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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
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
　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
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
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
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
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
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
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
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
通讯。
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
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
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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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林新话（修订版）》为香港远东出版公司于1954年初版，三联书店于1987年初次推出简体版
。
此次即据三联旧版加以修订，除核实大量引文，改正错讹，精加校订外，还抽删掉旧版附录的《小说
新语》，改入别集，成一新版，为曹聚仁书话类结集的第一种。
　　本集内分三卷：上卷“读书散记”是作者读书生活的经历和经验之谈。
作者推崇颜李学派“学以致用”的读书态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主张疑吉、叛师和独立
思考；中卷的“蠢话甲录”、下卷的“蠹话乙录”，散谈古今中西各种自己读后受益良多、感触较深
的具体书目。
这些漫话闲语，虽发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读来，却依然启人感悟，思索。
　　作者既是骨灰级的书虫，虽屡经散书惨痛，仍于一生乱世中聚书，读书，著书不已。
同时，作者也是“书话”题材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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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人（出生地蒋畈村现划属兰溪）。
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
坛。
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
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报刊新闻工作。
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
1956年后，曾数次回大陆采访，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1972年7月病逝于澳门。
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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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引言——学而时习之上卷 读书散记我的读书经验颜李学派之读书论要通古书再等
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论著作著作与纂辑书的故事书的命运买书卖书丁超五的书书呆子内
山书店中卷 蠹话甲录《近代的恋爱观》《性心理学》《文明与野蛮》《坦克的故事》《三字经》《庚
子丛谈》《寓简》《京师坊巷志》《竹窗随笔》《杨幺事迹考证》下卷 蠹话乙录《浮生六记》《灰色
马》冷趣《雪莱传》《鲁迅的故家》游牧情怀《你往何处去》《李师师》《海外异闻录》《西厢》话
《夜读抄》苦茶《故事新编》《平屋杂文》羊头村民族诗人张孝若的遗著《雅舍小品》严范孙诗《红
楼梦人物论》《约翰生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后记曹聚仁书话系列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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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
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
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
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
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
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
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
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
》、《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
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
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
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
》，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
，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
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
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
”“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
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
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
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大不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大不
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
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
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
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
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
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
”。
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
”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
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
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
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
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
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
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各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
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有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
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
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
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
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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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古总要上当的。
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
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
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
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
，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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