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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按原版本样式选印新文学线装珍本图书10种，即《志摩的诗》1925年8月中华
版（徐志摩诗集）、《爱眉小札》1936年4月良友影印版（徐志摩散文集）、《忆》1925年12月朴社版
（俞平伯诗集）、《燕知草》（上下）1930年6月开明版（俞平伯文集）、《扬鞭集》（上中）（下卷
未出）1926年6月（上）10月（中）北新版（刘半农诗集）、《音尘集》1936年9月北平文楷斋雕印，
实既作者自费印（卞之琳诗集）、《冬眠曲及其它》1936年11月北平文楷斋雕印，实既作者自费印（
林庚诗集）、《水仙辞》1931年2月中华版（法国梵乐希著、梁宗岱翻译）、《初期白话诗稿》1933年
春北平星云堂影印版（刘半农编诗集）、《题石集》1941年春上海自印本（王统照译诗集）、另姜德
明长序单独排印线装一册.十三册高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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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抚摩八十年前的线装时尚--《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浅评  作者：甄远宁　　当一套《新文学线装珍本
丛书》展现在你面前，不知你会不会像我一样怦然心动、爱不释手——徐志摩、俞平伯、刘半农、卞
之琳⋯⋯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志摩的诗》、《忆》、《扬鞭集》、《燕知草》、《爱眉小札》
、《音尘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溢香宣纸蓝墨印，磁青纸的封面和封底，方正、文雅的书
名签条——这古色古香、朴素典雅的线装书魅力；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吸引、冲击着你的视线，拨动
着你的心弦。　　由学者薛冰、王稼句先生与专门从事影印出版线装古籍的浙江华宝斋书社共同策划
出版的这套现代作家的丛书，一经问世，便使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上个世纪。再让时间追溯到100
年前。20世纪初，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反对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大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
文化运动，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文化内容的革新，必然要求和引发形式的嬗变。体现在书籍
出版领域，即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平装铅印取代旧式线装，“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化书刊几乎都采
取了平装铅印本的形式。　　就在那个大环境下，在时人普遍视线装为落伍文化的象征而不屑一顾的
背景下，1925年，作家徐志摩和俞平伯在出版他们的新诗《志摩的诗》和《忆》时，破例地采用了线
装书的形式。随后，刘半农也以线装本印制了他的新诗《扬鞭集》上中两册。古老传统的旧形式与崭
新内容的白话诗歌相结合，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似乎很容易产生不谐调的效果，但读者竟出乎意
料地接受了这种版本。尤其是俞平伯先生的《忆》，不仅是线装，而且是作者手迹影印，还配有丰子
恺先生的彩色插图，诗情画意，亲切自然，既增加了书艺的美感，还有开风气之先河的作用。　　即
使如此，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这种形式当然不能被激进的青年作家们理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是陈尸复古和贵族化的行为，加以全盘否定。但正像丛书的编者姜德明先生所结论的那样，“历史
证明，新文学线装本诞生后发生的这个小插曲，正反映了当时文学界的某种风气，是‘五四’时期在
批判封建文化时产生的某种‘矫枉过正’的现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线装书的格式和印制工艺
，是我国所独有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古雅的传统魅力，适合读者阅读和欣赏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
说，徐志摩、俞平伯、刘半农等早期新文学作家，相继在各自的白话文学作品中大胆采用线装本，不
仅出于追求一种古趣和书籍的爱好，同时也尝试了旧形式有可能为新的内容服务，使传统形式与崭新
内容反差强烈又自然融合，不啻发出了保存国粹、弘扬优良传统的信号，为平常中国新文学界带来一
缕古雅清新之风。”　　而以我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斗胆地说，这是几位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在80年前
引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时尚。为了酷爱的线装版本，为了证明古老和现代的完美结合；同时，也为了
自由的出版形式，为了在激进的革命行为中增添一份清醒，他们义无返顾地做了，旁若无骛地做了，
不在乎面对的是鲜花和掌声，还是唇枪舌剑。历史证明了这一切。　　80年后的今天，当以专门影印
出版古籍为发展方向的华宝斋再造善本，精选了新文学中的最优秀的十本组成丛书，以线装的形式展
现世人，这又何尝不是在倡导一种新的时尚！ 用华宝斋的继承者蒋凤君女士的话说，现在，时尚生活
越来越多地被传统元素所装点和补充，就好比在现代化设计的家居布置中需要用一件红木的家具作为
点缀一样。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需要一些经过历史沉淀的时尚来夯实我们日趋虚华的生活，
线装书——这个我国历史文化的经典理应成为当代有学识、有涵养、才华的年轻人所喜爱和引领的一
种新时尚。我们书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也应该是拉近现代人与历史距离的一个
