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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前言

1962 年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
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
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
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
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我还记
得，柯灵同志主编《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 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
期将要革新的“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网似的，又出了1945 年的6 月
号——第四年第七期。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杂文是为原来的“新年号”执笔
的，写得较早，用的是“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帝城十日》用过的“
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
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
称。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
。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书话》的时候。　　我
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每
次见面，总要谈到《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
为辩说，指出弢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1962 年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当着我的面，金镜同志向李
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直到《“怎样研究”丛书》谈到阿英，才觉得
作者另有其人。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着答：“你猜吧，近在眼前哩。”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恍然大
悟地望定我说：“是你呵！我每次都将《书话》剪贴在本子上，赶快写下去吧。”我也还得谈到赵家
璧同志。据《阿英文集》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家璧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说是别的都很齐全，
可惜把《书话》给漏掉了。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站在《书话》作者的立场，我对这三位表
示深切的感谢，并且想补说一句：有人以为《书话》是阿英同志的作品，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
的文章，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取“风雨如晦”的意思，看来人
们又把“如晦”和“晦庵”联想在一起，认作一个人、一回事了。　　至于这次改书名为《晦庵书话
》，作者也直署本名，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倒是根据
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人其他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
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书话》初版40 篇，其中第二篇为《
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
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
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40 篇之数。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
篇同时收入。　　在这《书话》部分的最后，又附录了难明（周遐寿）、丁守和、方行（鹤亭）和我
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补充和铸版，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书话
》丰富一些。　　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
》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
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因此有的作
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有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
—《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而把其余的称之为《读余书杂》，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
的全部的书籍一样。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都也加上了书影。
《书城八记》写于1965 年，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带病执笔，
聊以自遣，曾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上陆续刊载，谈的是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的
掌故。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转借又极不易，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
应当插入的书影，却只好付诸阙如了。　　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
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我又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
是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
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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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模模糊糊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
与追求。　　我想从写作《书话》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记得《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
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他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
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从现在收录的《〈子夜〉翻印版》、《〈饶了她〉》、《玉
君》、《再记〈玉君〉》、《〈月夜〉志异》等篇看来，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但是，
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
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后来，当我
谈到朱自清、刘半农、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曾经为我找寻材料，提供书籍
，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断，三言两语
，一百几十个字。有的人认为写得太短，而他，还有周遐寿先生，都曾写信给我，对那些短文表示好
感。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
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
，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
，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
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
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而当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
，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
，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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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内容概要

《晦庵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一般不长，大都是含有专
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
以艺术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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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作者简介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现代散文学家、文史研究家。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创作，以散文、
杂文为主。40年代创办《周报》，主编过《文汇报》副刊《笔会》。出版杂文集、散文集、评论集二
十余种。40年代以来，以“晦庵”为笔名撰写“书话”，用序跋式散文形式，钩稽现代文学、文化、
出版工作的大量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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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书籍目录

序书话  序  《守常全集》  《或外小说人》  科学小说  闲话《呐喊》  半农杂文  撒碎了的《旧梦》  《童
心》  朱自清  走向坚实  乡土文学  革命者！革命者！  诗人朱湘  两本散文  骈肩作战  “怎样研究”丛书
 《世界文化》第二期  翻版书  《子夜》翻印版  且说《春蚕》  再谈翻版书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革命的感情  郑振铎与《新社会》  《人道》  “取缔新思想”  关于禁书  关于禁书之二  关于禁书之三  
书刊的伪装  “奉令停刊”  别开生面的斗争  若有其事的声明  在国外出版的书  《饶了她》  ⋯⋯读余
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书城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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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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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精彩短评

