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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坎坷半生唯嗜书》是书话文存系列之一。
与丛书的其他几本不同，作者认为不必分卷，只在“后记”中做了文章分为三类的说明。
这本书话，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写作者过去读书生活的；二是评史的文章；三是书评。
文章共36篇，计200千字左右。

《坎坷半生唯嗜书这本书话思想性、学术性较强，其文章篇幅长，叙事详细，分析透彻。
作者王学泰在写读书生活中，透过个人的读书经历，展现了时代的大场景，呈现给读者的历史画面，
真实感人。
诸如琉璃厂寻书、在监狱中与管教人员斗智的小故事等，描绘了嗜书人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下都要读
书的乐趣，苦难中的欢乐，轻松而沉重。
在评史和评书的文章中，视野广阔，分析透彻，评论客观，语气平和而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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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泰，一九四二年底生于北京。
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八○年春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任编辑；一九八八年调至文学研究
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九七年被评为研究员，后兼研究生院教授。
二○○三年退休至今。

研究领域最初是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
著作包括《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事百态》、《《
水浒》与江湖》、《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而
且还有很多的学术随笔集出版，其中包括像《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
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等。
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王夫之评选)。
与傅璇琮等人主编了《中国诗学大词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坎坷半生唯嗜书>>

书籍目录

自序
读书的苦与乐——读书随想录(一)
  接触最早的书
  知识的摇篮——图书馆
  逛书店和买旧书一
  “文革”中的琉璃厂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书与读书者的浩劫
话说“内部书”与“内部书店”——读书随想录(二)
  “内部书”在理论上的尴尬
  没有一定之规的“内部书”
  宽严不同的“内部书店”和与时流转的“内部书”
“文革”中期出版的几本怪书
  怪书《柳文指要》
  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
  这也叫做文学作品
重读《诗经》——评《诗经名物新证》
  《诗经》与礼乐
  二重证据法
探源溯流说《论语》
  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论语》地位的涨落
  近百年的儒学与《论语》
《宋文鉴》的编刻与时政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
破梦者如是说——评《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
《百年一遇》序
  “家”给了我们什么？

  “家”和《出身论》
  “生民之乐”
《偷闲杂说》序
《笑林广记》序
《炼狱者雕像》序
《发现另一个中国》序
《中国饮食文化简史》自序
从徐致靖谈到《古城返照记》
县衙门的“官”与“吏”
“吏治”与“治吏”——评《中国古代吏治札记》
  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吏治与治吏
  古代官吏制度的启示
真游戏与潜规则——评吴思的《血酬定律》
笔力千钧，神流方寸——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
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匠学七说》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坎坷半生唯嗜书>>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回首文坛往事的思考——评《往事何堪哀》
“原生态”的思想家 ——评《李宗吾新传》
  “厚黑教主”旧相识：
  “原生态”的思想家？

  “厚黑”是个思想与话语的平台：
  思想前沿的思考者
  为什么“厚黑学”再度张扬？

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
  (附)新文化运动与溥仪
话说《无知者无畏》
  说王朔
  关于知识分子
  关于金庸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读《邵燕祥自述》
谦谦君子，人淡如菊
读方成
  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对幽默的探索
中国第一个出版家——陈起
出版人郭强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坎坷半生唯嗜书>>

