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燕榭集外文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来燕榭集外文钞》

13位ISBN编号：9787506335348

10位ISBN编号：7506335344

出版时间：2006-5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黄裳

页数：5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来燕榭集外文钞》

内容概要

《来燕榭集外文钞》是著名藏书家和散文家黄裳先生近几年新发作品的全编，有文艺性散文，有文史
随笔，也有杂文和游记，包括[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一、[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二、[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三
、[来燕榭集外文钞]之四、[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五、[来燕榭集外文钞]之六六个章节。
黄裳先生是当今中国文化界享有盛誉的著名藏书家，文史专家和散文家。此书为新发现的黄裳作品全
编。这些新搜集整理出来的三十五万余字文章，写作时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她高中时期一直到八十年
代初，这些文艺性散文，文史随笔、杂文和游记涵盖面广，写作形式多样，既呈现出作者丰厚的学识
、修养和人生经历，又系统地反映了半个多世纪间中国文化曲折发展的历史行程，堪称一部文化扛鼎
之作，此书的装帧设计也颇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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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集外文钞》

作者简介

黄裳（一九一九年—— ）原名容鼎昌。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交通大学肄业。一九四五年进文汇报
社．任重庆、南京特派员、编辑、编委等职。曾任军委总政文化部越剧团编剧、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
编剧。一九四O年开始散文创作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撰有大量散文、杂文、剧评、游记、读书随笔
等。迄今出版专著四十余种。有《锦帆集》、《锦帆集外》、《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山
川·历史·人物》、《榆下说书》、《黄裳论剧杂文》、《银鱼集》、《翠墨集》、《晚春的行旅》
、《过去的足迹》、《惊弦集》、《花步集》、《彩色的花雨》、《榆下杂说》、《清代版刻一隅》
等。译文有《猎人日记》、《一个平凡的故事》、《歌略夫里奥夫家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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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集外文钞》

书籍目录

[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一旅绥杂忆玲玲升黜父与子重来辽远的记忆异国的心转变了的英雄北风小黄我们
的班长雨天的断想别宴失去了的青春独巷雾关于《蜕变》及其演出关于《扶箕迷信底研究》《记丁玲
》及续集读书日记[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二蠹鱼篇《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四库琐话四库余话龙堆杂拾
龙堆再拾谈李慈铭关于李义山朱竹姹的恋爱事迹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
堂从鉴定书画谈到高士奇说欢喜佛关于墨春明琐忆宣南菊事琐谈谈张之洞谈善耆记戊辰东陵盗案曾左
交恶及其他[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三芭蕉院随笔——“晚晴”西行诗纪《西行诗纪》续记缙云山纪游风
雨·山林·鸟兽爱之术关于废名谈何其芳更谈周作人怀昆明兰伽书简书城脞语之一从《史地》到，《
文史》吴雨僧与《文学副刊》关于闻一多关于傅斯年怀冯友兰先生失题虎与狼略论所谓“顽固”印度
人的生活多余的辩解(附：何其君《关于美国兵》)拟书话三则鸿博诗话京尘杂感听歌偶感关于抗战期
间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古游乐录《数学与你》后记[来燕榭集外文钞]之四谈《打连厢》三改随笔—
—嫂嫂——“改造”过的英雄——杀嫂与斩貂——鲁迅先生与戏改——论“游侠”——再论武松——
关于丑角俊扮——论“二丑”——关于也是园杂剧——关于神话剧——关于《红娘》——金锁记——
乔玄的问题——关于《一丈青扈三娘》的处理——消极与积极——辫子与跪拜旧戏新谈——跷功——
跪拜——关于恐怖和残酷——脸谱——孙悟空——清查仓库——两条路——略论“弱不禁风”——“
弱不禁风”之二——论真实——论争的小结——泗州城——花荡——翠屏山从盖叫天进京说起典范的
演出艺术家的辛勤创造俞谱俞序柳梦梅[来燕榭集外文钞]之五鲁迅诗笺闻一多先生纪念读《嵇康集》
南行杂记杂文复兴再论生产救灾《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后记关于《腐蚀》京尘琐录知识分子的改
造入蜀记法海的禅杖看《拜月记》从《十五贯》谈起湖上小记[来燕榭集外文钞]之六解冻从《春灯谜
》说起九千岁变脸一念之微“拉郎配”肖天佐李娃及其他扎朴吴梅村逸诗关于也是园古今杂剧谜底谨
以偏方献帮腔“博”物馆吹毛琐录煞神的衍化废话陶庵张岱不薄今人爱古人杂感梅花墅澹生堂的藏书
后记：我的集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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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集外文钞》

