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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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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Nicholas A.Basbanes)被誉为“关于书之书的权威作者”，著有大量图书集藏
方面的畅销书，曾入围美国国家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Circle Award)决赛。他与妻子及两个女儿居
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北格拉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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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淘书基本原则
第二章　朋友们的小帮助
第三章　品相，品相，品相
第四章　三个关键词
第五章　藏家故事
第六章　藏家心事
第七章　称职淘书人
第八章　淘遍全球
第九章　不疯魔不成活
第十章　O2—02一O2书市一日
附　录　关于价值的思考
译后记　小玩儿怡情，大玩儿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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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语中首次明文使用“藏书癖”(bibliomania)一词是在1750年。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Earl of
Chesterfield)菲利普?多墨尔?斯坦霍普(Philip Dormer Stanhope)是个狡猾的政客，善于卖弄辞令，他以傲
慢的口吻给自己正在上学的私生子写了封信，警告他不要堕入一种堪比鼠疫的恶习。“买好书，读好
书。”伯爵大人对耳根软的小伙子建议道，并敦促他要理智选择书的实质内容而非稀缺性，后者在伯
爵看来是全无道理的：“最好的书是那些最常见的书，而最后一版通常就是最好的，除非编辑们傻到
了家。”“藏书癖”的广泛应用要等到数十年后，而其最著名的记录者却主动将其戏称为“不治之症
”。这位名叫托马斯．弗洛葛诺?第布丁(Thomas Frognall Dibdin)的乡村牧师对书如痴如狂，最终写成
了一本划时代的小册子，并恰如其分地取名为《藏书癖》(The Bibliomania)。这位可敬牧者提供的诊断
可谓似真非真，却在1809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小轰动，被大量用于指称兴起中的藏书热——当时正值
“藏书的英雄时代。(Heroic Age of Book 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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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纯语言文字的角度，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出众的书，但却是一本值得去读的书。作为曾经的收藏类
杂志编辑，我对这本书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备感亲切。作者通过讲述自己与美国及世界顶级书商、藏
家、专家的采访互动，呈现出了藏书界各个层面的众生百态，地点是美国，读来却仿佛近在眼前：拍
卖场上的红尘滚滚，拍卖师报菜名儿一样的激烈喊价，手捧大珍时眼里心里进发出的狂热，书展上弥
漫着的贪恋之欲一正如书名所点出，这一切归结到底，就是“疯”与“雅”的纠结。近15年来，中国
的艺术品收藏界在众目睽睽之下如鹰展翅上腾，与之相伴的是财富、文化、情怀、欺诈、功利、泡沫
等说不完的话题，在媒体报道一个接一个的惊叹号中，整个中国沸腾了。令人诧异的是，这么如火如
荼的艺术品收藏市场，能找到各类印刷精美的图谱、图录、专著，却几乎找不到一本像《疯雅书中事
》这样集资料性、实用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严格说来，当下国内的收藏界，并没有太多真正意义
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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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　　——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美）约翰·马克思韦尔·汉
密尔顿著　　失落的书（英）斯图尔特·凯利著　　无人读过的书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
寻记，（美）欧文·金格里奇著　　神保町书虫（日）池谷伊佐夫文·田　　藏书的乐趣（德）乌尔
夫·D·冯·卢絛斯著　　疯雅书中事　　——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界，（美）尼古拉斯·A·巴斯
贝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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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疯雅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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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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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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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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