1、书好价格好
2、在国内当代书话中，此书为翘楚。宽处比32开的书短1厘米左右。纸张有弹性。黑白插图很多，印
多了不甚清晰。
3、还是给四颗吧⋯⋯
4、唐弢先生我一直很敬佩，写的书话简单有意思。关于翻印书，查封，封面，插图的部分让我长姿
势啦。还有陶元庆的《大红袍》用作许钦文《故乡》的封面，鲁迅自己设计封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
5、非常喜欢的内容和文字！
6、新文学过眼录
7、绝对的经典，常读常新。
8、中文系学史料的必读
9、读过的是一本很旧的版本。
10、在京坐地铁读的，终于在火车读完。前面的书话都好，后面八记未免老生常谈，以为作者会多谈
自己买书的典故，但只有末一篇谈及，又以表彰新时代为旨归。
11、能买此书的人自然都知道此书在书话类书籍中的经典性，无需赘言。
书本身用纸不错，黄黄的、但有些厚，导致整本书都很厚，装订用的也是全胶订，生怕时间长了翻得
时候胶脆书断。这是三联近些年的最大的失误。为什么不能用线订呢？成本能增加多少呢？书的封皮
也容易脏。
12、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很为我所喜爱，也给我极深的影响。因此当我看到他的《晦庵随笔》（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后，便手不释卷翻阅起来。其实这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封面色调和用
纸都颇为讲究。通览一遍，感觉是他的《回忆·书简·散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一书
的“续篇”。有多篇谈的依然是鲁迅先生，尤其是关于鲁迅全集的编攥和保护鲁迅先生的藏书轶事，
读来耐... 阅读更多
13、此书初版已炒成天价啦！
14、这本书早就想买了，看到这次半价就赶紧买回来了。书是好书，文字更好。
15、现在谈版本多少有点无趣，关于版本的很多小事还算有看头。除却我不懂的诗及茫茫然的"译文过
眼录"，这本相识？已久的《晦庵书话》是不难看的，当然，上过维基的高知们可缺不得鞭子。
p.s师陀推崇的彭家煌。
16、唐弢的晦庵书话
17、一直想买的书，终于到手了，我喜欢，非常喜欢唐弢先生的文字！
18、所涉内容看似随笔，却比较专业，可作为现代文化史料佐证参看。顺说三联出的这版本，开本又
小，纸张又厚，捧读有顷，手掌麻木，只能靠腿支着——这书看的，腿脚不好还真不成啊⋯⋯
19、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还是觉得早期的文字好。尽管绝大多数文章都未注明首发时间，还是不难感
觉出来两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差别。作为唐先生多年多种书话资料的合集，本书编辑似有义务给出原书
原文最早的详细出处。
20、对于初学者，不太了解这一块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很有调理，易懂。
21、唐先生的新文学图书目录...翻过即可
22、经典书话，值得阅读
23、晦庵书话
24、想买本书话，网上查了半天，经比较，购入该书，翻看后对书中提及的当时作者与国民党特务之
间的恩怨突然有所兴趣，然后继续浏览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这个所谓的特务就是“英雄无名”里的范
行，国家已经给予平反，经过资料比对，最后觉得唐弢此人品行确有问题。回头再看该书，发现文章
里不少带有政治倾向的语句，感觉不太符合书话类的文人气息，就像看唐诗集，里面却批着”阶级分
析法”，你说会不会兴味索然。。。本想当做午后休闲，一边品茗，一边欣赏的床头小书，感觉有点
失望了。。。
25、内容很好，值得收藏
26、网上评论说这本是爱书人的经典，但看了看还是50年代的主流思想，也许对我这种80后不太适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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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27、2007年出版的，值得收藏、阅读。
28、可以得到不少好玩的東西，尤其是第一部分談早期新文學書目的文章。很多想法都可以生髮開去
，做深入的瞭解，有啓發性。只是這些出版本的書，我們現在有怎麼好看到呢。
29、可读可藏的书话佳品
30、大家之书也！版本精美！值得收藏与阅读！
31、买的时候想着当做偶尔翻阅一下的半收藏性质的书，但是一旦翻开，就发现会一直一篇一篇的看
下去，一个一个关于书的短小的故事，很有趣味，又不是长篇大论，非常的耐看，书是真的意料之外
的厚，要慢慢的品上一段时间。
32、貌似很多爱书人将此书当成书话里的“圣经”，所以也想有一本，还没看，但感觉物超所值。
33、同老版。
34、早就想买的一本书。。。。。。
35、非常好，图文并茂
36、唐弢就是知识界的地标
37、有意思的一本书
38、不是特别写书籍的，只是写关于人的，
鲁迅的追随者。。。
不是很喜欢鲁迅，所以也不是很喜欢这本书籍，
但是作者的感情丰富是让人欣赏的！！！！
其实这本书籍可以当做文人三十年代人的历史来读。。。。
39、不看目次，信手拿來，隨便翻翻。
40、书不错，早就想收藏细读
41、边边角角都很神奇
42、老书新版，买来看看变动如何
43、还没看，以后看
44、向唐弢先生致敬！
45、这本书找了好久才找到 内容倒是其次 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业界的装帧水平越来越差 连三联自己
也是大不如前了
46、还可以，粗略翻了翻。
47、唐弢（tao涛）先生这本书是书话的经典之作。特别喜欢的是他对于藏书，刻书，购书等的论述。
藏再多书也没有用，不在你脑袋里，真正长知识和学问还是要读的。
48、书很好，大小正合适，捧在手里特别舒服，纸质也很好，喜欢。
49、经典好书，值得看与收藏！！这是三联书店的一本好书。
50、c掌故，不太过瘾，，
51、开本挺小，配图更小，且是黑白配图。希望再版时改进
52、让人很惊喜
53、现代“书话”的“始作俑者”
54、晦庵书话（第2版）
55、四星因为《革命的感情》一章，及类似的这种立场。书为厚厚的一本小册子，篇目多简短，内容
不失厚重。是文献学课上老师所荐，趣味多，不似那般学究气，尤爱书中插画。读此书于民国时期图
书出版、装帧版本设计、外国文学译作、当时文人交友等情况都能窥见一斑。鲁迅“有人翻版，功德
无量”一语，具深意。
56、有说此为国内书话的上上签了，内里文章俱多佳。此版装帧不喜，若插图彩页，精装就好多啦！
57、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58、很遗憾不是原版，封面设计得较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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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精彩书评

