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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房是一种奢侈。
时至今日，许多读书人都没有自己的书房。
本书作者江晓原显然是个完全实现了梦想的读书人。
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将档案馆的密集架搬进书房的人。
这个书房实在奇特：地上铺着铁轨，用带滑轨的密集架放书，可以比原来的藏书量增加三倍。
区区十九平方米的空间打造出拥有三万藏书、四千藏碟的“书影之城”。
江晓原坐拥着大气实用的书房，以猫的灵性和优雅让这些藏书藏碟生动起来。
让我们走进“老猫的书房”，感受别样的才情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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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晓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
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
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
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破
格晋升教授。
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
近年感兴趣的新领域：科幻研究。
已在海内外出版了50余种书籍，包括《天学真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紫
金山天文台史》、《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专著，《江晓原自选集》、《年年岁岁一床书》
、《小楼一夜听春雨》、《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我们准备好了吗？
——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等文集，《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人之上升》等科学文化著作，《剑
桥插图天文学史》等译著，主编《我们的科学文化》等系列丛刊。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还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纸杂志长期撰写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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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解前书房时代1 雪夜闭门读禁书1.1 爱上读书1.2 少年惊艳梅花谱1.3 张庆第先生1.4 高考2 学生时代2.1 
《西厢记》2.2 科学史2.3 淘书路线图书房时代3 书房的变迁3.1 终于在滑轨上成为书虫3.2 女儿的“童年
记忆”3.3 阅读综合征4 在“阳台”与“卧室”之间4.1 “见习巫觋”4.2 天学4.3 “第二专业”5 我的书
评生活6 两种文化6.1 “两种文化”6.2 我们的科学文化6.3 科幻的三重境界6.4 量化考核·计划学术·学
术过热7 书房的生命7.1 和书相爱7.2 作客书房书·缘8 人在旅途，心念书香8.1 在汉城搜寻《三国遗事
》8.2 “失而复得”之《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8.3 异域购书之艳遇种种9 那些人，那些事9.1 戈
革9.2 书痴L9.3 周雁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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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大多数爱好读书的人都会希望有一天拥有自己的书房，不过，在他们拥有书房之前，阅读生涯
就已经开始了。
这也许可以称作阅读生涯的前书房时代。
多年之后回头再想，几乎每一次当我的人生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都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获得答案
。
1  雪夜闭门读禁书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切有“异端”思想或可能有助于造反的书都在严禁之列，
然而张良仍能得到老人授给他的兵书，最终成了秦王朝的重要掘墓人之一。
故后人有“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的诗句。
张良的故事可靠与否并不重要，但任谁也无法禁绝天下之书则是事实。
“文革”开始，文化惨遭浩劫，“封资修”(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此语现在四十岁以
上之人皆耳熟能详，年轻人则或许要查字典矣)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
文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成了“毒草”，皆在禁止阅读之列。
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若要读书，只剩下小红书和鲁迅的书可读。
许多人都谈过那时无书可读之苦。
然而那个时代也还有另一番景象。
——江晓原：回忆当年读禁书1.1  爱上读书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是让父亲最恼火的事情。
那时候，我和绝大多数的男孩一样对阅读并无爱好，我热衷的活动和其他小男孩并无不同——打架、
爬墙、逃课。
有一次我们爬进了一个解放军的驻地，结果被发现遭到呵斥，不过这件事本身让我们几个小男孩都很
有成就感，并因此而消弭了遭到呵斥所带来的沮丧。
那个时候，我因为课堂纪律不好，一周六天课，几乎总有四天会被老师关着，放学不让回家。
父亲那时是一位小学老师，虽然并不是我所上的那间小学，但两问学校其实相去不远——同一条马路
上的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
两所学校的教师们会经常在一起学习，所以班主任总有机会告我的状，这曾让父亲恼火不已。
不过让我那时的老师大伤脑筋的是，我的作业做得很好，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学习坏一点，老师应该不会那么恨我——纪律不好、学习不好可以当反面教材
；纪律不好、学习好，让老师无话可说。
“文革”时我去了北京，当时十三四岁。
那时候我姑母家大人都不在，就剩下比我小两岁的表弟，他现在已经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在那时还只
是十一二岁光景。
后来，我们在重庆的姑母的孩子也过来北京。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过。
那种生活有点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情形。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北京的姑母家见到了“扫四旧”劫余的《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虽然直排繁体字我以前从未见过，但《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将我紧紧吸引住，我连猜带蒙，等看完上
册时，已经自动认识了大部分繁体字，也习惯了直排。
看完《西游记》，又看《三国演义》。
正是这两部古典小说为我打开了最初的眼界，知道还有文学、历史的广阔天地。
几个月后，当我再回到上海时，就变得喜欢看书了。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成了“毒草”，皆在禁止阅读之列。