契机。　　丛书的策划者之一王稼句先生也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说，线装书本身就是国粹，是一种特
殊的文化，我们不能让它离开我们的生活，离开我们的视线。对这次影印出版，以影响广大文学爱好
者，也期盼有更多的读者因这套丛书开始了解线装书、喜爱线装书。不光是它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值得
我们留恋，更重要的是，它的收藏价值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比如《志摩的诗》一书中，《沙扬
娜拉》这首诗收入1925年8月线装版《志摩的诗》时，有18个小节。再版时，诗人拿掉了前面17个小节
，只剩下题献为“赠日本女郎”的最后一个小节，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 
沙扬娜拉！”　　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首玲珑之作了。而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它的原汁
原味的18首了。　　朱自清先生在为《忆》写的跋里说，俞先生称自己的《忆》只是“薄薄的影”，
“子恺君便在影子上着了颜色⋯⋯影子上着了颜色，确乎格外分明——我们不但能用我们的心眼看见
平伯君的梦，更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了那些梦，于是更动摇了平伯君以外的我们的风魔了的眷恋了。
”所以朱先生恰如其分地赞誉《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双美”之作。刘半农著的《扬鞭集》，
于1926年6月出版上卷，同年10月出版中卷。两卷中收有作者创作的新诗及山歌，下卷拟收译诗，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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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却始终未能出版，成为一个永远也不能完整的线装书版本。当时印数不多，传本更是罕见。　　
卞之琳的《音尘集》，曾于1936年由作者自费印刷出版。诗集为木刻雕刻，丝线装订，宣纸朱墨刷印
，外有金黄色的锦套，手工精致，古雅非凡，纯是一件新古董。而在新文学色书目中，人们却难以找
到这本《音尘集》，因为它的印数绝少。而梁宗岱译法国著名诗人瓦莱里的《水仙辞》，研究者认为
中国读者是因此才认识的瓦莱里。而在1931年以线装本印刷的《水仙辞》，现在国内也已经非常稀见
了。　　⋯⋯  ⋯⋯　　十本书，隐藏着多少曲折而离奇的经历，又饱含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往事，在
这里我们难以一一追寻和赘述，惟有暗暗感激华宝斋书社为我们再现了这些珍贵的文化精品。姜德明
先生在本套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从五四时期到建国以前，新文学的线装本当然不限于上述（指前面一
一介绍过的）十种，似乎也没有人进行过总数统计，就我个人的见闻，也不过三四十种吧；如果从够
得上珍本的角度来考虑，数量就更少了。因此，这里选辑的十种书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至于从保存
古籍印刷技术、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义上讲，一次能影印十种新文学的珍本书，这也是我以前不敢奢想
的事，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当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令人十分喜悦和欣慰的。　　是啊，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设想：一个周末的午后，闲散地躺在阳台上的藤椅里，随意地捧起轻巧的线装本
的《志摩的诗》，再次读起那首四海传唱的《沙扬娜拉》，你也许会了解一个优秀诗人别样的内心深
处；或者，轻轻诵起俞平伯先生的《燕知草》，一边回味着儿时的趣事，梦里的杭州，我猜你会禁不
住地喃喃自语，原来生活可以这般惬意地享受！附：《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的书目：《志摩的诗》
（徐志摩诗集）、《爱眉小札》（徐志摩文集）、《忆》（俞平伯诗集）、《燕知草》（俞平伯散文
集）、《扬鞭集》（刘半农诗集）、《音尘集》（卞之琳诗集）、《冬眠曲及其它》（林庚诗集）、
《水仙辞》（梁宗岱译编）、《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编诗集）、《题石集》（王统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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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按原版本样式选印新文学线装珍本图书10种，即《志摩的诗》1925年8月中华
版（徐志摩诗集）、《爱眉小札》1936年4月良友影印版（徐志摩散文集）、《忆》1925年12月朴社版
（俞平伯诗集）、《燕知草》1930年6月开明版（俞平伯文集）、《扬鞭集》（上中）（下卷未出
）1926年6月北新版（刘半农诗集）、《音尘集》1936年9月北平文楷斋雕印（卞之琳诗集）、《冬眠
曲及其它》1936年11月北平文楷斋雕印（林庚诗集）、《水仙辞》1931年2月中华版、《初期白话诗稿
》1933年春北平星云堂影印版（刘半农编诗集）、《题石集》1941年春上海自印本（王统照诗集）、
另姜德明长序单独排印线装一册.十三册高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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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音尘集》

我喜欢线装书的手感
红色的像印章似的字印在宣纸上
舒服得不能再舒服了
2、没影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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