以铺排开来，不止翻译，写作也可以这样分类，民俗类的文章是“事业的”，散文
写作是“趣味的”，解放后的鲁迅研究和大量翻译是“职务的”。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建国后有人
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牢里继续写作。鲁迅是石
头，不善妥协，周作人则是水，顺势流淌。不过周氏兄弟骨子里还是有绍兴师爷的味道的，细品周作
人解放后的文章，貌似温顺的遵命文章，不经意间会有皮里阳秋的刀笔。“多寿则辱”，是“五四”
那一代不少文人的悲哀，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仍然逃不过枉
死。鲁迅的早逝维护了斗士的光辉形象，与之相比，周作人则是不幸的。不过对于我来说，周作人的
散文，始终是“不求解渴的酒”、“不求饱的点心”，一种“游戏”，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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