精彩短评

1、黄老的书都要买
2、当初我是被封皮吸引的，正好又刚看过读者上关于黄裳的一篇文，就买了。看看这些也挺有意思
的
3、来燕榭集外文钞
4、黄裳先生的书太多了
5、好的文字。
6、2008年10月18日 上海静安区图书馆。
7、墨影呈祥，快乐阅读，享受人生。
8、挺有意思的一本集子，推翻了許多對黃裳的印象。
9、怎么没听说这位作家，不错啊
10、刺激还没有结束。
11、黄裳是难得的stylist，值得心摹手追
12、来燕榭集外文钞 ，黄裳系列精选集。
13、特价很实惠
14、少作，非常人也。
15、易读过周作人。
黄裳是黄宗英的衣裳。
16、二三五章节耐读
17、高中时爱不释手
18、少作，元气充沛，比晚来一些文字还要好。少年时代的小说没什么看头，但是从给《古今》写稿
始，声口一转，大好。
19、虽云少作，实胜晚年之文。为《古今》所撰几篇尤佳。
20、今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书，长知识，文字也好。老先生真强。
21、最后附的那几首诗难得一见，有李义山之风，推荐一读。
22、好文章
23、老文人的怕與愛
24、黄裳作品系列，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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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集外文钞》

精彩书评

1、一本出版于2006年5月的好书，现在才到了我的手上。书，就是黄裳先生的《来燕榭集外文钞》
。2006年的时候便知道黄先生在林林总总的旧集、新集之后，出了一本“集外文”，但听说价格达40
多元，不免有些患得患失，这次有幸碰到书店打特价4折，再也不能错过了。40多元，本属物有所值，
现在4折，只要17元，更是物超所值，赶快就利用一个早晨的时间，读完了。“集外文”到底是“集外
文”，对喜欢作者的人来说，“集外文”的功效之一，就是开了另外一扇小小的窗，而从这个窗口中
透出的风景，自然仍是旖旎极了，但与“集内文”相较，究竟别有洞天。我想，在研究黄裳的人那里
，《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第一个用处，是对钩稽黄裳和周作人之关系大有助益。读书界比较一致的意
见是，黄裳的文字是追摹周作人的，这一点却意外遭到了黄先生本人的否认，我看过黄裳不止一次的
访谈，别人和他探讨知堂对其影响的时候，黄先生总是虚晃一枪，聊作应付，然后便去大谈鲁迅。黄
裳和周作人关系究为何如？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而在那厚厚的六卷本《黄裳文集》里，有
心人当能注意，黄先生对周作人假以辞色的时候是很少的，虽然偶尔也要表示佩服知堂的文章，不过
，这种佩服，也往往是修辞技巧上的一种“反跌”。著名的《老虎桥边看知堂》，记得是收在《金陵
五记》中，那是黄裳生以报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狱中的周作人，所写下的一篇名文。《金陵五记》不
在手边，印象最深是，周作人应黄裳之请题诗，写了句“东坡风貌不寻常”，有攀附身陷乌台诗狱的
坡翁的意思，黄先生文中所记，他的感受是“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落水的周作人受这种斥
责自是活该，黄裳先生在斥责同时，又请这个尴尬的“老东坡”“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却给人
一种怪怪的感觉。现在的《集外文》则提供了另一种线索。从题目看，直接写周作人的有以下四篇，
即《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更谈周作人》。另有
文题似与周作人无关，而内容却有牵连的，如《关于废名》，说废名“这位诗人兼哲学家已经完全脱
离了这个混浊的世界，这与他的老师走的正是一条路”，“又记得一位不识面的朋友写了封信给我，
其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废名过京时，曾亲至狱中，对周存问，犹有古人风义，比起傅斯年来，不可同
日而语云云。这似乎也是一种看法”。废名对狱中的周作人“存问”，从大处说，是不知民族大义，
从小处言，是书呆子气十足，难怪黄裳对他“不免起了反感”，这和他当年在老虎桥暗斥周作人，其
情感是一致的。可是人的情感，到底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集外文》中四篇直接写周作人的文章
中，前面三篇，都让我这个对黄裳不屑周作人早存定见的人小小地吃了一惊。对知堂文字的倾慕，不
消说的了，像“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悲恻的一篇文字”，“这种记述儿时故乡琐事，加以微淡的情感，
最为我所爱读”，“这是我喜读的一段文章，却说不出什么地方好来”云云，眼界甚高的黄裳先生恐
怕不会轻易许人的；而对周作人思想的钦敬，也在在可见，“读之如闻说法，令人顿生澈悟，获益匪
浅”这样的话，哪是随便说的呢？他对周作人思想的归纳，“虚无而少信”，“漆黑的定命论”，一
望即知，非真知周作人者，断不能理解得如此透彻。黄裳在《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中同情“漆
黑的定命论”的周作人，说“战乱前知堂用辛辣的笔锋与左派苦战，看了真是感动。”老实说，几十
年后，作为读者，我看了这段文字，仍难免感动的。然而不久，曾让黄裳感动的周作人就让他觉得“
满身的不愉快”了，这是1946年《更谈周作人》一文中透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周作人的“落
水”，无疑是最应该首先考虑的。可是也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因为《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
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三篇文章，都是写于1942年前后的，这个时候，北平的周作人
已经是一个让人“满身不愉快”的“落水者”了。那么是身在沦陷区的黄裳先生苦于环境的限制，作
文缺乏别的素材，只好借周作人来敷衍么？考虑到黄裳先生的腹笥，这种想法迹近侮辱。那么只好存
疑了。我有一个私愿，希望有条件的人，好好钩稽一下周作人与黄裳的关系，不论文字还是思想，如
果要做这个工作，这本《集外文》则是万万不能忽略的。顺便再说一点，黄裳先生喜欢强调鲁迅对自
己的影响，而据《集外文》反映，早年的黄裳似乎很少谈到鲁迅，渐渐越谈越多，是1946年后的事情
了。在研究黄裳先生的人那里，《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第二个用处，是终于看到了黄裳本人对“《古
今》公案”的说法。黄裳在沦陷区为汪伪背景的《古今》杂志撰稿，是个让不少人纠缠的问题。为什
么会纠缠？估计可以从公私两面说，“公”的一面，是希望努力还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好是坏都让它
显露出来，“私”的一面，或有私怨在焉，而在立身行事之大节上向来不苟的黄裳先生，对这个问题
一直避而不谈，或许也是遭致纠缠的另一个因素。现在，黄裳先生终于在这本《集外文》中谈到了，
不仅如数把他当年在《古今》上发表的文字重刊，并明确在《后记》中宣示“对旧作，我是愧则有之
，却并不悔。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是洗刷不尽、躲闪不来的”，这种胸襟应该让那些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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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集外文钞》

