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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

内容概要

本书为“文玩鉴赏丛书”之一。实际是《春游社琐谈》和《素月楼联语》两本书，前者是由张伯驹先
生主编的“春游社”成员（均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老精英，各学科享有盛誉的代表人物）关
于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等方面的随笔文章。这些文章能使人看到高品
位的中华文化。后者则是张伯驹先生编著的对联知识的著作，其特点是选博取精，言简意赅，又具一
定的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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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

精彩短评

1、曾是床头常备之书
2、2001年8月27日 广州图书馆。诗钟源于福州，时在清嘉庆，林文忠则徐在《雪鸿堂初集》中有折枝
诗句即是。（P261）袁寒云曾书赠余一联云：“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前人。”（P387）

3、這書很早在圖書館讀過，便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便想擁有一冊。
當時找了很久，尤其是《春遊瑣談》，還托人去鄭州去找過，終於沒有找到。
後來突然就豐富了，有了這一冊和《新萬有文庫》本。
4、文化消费
5、上个月看了梁羽生的《名联观止（上）》，梁的书八卦的很有趣，入选的对子，更在那个“名”
字。所以对比我与此二书所作的笔记，单薄的《素月楼》远多于梁。这可不是我的偏心。
     我没记错的话，梁文道好像对张伯驹先生的字，用过“文人的软弱”这种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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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

精彩书评

1、　　　　　　　　　　　　　　漫忆风华绝代时.读书楼外雨丝丝. 空烟幻梦无多恋.浅唱低吟有所
思. 功业堪能惊乱世.文章亦自著新词. 夜凉人散天如水.今我停杯一吊之.　　知道张伯驹先生是看他的
＜春游琐谈＞，读大学在图书馆借来的一册中州古籍书社的本子，封面用的是展子虔＜春游图＞，古
雅淡丽，所记都是当时的老先生们闲来无事谈诗论文的文字，在解放后举国狂热的鲜红底色上留下澹
远的一笔，尽管似乎已是略带悲剧意味的抵抗了。 　　后来买到辽宁教育的一册＜春游纪梦＞，不大
的小册子，收录六种著述：＜春游纪梦＞，系＜琐谈＞中张先生自撰的文字；＜丛碧书画录＞，所收
为张公收藏的书画题记，“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是则予为是
录之所愿也。”最见先生气度，所谓“有容乃大”是也；＜丛碧词话＞，收先生论词语，极隽永可人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承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而作，而刘著“其中事实有不详尽者，
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实者，盖听传闻，非身所经历。⋯⋯予与项城同邑，又属戚谊，但仍从旁观者
著笔，是即是，非即非，不拘时，不限事，要供后人之不知者。”可见是当作史来写的。清末民初，
湖海龙蛇，草莽并起，身在其间而能以史笔秉实而著的，实在寥寥；＜红毹纪梦诗注＞，更属稀世奇
书，“因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乱弹昆曲、其他地方戏，以及余所演之昆乱戏，并戏曲之佚闻故事，
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纪梦诗注＞。”虽不是大历史，但当做一种宝贵的文
化史料，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妙笔；＜京剧音韵＞，融合声韵学与京剧表演讲京剧音韵事。 　　再后来
就是从范笑我兄那里求来的北京版＜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虽加一社字　实为不同，但当年春
游社聚会全文，已尽为所有，珍视之心，自是莫可忘怀，其中＜素月楼联语＞一种，文雅可喜，尤喜
“书如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以为最见书生韵致。 　　如今就是这部有些岁月痕迹的＜张
伯驹词集＞，如睹幽兰，如聆清音，伯老词，灵动飘逸，清俊淡雅，乌衣公子，笔底芳华，自是不同
于凡间俗子也。 　　今吟此诗，并诉与伯老著述结缘之一二事，聊书于此，且作闲时之览耳。
2、贵族的养成要三代。旧时嘲笑暴发户，说穷小子乍富，吃饭都不知道怎么拿筷子。这话大抵是有
道理的，中国历经数千年，迭有更替，加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常有，富贵穷通一时王
谢，在贵族和平民间流转的家族不知凡几，很能证明这个定律。三代簪婴，然后出了贾宝玉，不是出
身于大族世家的，很难想像贾家已经“老底子都翻了出来”，为什么还要讲那些排场。我们所处的社
会，统治者基本属于泥腿子进城，讲了很多年忆苦思甜，就更难想象贾宝玉式的大家子弟是什么作派
了，而中国式的风雅，其实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最集中，所以我比较喜欢看这些人的故事。张中行在
《负喧琐话》里，讲了他的一个同学，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而他的两个儿子都无心经济，一味
向学，喜欢些屠龙之技，家道中落而兴趣不减，算是近代平民版的贾宝玉故事。而近代有点政治背景
的贾宝玉故事，比较典型的可能要算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和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了。京华名士袁寒
云，也就是袁克文，是上海青帮辈份很高的大哥，杜月笙算是他的徒孙辈。袁寒云还是京剧名票，诗
词大家，最后潦倒而死，是妓女们凑钱安葬了他，这样的故事充满了政治阴谋、江湖放浪、名士风流
和香艳绯闻，几乎包含了一出肥皂剧吸引人的所有元素，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人拍。本来想说张伯
驹的，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么多跟他无关的事。张伯驹是过继给张镇芳的儿子，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
弟，袁的内务总管，有名的大财主。张伯驹这个人有钱而不爱钱，抗战的时候，他被汪精卫的手下绑
架，勒索300万，张伯驹绝食了几天，人已经奄奄一息，却对来探视的夫人说：绝不允许变卖文物为他
赎身，绑匪只好降价到40万。张伯驹出来后，将国宝《平复帖》裹在身上带到西安，后来捐给故宫博
物院，成为故宫镇馆之宝。张伯驹涉猎很广，如果要说是什么“家”的话，大概要列一长串。但是，
张伯驹那一代许多大家，都是“述而不作”的，因此著很少。我买到张伯驹编的《春游社琐谈  素月
楼联话》是张的女婿1997年整理的，很能见到那一代文人的趣味和修养。我的新签名“欲上青天揽明
月，应须美酒（景）送生涯”“万事从来风过耳，一生几见月当头”就是选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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