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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溪山话本》共收小文章二十五篇，不像散文，更非小说，与时人的鸿文巨制不同，各篇都相当
于中国画中的小品，故想命名为小品文集。
然而，小品文也者，系一般的通称，可以是出于张三之手，亦可为李四所作，颇嫌笼统。
究竟为谁氏的小品文，还得标上名号为是。
由于我的另外几本拙著，已名日《林冠夫论红楼》《林冠夫谈诗》《林冠夫说小说》。
为求路数一致，故拟标上个名号，日《林冠夫小品文集》。
又据友人意见，此当为副题，还应有个能概括内容的正题。
既有正题，副题遂作罢。
　　然而，正题叫什么，还得计及文字的内容。
这一组文字有个共同点，都是说的我故乡的往事。
翻的都是些陈谷烂芝麻，最初我曾想以此定名，因几位友人都嫌俗，作罢。
后来又有友人出了主意，书名中应将江南水乡特点写上。
我的故乡，地居浙南的山上，山左日南溪，亦书写为楠溪，或槽溪。
溪为溪流，时人因嫌其小，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升格称之为江。
于是就名为欠亨的　　“楠溪江”。
山右为西溪。
此山正处于西南两溪之间，所以很难讲我是西溪人或是南溪人。
故用一通称日，来自溪山上的人。
　　说是溪山上人，也是有来由的。
在温州府的时代，永嘉为首县，即知府衙门设在永嘉县城。
今已称为温州市。
两溪之地，当时为县城的乡下。
县城中的市民瞧不起乡下人，不客气背地里称这些人为“乡下鸟”，客气的，当面称呼为“溪山上的
人”。
这些山上人也是以此自称。
“溪山上的人”，大而化之，即浙南的乡下人。
这个本子名《溪山话本》者，其实就是永嘉乡下人故事的意思。
话本者，话其本也。
作者原是溪山上人，至今还深深不忘，以此述说自身的本质、本性和本来面目也。
　　此外，称之为“话本”者，于我又包含另一层意思。
尽管我读书的专业为中国古诗，但小说毕竟又管了我多年的饭。
给学生授课时，也时而讲过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
由此，自然想到小说史上的“话本”，中国的小说艺术，严格说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为
传统。
“话本”就是宋人说评话的底本。
叙述过去年代的旧事，与“话本”一语，自有关联。
书名为《溪山话本》，其意又有二：一则，它系平日与友人闲话，记录下来而成的文本；二则，此中
亦略有旧时话本意味也。
　　写这一组小文章，从最初命意到成篇，前后历时，无虑十有馀年。
那都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隙中陆续完成的。
最早写成的几篇，知交陈永春兄看到之后，拿走其中的两篇，即：《智圆和尚》和《堂兄》，他在（
《人民文学》杂志任编辑，后来遂同时在这家刊物上发表，那是1997年6月号。
此外的若干篇，也曾交给几家有关报刊发表，那都是上个世纪末季的事。
我这样处理，意在能听取同仁或友好们的意见，以卜得失。
　　这两篇最初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之后，挚友卜键兄看到了，当即来电话，赞誉有加，并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溪山话本>>

议继续写下去，将来凑个集子，书的出版由他管。
当时卜兄正长文化艺术出版社，说这番话，不尽同于通常那种应酬性的鼓励，而是出于真心实意的。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友人，也都颇说了些好话。
如与我属于忘年交的青年友人廖八鸣兄，读了几篇手稿后，说这几篇都很有趣，那是属于两种文化接
头上的一些现象，于青年人来说，都很有必要知道。
将来出版后，我愿意将它译成日语。
还说，他可以物色合适的英语翻译人选。
　　如今，此书面世在即，自然想到诸多友人当日的种种鼓励。
可是，前面提到的几位，各自的生活亦大都有了变化，卜键兄今主另一个单位，八鸣兄亦远赴东瀛求
发展。
我还提起这些旧事，只是为了说明，我对他们的盛意，都铭感于心，成为我将这组小文章继续写下去
的一种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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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溪山话本》共收录小文章二十五篇，不像散文，更不是小说，与时人的鸿文巨制不同，各篇都
相当于中国画中的小品。
《溪山话本》作者林冠夫是著名红学家，书中用平淡素雅的文字叙述出幼时的家乡事和故乡人，写出
了朝花夕拾的意境。
书中配有藏书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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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冠夫，偶用笔名观夫、秦谙。
生于1936年。
浙江永嘉人。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红楼梦纵横谈》、《红楼诗话》、《重编今古奇观评讲》、《唐宋律诗选讲》（合作）