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若要读书，只剩下小红书和鲁迅的书可读。
许多人都谈过那时无书可读之苦。
但幸运的是，我在那时候并没有痛切地感受到。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从姑母家带回了《水浒》；除此之外，我开始在家里疯狂地找书。
“文革”一开始，父亲所在小学的图书室就被封闭，但父亲可以从保管图书的老师那里为我弄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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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弄来的多数是西方文学名著。
我每看完一本，赶紧再去换。
在那个年头，能弄来这种书是多大的幸运！
我母亲是机关干部，“文革”前她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文革”既起，图书室也被封闭，书
就交她看管，于是她就经常“监守自盗”，悄悄拿几本书回来给我看，看完后再去换。
许多古典文学的入门书，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
资料》、《汉魏六朝赋选》之类，我就是这样读到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时代她竟能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
》——当时她负责单位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来的。
想想也有趣，那时我们这里已将这些“毒草”彻底严禁，却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
害”那里的人民(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
那段日子经常是这样过的：我父母白天上班，外婆在家，学校停课。
我在家到处找书，甚至找到了在上海的表姐“文革”前用过的语文课本。
她的高中语文课本里有《打渔杀家》、《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的片段。
对那时候的人来说，这样的书就很好看了。
家里的书很快就不能满足我的欲求了。
那个时候，谁有书就可以跟人交换。
由于父母的原因，不久我就在小朋友中间有了一点名气，成为一个“能弄到书的人”。
“能弄到书”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可以与人进行交换。
小朋友们将他们弄到的书借给我看，我将我弄到的借给他们。
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心，和好几条渠道保持着“单线联系”，不同渠道的书通过我这里完成
交换。
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去搞新的书了，因为那些书都要经过我的手，比如说
我可以与甲、乙分别联系，在把甲的书借给乙的间隙读完，又把乙的书借给甲，再利用间隙看完，很
多书就这样读到了。
回头看来，当时自己可以自由读书很幸福，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系统性和针对I生，有什么就看什么。
但这也不算是缺点，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有这么多书可以读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在这种地下的借书交易中，周转时间通常都极短，一本书在手里的时间一般是三天左右，短的只有一
天，甚至只有几小时。
然而人人都极讲信义，几乎没有失约，更未遇到过拖欠不还之事。
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专门建立了流水账，上面一笔一笔记录着谁借走了什么书，哪天还；向谁借
了什么书，哪天还。
(这些表格曾让我母亲一度十分担心，因为她据此猜测我参与了某些小集团。
)再看看今天，朋友之间借书不还已成家常便饭，有人还翻出古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话头来作
谈助，回想当年小伙伴之间的信义，能无愧乎！
在当时，欧阳山的小说也被列入禁书，母亲因此不准我看。
但她这么一说，我偏就要找来看，并且很快通过和小伙伴换书找到了。
过了一些日子，我忍不住告诉她说其实我都看过了。
她很生气，说你尽看这些“毒草”，将来怎么办呢？
“雪夜闭门读禁书”一直是中国文人喜爱的境界。
在那群书被禁的年头，能弄来种种“封资修”的“毒草”，闭门而读之，是何等刺激的事！
这也正是我们那时能够极快地读完每一本书的原因。
我曾经用一天时间读完《复活》，用半天读完《当代英雄》，而为了一本《安吉堡的磨工》，我和同
学们创造了24小时之内5个人读完的记录——轮班接续着读，记得排给我的时间是午夜0点至次日凌晨4
点。
对于我母亲弄来的那些古典文学书籍，因为停留在手里的时间可以稍长，我就抄录。
我不仅抄录了几千首唐诗宋词，还抄录文章，甚至像潘岳《西征赋》、庾信《哀江南赋》这样的长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猫的书房>>

作品，也全文抄录不误——而且还是用毛笔！
那时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些书将来还有再次出版印刷的一天，而实际上几年之后，这一天就到来了。
不过当年那一厚摞手抄本，我至今还保留着，因为这是人民和“文革”期间文化专制进行英勇斗争的
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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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一本关于书房的书，这个创意最初出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韩建民社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答
应了。
现在书稿已经完成，是不是真的有意思，就只能让读者来评判了。
我首先要感谢吴燕小姐，她对我作了多次访谈，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本书的初稿，为此付出了辛勤
劳动。
我还要特别感谢编辑吴芸茜女士，她为本书的文字编辑、图片插入、版面设计等等做了非常细心的工
作，使本书能以赏心悦目的形象与读者见面。
特别说明一点：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书影，皆与本人有关——或者是本人自己写作、翻译、主编的书，
或者是本人曾经在媒体上发表过评论的书。
本书中出现的电影海报，也都是本人曾经在媒体上发表过影评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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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猫的书房》：上有天堂，下有书房。
书房是一种奢侈。
时至今日，许多读书人都没有自己的书房。
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
我经常想象，在午后斜阳的书房中，一只慵懒的老猫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着、蹲坐着，思考那些
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事情——古埃及人相信猫是通灵的。
住宅里没有书犹如房间没有窗户雪夜闭门读禁书少年惊艳梅花谱终于在滑轨上成为书虫阅读综合征在
“阳台”与“卧室”之间我们的科学文化和书相爱人在旅途，心念书香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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