私怨的人闭嘴了。关于读书界人士最关心的黄裳为《古今》撰稿的原因，《后记》中指出了两点，一
是约稿者太厉害，以前并不“抖”，于上海沦陷后“忽然抖起来了的”约稿者周劭“逼稿甚紧”，自
己“惹不起”，“也躲不开”；二是黄裳是准备逃出沦陷区的，“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
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像笔者这样的后辈，对那段历史真是隔膜极了，读了这样的文字，难免有些
想像不出，让作者躲都躲不了的约稿人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汪伪既要办《古今》这样一份杂志骗人，
当然还需要一点文化的外衣，不知道它发放稿费，除了按文章计酬以外，还有什么让作者这般戒备和
刺激的程序？在研究黄裳先生的人那里，《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第三个用处，是可以比较清晰地触摸
到黄裳思想演变的一些脉络。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黄裳先生妙文迭出，其中两篇让人颇感诧异。
第一篇是因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怒斥张中行先生，还有一篇则是回忆胡适抗战中作“六言诗”，黄
裳及同仁们曲解胡诗“过河卒子”一语，至今“仍为之神旺”。我对这第一篇的观感是，黄裳先生所
论密不透风全无瑕疵，只是未免火气太大了一点；对第二篇的观感则完全本诸黄裳先生素来提倡的“
修辞立其诚”，窃以为无论针对何种人何种事，只要事实俱在，批评错了就是错了，认个错没什么的
，错了犹“为之神旺”，距“修辞立其诚”不得不说稍有距离。读黄裳先生大著不少，服膺其道德文
章，而这两篇文字引发异样之观感，却又苦于无迹可寻，这本新出的《集外文》的效用就在这里显现
了出来。除了胡适，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人，如傅斯年、雷海宗、冯友兰、查良钊、燕树
棠，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群体，上个世纪40年代，这一群体对某一邻国在我东北的行为表示抗议，黄
裳先生仅用寥寥数笔，便将该群体的滑稽可笑之态展露无遗，那真是一篇不能不看，看后又不能不思
索的妙文。连带不堪的还有一份现在大蒙时誉的《大公报》，黄裳先生在写于1947年一篇文章中，称
其“虽然号称民间报，然而别有若干民间所不可及之‘优点’。甚至还得了美国人的青睐，送给奖状
。这里的“优点”二字，和它上面的引号用得恰好，“未著一字尽得风流”，黄裳先生说他最敬重的
是鲁迅，这里便依稀有鲁迅的文风在的。读了这样几篇《集外文》，我曾经的困惑涣然冰释。黄裳先
生的思想，也许早晚容有参差，但至少在1946年以后，就是“吾道一以贯之”了。除了以上三点妙用
，《集外文》中充满着黄裳照例的博雅和从容，爱读先生文字者自亦不能错过，虽然这已经是余事了
。 黄裳著：《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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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笔记-第210页

        不佞曾得光绪间石印小册《北上备览》，盖当日都门导游之类书籍也。其中对吃馆子加以指导。
如‘糟温’为翁文恭公潘文勤公常去之所；安儿胡同有烤肉馆，虽仅一间门面，而达官贵人、摩登伽
女，多就案前长板凳，跷一腿立于凳上食之。门外排队而候之者，如长蛇阵。冬晨雪霁，此一幅‘吃
肉图’，亦大可观。
并以下宫中赐肉，小刀子、酱油纸等，均似曾相识。在唐鲁孙作品中多次看见，看来唐氏也是有参考
书的吧，譬如这《北上备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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