1、1979年10月，唐弢先生在编完《晦庵书话》后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
，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我只是信手翻着这本书，这
只是疲劳后的一种休憩，但怎么会预料到，能有这样的愉悦感呢。《白屋遗诗》一开头便不凡：“新
文人中颇多精于旧诗者，达夫凄苦如仲则，鲁迅洗练出定庵，沫若豪放，剑三凝古，此外如圣陶、老
舍、寿昌、蛰存、钟书诸公，偶一挥毫，并皆大家。”仲则即黄景仁，定庵是龚自珍，剑三为王统照
。“洗练出定庵”之“出”字大抵为“超出”义罢。而唐弢先生的笔力，是多么精准。《三闲书屋》
里这样描绘大先生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开本阔长，天地宽大，一律毛边横排，于精致中显出
雄厚气派。”说的多好啊，天地宽大，留白给读者以空间。毛边横排，显出雄厚气派。我从来都用“
蓬松”来形容可爱的毛边书，唐弢先生却用了“雄厚”，好个雄厚，如此有力。还有《撕碎了的&lt;
旧梦&gt;》的结尾：“一九二七年以后，刘大白弃教从政，由教育部次长而至代理部务。既居要津，
渐忘来路，他不但自藏锋芒，而且一切作为，也已非‘寻常百姓’。‘撕碎了的旧梦’，看起来，到
此又要重‘撕’一番了。”多么巧妙的链接，又是多么地让人痛及悲。姜德明先生在序言里说：“唐
弢先生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
者都能达到的境界。”李泽厚先生曾说“重要的不只是‘从凡入圣’，而更是‘从圣入凡’”。李泽
厚先生想说的是有一颗脱俗的心，却过着近乎平民的生活。而我想冠之于更高的荣誉给唐弢先生，因
他不仅有高超的境界，不仅入凡，还普度了目前的我。这也许就是书话的魅力吧，感谢马师，又带我
走进了一片新天地，如此美好。
2、版本：三联2007年7月第二版四印。页74。“丰收成灾”这个名词已经被送入历史博物馆，事实却
还是值得我 们深思的。有两种社会：在一种社会里，连续遭了三年灾荒，而且是百 年来未有的大灾
荒，人们仍然能够平安地度过；在另一种社会里，农业 生产获得丰收，粮黄棉白，大多数人却依旧只
能颠沛流离，死亡相继。 重读 《春蚕》，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出许多重要的道理。  通书那种左翼文人
吃了枪药的“战斗情怀”我就不吐槽了，但看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唐弢用春蚕证明国民政府如何“
丰收成灾”，然后卒章显志，用刚“平安”读过的三年“大灾荒”来今昔对比，替红朝背书。唐弢自
己刚在上文里说“作家有责任去反映人民生活中迫切的问题，却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 个狭隘的主
题上，随俗浮沉”，他自己反映了毛时代人民生活中迫切的问题？还大言炎炎，信口开河。如果他真
心如此觉得，我替他可悲；如果他了解过真相还如此说，那我不齿其人。就冲这一点，我宁可去看知
堂散文，至少，知堂的文章里有人味儿。
3、许是有悖于从前对于书话词话的认知，唐老这本不薄的小书颇让我有名胜于文之累⋯⋯唐老的其
他作品拜读了了不能妄下评论，但书话这一着怕是不敢恭维。不过其中能看到唐老殷切怀人之思进而
收集其所怀之人之书之热切与执着，在此一揖⋯⋯或许吾辈不才，难以参透个中深意，却仍奉劝一句
，此书为现代出版史研究怕是无上功德与文学史研究。正襟危坐读完五百余页。图书馆去也，莫误有
识之士与此书相遇之佳期，

Page 10



《晦庵书话》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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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书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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