章节摘录

　　逛书店和跑图书馆加强了我的读书意识。
我最早逛的书店是琉璃厂的旧书店，我的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读初中，每天都从琉璃厂过。
那时书店尚未公私合营，比现在书店要多多了，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而且各有特色。
几乎每天我都要到这里流连一会儿，可惜当时没有钱，看到过许多想买的书，因为囊中羞涩，而失之
交臂。
其中使我数十年而不忘的是《郁达夫十年集》，那是由《沉沦集》、《寒灰集》等十本郁达夫作品编
成，皆为精装，出版于三十年代初，纸已发黄，封面与书脊还很新，索价十元，那是我一个月的伙食
费还有余（当时中学生伙食费每月八元五角），捧着书，摩挲再三，终于放下了。
其他如旧杂志《新青年》、《现代评论》、《语丝》、《拓荒者》、《词学季刊》等名刊，也不难得
，只是数毛钱到两元钱一本，这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像现在视为&ldquo;文物&rdquo;的北大学生1957年办的《红楼》（&ldquo;整风&rdquo;时学生的&ldquo;
鸣放&rdquo;文章多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只五分钱一本，我买了一整套（可惜后来送给一个同学了）。
那时的琉璃厂不像现在的金碧辉煌，有富贵气，无书卷气；当时的名店《来熏阁》、《富晋书社》等
都是青墙灰瓦，非常朴实的。
我们穷学生在那里站着看书，而且一看就是俩仨小时，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也很少不耐烦，应该说我是
在这些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狭小的书店领略了知识海洋的无限宽广。
　　北京五六十年代的新旧书店我都跑遍了，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旧书摊，隆福寺夹道的&ldquo;修
绠堂&rdquo;都是令我流连忘返的地方。
东安商场旧书摊最大，新旧书全有，绵延有百米之长。
我在六十五中读高中时，中午吃完午饭就利用休息时间跑到这里读书，有时甚至误了上课。
那时最时兴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几乎
是中学生必读的书。
有位同学在东安商场书摊买了三本一部的《勇敢》，只一元一角钱。
打开书的扉页，写满了娟秀的小楷。
大意是勉励友人向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两人联翩前进。
从词意和赠书者的名字看是位充满热情的女郎。
可是墨迹未干，书就上了旧书摊，真是令人悲哀。
　　那时我们也正在青春期，买到此书的那位同学颇有感慨，在扉页最末写道：&ldquo;少女一片痴心
意，换得书摊一块一。
&rdquo; 那时正逢&ldquo;反右&rdquo;之后，谁一划为&ldquo;右派&rdquo;，他写的书马上廉价处理，
上了旧书摊。
刘绍棠是较早划为&ldquo;右派&rdquo;的青年作家，他的《运河的桨声》、《山楂村的歌声》、《青
枝绿叶》就卖五分钱一本，哪个摊子上都有。
秦兆阳是较晚划为&ldquo;右派&rdquo;的，他的描写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被处理
，一角钱一本，旧书店中的书架上常常被该书排满。
　　巴人的&ldquo;人性论&rdquo;被批判，他的《文学论稿》也只是卖两三毛钱。
　　那时书店与书摊的从业人员们不是人们常说的&ldquo;小辫子&rdquo;，而大多是中老年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一位女售书员，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她高高
地坐在收款台上，却还是显得那样的干枯瘦小，看来她近六十岁了，表情严肃，极富敬业精神。
去得勤了，我们熟悉了。
她爱读当时流行的马南村的《燕山夜话》。
有一次与我闲聊：&ldquo;作者真博学，三教九流、声光化电，仿佛他什么都懂得。
&rdquo;我说：&ldquo; 他大约借助了类书。
&rdquo;她谈吐不俗，经常介绍给我一些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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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臆》、《三家注李长吉歌诗》、《道咸宦海见闻录》、《世载堂杂忆》都是通过她介绍而买的。
我非常喜欢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称赞她有眼光。
她说作者还有一本《洪宪记事诗》更有意思，可惜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出版过。
我很奇怪，问她，您很早就爱读书吗？
她说：我还是大学生呢，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听过鲁迅先生的课。
我们一下便感到亲近了，因为古往今来这么多思想家、作家，我最喜欢的就是司马迁、杜甫、鲁迅。
一位坐在书店收款台的女店员竟受过我最崇敬作家的亲炙，真是不可思议！
她说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学未能念完。
结婚成了家，没有工作，虽然也时常看些书，但学问荒疏了，解放后便不能从事文化工作，只能卖卖
书，总算和文化还能沾点边，每当说到这些时，脸上便会掠过一丝凄凉的苦笑，不知道其中蕴涵着多
少辛酸和艰难。
她的心很细也很善良，有一次，我在书店看书，旁边有个高中生模样的青年匆匆地将几本书塞到书包
里。
店员都在忙着上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我十分感激书店让我们这些经济不宽裕的学子们到这里自由浏览，因此便特别厌恶这种所谓的&ldquo;
窃书&rdquo;的行为。
　　我悄悄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那位女店员。
她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向那位青年瞟了一眼，又叹了一口气。
她把那位青年带到后屋，大约几十分钟之后，那位青年红着脸走了。
后来她跟我说：那个学生是个高三生，爱看书，家里很困难。
我没有为难他，快毕业了，要是公开了这件事，说不定会影响他的一生。
以后，我在书店还看到过这个青年，说明他没有受到为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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