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鸱夷室文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鸱夷室文钞>>

13位ISBN编号：9787511013491

10位ISBN编号：751101349X

出版时间：2013-6

出版时间：海豚出版社

作者：范烟桥 著,赵国忠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鸱夷室文钞>>

前言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
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
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
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
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
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
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
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
稼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
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
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
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
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
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
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
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
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
地低鸣。
”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
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
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
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
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
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
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
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
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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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范烟桥的散文小品集，收录了三十多篇散文小品。
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掌故考据，又有文人轶事，读来趣味十足，具有典型的明清小品文的风范。

今编选《鸱夷室文钞》，限于“海豚书馆”篇幅，仅选录他的随笔小品。
他的这部分文字有些已结集为《烟丝集》《茶烟歇》出版，本编旨在给读者提供新资料，故不重复收
录。
兹选取散见于旧时报章杂志中者，其一部分取自范烟桥在《苏州明报》副刊《明晶》上发表的小品文
，且以“‘明晶’小品”命名；另一部分采自于其他旧报刊，列为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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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烟桥(1894--1967) ，乳名爱莲，学名镛，字味韶，号烟桥，别署含凉生、鸱夷室主、万年桥、愁城侠
客，吴江同里人。
出生于同里漆字圩范家埭的书香门第。
后移居苏州温家岸。
他一生著述颇丰，有《烟丝》、《中国小说史》、《范烟桥说集》、《吴江县乡土志》、《唐伯虎的
故事》、《鸱夷室杂缀》、《林氏之杰》、《离鸾记》、《苏州景物事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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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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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115） 上海行（121） 灌音小记（125） 为愙鼎访吴湖帆记（132） 红裙（134） 星社感旧录（136）
食在中国（143） 故乡（150） 章太炎在苏州（154） 寄琐散叶（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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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望乡台读者不要误会，这个望乡台，不是善男信女理想中的酆都城里的建筑，乃是一种比
喻，希望苏州旅京同乡会成了一个望乡台，常给老乡们登上台去望望故乡。
凡是一个人，离乡背井，到了陌生的地方去，求名求利，无论如何得意，他的心弦上，总得有一点儿
波动，要弹出一套思乡曲来的。
在古人的著作里，可以找到许多思乡的诗歌文章，没有一句不是从心坎里发出来的，故乡为什么这么
的惹人思慕呢？
不过，仅仅是思慕，未免太单调了，应当更进一步，对着故乡，有一种期待，并且要帮助故乡的父老
昆季诸姑姊妹，去兴利除弊，刮垢磨光，才有意思。
否则像重瞳先生所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只是想把富贵夸耀给故乡看，故乡是不要的。
前清时候，同乡京官对于故乡，常有一种干预政治的举动，使地方官碍手扳脚，非但不能嘉惠故乡，
反而道路侧目，弄得是非混淆。
这一点似乎叶楚伧也说过，现在的同乡京官，大概不会有这等事了。
我想着了两件同乡京官爱乡的事，写在下面：一件是翁同龢在南书房侍读的时候，曾经向同治讲过清
初江南减赋的话，他把江南赋税特别加重的原因，和人民负担的痛苦，说得很详细。
同治听了老师的话，甚是感动，可惜当时国库空虚，军费浩大，没有什么效力，但是肯说这种话的，
已经很少了。
一件是殷兆镛奏请裁撤厘卡，清政府命李鸿章查办，李袒护曾左一辈子新贵，说厘卡所征者极少，并
无弊窦。
清政府把殷兆镛申斥了一回。
在那时候，关于曾左的事，谁有这大胆去参奏呢？
减赋和裁厘，是整个的民生问题，这两位乡先生可算得“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同乡京官，也常常替故乡建白些万世歌颂的事迹。
可是故乡的疾苦，决不是一两句话所能革除的；故乡的建设，不是一两人所能促成的，要随时随地，
予以助力。
尤其是要请同乡京官在从政之暇，常常登上望乡台去看看故乡的现状；走下台去，想想怎样可以有益
于故乡？
想着之，就不辞劳怨的做去；自己做不来，去对做得来的人说；做得来的人太少，便唤起许多同乡的
注意，先在外边团结成功一个有力的集团，然后和故乡的父老昆季诸姑姊妹合作，那么事情就容易办
了。
自然只对准着同乡京官说，未免脱不掉封建思想，现在是民治了，应当向全民推动，不差，旅外同乡
当然不单是做官的；并且做官的还是少数，其他农工商学兵哪一阶级不该请他们出来呢？
可是事情告诉我们，凡是一件事情的动机，必须有几个中坚人物主宰着的。
曾国藩说过，风俗之厚薄，洎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同乡京官在历史的沿革上，在地位的观念上，总是容易得到故乡的信任。
单就现在的旅京同乡会说，何尝不是同乡京官在着力，才能在最短期间，有美轮美奂的建筑物矗起在
新都的核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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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集的文章多是范烟桥发表于《苏州明报》副刊《明晶》上的小品文，另外一部分采自其它旧报
刊。
这些这些小品文注重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融合，谈天说地，论茶品酒，写得特别从容，而忆及
某些熟悉人物，持论公允，可信度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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