、《重编千家诗评讲》（合作）、《林冠夫小品集》（即将出版）、《秦淮旧梦》（即将出版）等；
编选有《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丰编，合作），又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
林外史》、《红楼箩》等五部名著的节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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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弁言师傅词人名医和尚阿生阿祥与草台班丐佬九罂粟花乌云盖雪枣红马辫子松姨守一居士教勉诚姐堂
兄茅哥对塔，坐拥皋比红鲇鱼萝卜乌烟筒花椒糊了醉仙楼名菜记故家，老屋基大若岩记游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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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枣红马　　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诗，许多选本都入选，一些唐诗鉴赏书
也多选以为例。
那是大多数读过几首唐诗的人都很熟悉的。
此诗的收结两句，曰：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两句诗说的，人与敬亭山相互对看，人不厌山，山亦不厌人。
故日“相看两不厌”。
人在观赏自然景物时，作为对看一方的人，看山不厌，由你说去，好理解。
山为自然景物，被人观赏时为什么也是不厌人？
即是无生命的山，在诗人的笔下仿佛有了生命，也有了情感，像友人似的，与人产生了情感交流。
这当然是人有此感觉。
也许，李白当时太感寂寞了。
　　对此，我一直自感是略有所会的。
但自从进入“五七干校”，我成为一匹小红马的饲养者，产生了马与人成为朋友的感觉，才悟到往日
对李诗的理解，终究只是皮相，既不透彻，更不深切。
自此，感受遂大不相同了。
　　那是我在“五七干校”期间经历的一段往事。
　　什么叫“五七干校”，今人已很陌生，其前因后果，也是说来话长。
简单地说，就是知识分子，时称“臭老九”，集中起来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
进“五七干校”，于当时是例有的事，与政治上触犯法律的人不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有区别的。
犯人押送往劳改农场，强制劳动，是惩罚。
进“五七干校”，尽管各处的“五七干校”所在地，供这些人劳动的，多半也是从劳改农场划出来的
一片土地。
管理者对待进“干校”的人员，也颇不客气以劳改者视之。
然而，与劳改者毕竟还是不能等同的。
进“干校”的人员，起码不是因个人犯有某一件明显的事，人身自由也比劳改者多了许多。
而且这些进“干校”的人，却有一个时代式的动听名称，叫作“五七战士”。
　　闲话少说，我在“五七干校”期间，有一小段时日，我的劳动任务是被分配为养马。
说起来，这是个“老九”改造的单位，但改造的内容，却是以农耕为主，因此，“五七干校”自然也
饲养了几匹骡马和毛驴以供耕地或运输之用。
其中一匹，我称它为枣红马的，便是本文的主角。
　　那匹枣红马，十分可爱。
我没有当过骑兵，更无从领会熟谙战马的将领心境，于判断马的优劣，完全外行。
我亦未曾读过　　《相马经》之类的杂书，对马匹的好赖，就连纸上谈兵的起码知识也不具备。
我的所能，只是凭当时目击印象说它长相。
那匹枣红马的毛色，油光锃亮，浑圆的臀部，线条流畅，外观十分喜人。
　　那是一匹小公马，刚刚成年，也就是说，它已到不守本分的年龄，一见到匹异性母马，便不顾一
切跑过去，作某种爱呢的表示。
人们此时如果跑过去强行拉开它，必是惹恼了它，遂不免竟有十分剧烈的反抗表示，又踢又咬，人是
绝对接受不了的。
于是，按传统的习惯，惟一的作法便是去掉它的性别特点，予以阉割。
据请来实施阉割的老乡讲，任何公马，无论平日有何“发骚”行迹，凡经阉割，就“老实”了，此后
它只顾干活，听凭随意调遣，原先常有的任何意向或行动，统统都不复出现了。
　　老乡们还说，小公马挨刀后，创口愈合期间，走路时往往弓着背，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在马的腰
背上捆上个轻重适中的沙袋，将腰压得略为下欠，以免此后落下个弓背的毛病。
因此，枣红马自经这场劫难之后，每天须牵着它外出遛马，上野地吃夜草，所谓“马无夜草不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溪山话本>>

即此是也。
“干校”当局指定，由我来担负这个时间内的饲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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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溪山话本》文字平淡素雅，一定广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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