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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楼学短》

前言

《学其短》几年前在北京的报纸上开专栏，陆续刊出过若干篇，那时的序言中说过：“即使写不好，
也可以短一些，彼此省时省力，功德无量。”这当然是有感而发，因为自己写不好文章，总嫌哕唆拖
沓，既然要来“学其短”，便不能不力求其短，这样稿费单上的数位虽然也短，庶可免王婆婆裹脚布
之讥焉。此次应刘硕良老同学之请，把这个专栏续开起来，体例还是照旧，即只介绍一百字以内的文
章，而且必须是独立成篇的。也还想趁此多选些纯文学以外的文字，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
，常亲近文章，却未必敢高攀文学的。学其短，当然是学古人的文章。但古人远矣，“代沟”隔了十
几代，几十代，年轻人可能不易接近。所以便把我自己是如何理解，如何读的，用自己的话写下来。
这些只是我自“学”的结果，顶多可供参考，万不敢叫别个也来“学”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于
长沙。（原载一九九九年《出版广角》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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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念楼学短:桃李不言》内容简介：《学其短》几年前在北京的报纸上开专栏，陆续刊出过若干篇，那
时的序言中说过：“即使写不好，也可以短一些，彼此省时省力，功德无量。”这当然是有感而发，
因为自己写不好文章，总嫌哕唆拖沓，既然要来“学其短”，便不能不力求其短，这样稿费单上的数
位虽然也短，庶可免王婆婆裹脚布之讥焉。此次应刘硕良老同学之请，把这个专栏续开起来，体例还
是照旧，即只介绍一百字以内的文章，而且必须是独立成篇的。也还想趁此多选些纯文学以外的文字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常亲近文章，却未必敢高攀文学的。学其短，当然是学古人的文
章。但古人远矣，“代沟”隔了十几代，几十代，年轻人可能不易接近。所以便把我自己是如何理解
，如何读的，用自己的话写下来。这些只是我自“学”的结果，顶多可供参考，万不敢叫别个也来“
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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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怕不怕民众【念楼读】 从古到今，帝王的统治，都是有盛必有衰，有兴必有亡，就像白天之后
必然会是黑夜一样，永远都不会有不落的太阳。做皇帝的人，如果闭目塞听，不注意民间的疾苦，不
倾听民众的呼声，他的统治就会结束得更快。《书经》中有两句：“可爱的难道不是君王吗？可怕的
难道不是民众吗？”意思就是说：在民众心目中，君王是他们生活的保障，自然应该为民众所爱戴；
但君王若不顾及民众的生活，要当无道昏君，民众便会抛弃他，打倒他，这时在君王心目中，民众就
会成为可怕的了。【念楼日】 唐太宗李世民这篇文章，收在《全唐文》卷十“太宗七”中。原文仅五
十五字，却尖锐地提出了统治者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作了回答。这就是：民众有能力
也有权力决定统治者的兴亡，关键是统治者是否代表民众的利益。历代总集，总把帝王之作冠冕全编
，害得读者只能从若干卷以后看起，只有魏武魏文等少数例外。李世民没有文学遗传因子，出身军人
家庭，十九岁便带兵打仗，而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尤其是敢于承认统治者无论多么英明伟大，其统治
都只能是暂时的，实在难得，此其所以为明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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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司马迁

Page 7



《念楼学短》

编辑推荐

《念楼学短:桃李不言》是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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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蛮好的普及用书
2、要看全面哦，提升境界，升华人生
3、不错哦，作者钟书和是历史学家
4、精选之内容，可见作者之用心。赞一个！
5、书写的不错，留着慢慢看。
6、包装没有破损，正版书！推荐购买。
7、装帧甚佳
8、文短情长。
9、古人的智慧都快被我们忘记了 幸亏有钟先生的这套书
10、封面一层灰，有划痕。不过内容倒是很好看的。
11、想看《逝者如斯》
12、文短情深呐。
13、2015-73
14、2012.06.11麦田图书馆藏书
15、内容好,装订另类,可以进一步按自己的喜好装桢

Page 9



《念楼学短》

章节试读

1、《念楼学短》的笔记-第9页

        九页：苏洵《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
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
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录自苏洵《嘉佑集》。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
宋眉州眉山人。）

 

四一页：曹操《与孙权书》：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录自《全三国文》
卷三）

 

五九页：范座《献书魏王》：

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座薄故也，而得百里地，大利也，窃为大王美之
。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
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录自《全上古三代文》卷四。范座，战国时相魏王为诸侯[合从]丛主。
赵王欲为从主，故以百里地请魏杀座。）了按：此文精短而吞吐纵横，置生死情理于谈笑间，气魄极
大。

一五五页：黄庭坚《书林和靖诗》：

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
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缘何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
止系于人。（录自《山谷题跋》卷二）

一五九页：傅山《高手画画》：

高手画画，作写意，人无鼻眼，而神情举止生动可爱。写影人从而装点刻画，便有几分死人气。诗文
之妙亦尔。若一七八尺体面大汉，但看其背后，岂不伟然？掉过脸来，模模胡胡，眼不成眼，鼻不成
鼻，则拙塑匠一泥人耳。微七八尺，即十丈何为？（录自傅山《霜红龛集》。傅山，字青主，明末清
初山西阳曲人。）

一六一页：廖燕《题目与文章》：

凡事做到慷慨淋漓激宕尽情处，便是天地间第一绝妙文字，若必欲向之乎者也中寻文字，又落第二义
矣。世人有题目始寻文章，余则先有文章偶借题目耳，犹有悲借泪以出，非有泪始悲也。题目是众人
的，文章是自己的。故千古有同一题目，无同一文章。（录自廖燕《山居杂谈》。廖燕，字柴舟，明
末清初曲江[广东韶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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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页：王士祯《题榜不易》：

有求竹轩名于东坡者，久之，书匾还之，乃“竹轩”二字。甚矣，题榜之不易也。余再入蜀，谒武侯
庙，见某中丞题榜曰“丞相祠堂”，余深叹其大雅，不可移易。又吾郡重修历下亭，或题其榜曰“海
右此亭古”，亦叹其确。此所谓颠扑不破者也。（录自《古夫于亭杂录》，王士祯，原名士禛，字子
真，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清代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
，学者，文学家。）

 

一九一页：顾炎武《&lt;日知录&gt;前言》：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
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证后之君子。（录自《日知录》。顾炎武，明末清初昆山
人，世称亭林先生。念楼读：《论语·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
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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