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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次看到冯唐的文字是他的《活着活着就老了》，当时有受惊的感觉。
因为这样美好的文字并不多见。
只是在看王小波、李敖和李零的文章时有过类似的感觉。
    冯唐是一九七一年生人，跟我几乎差了一代，跟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
我们这代人生长于动乱年代，关注的往往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弊病；而他们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
的年代，注意力转向自身。
这个转向并不全是坏事，它使他们的写作转向了更根本的生存问题：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乐趣、审美
的追求。
而这才是当今社会中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冯唐的文字如此出色是一个谜：他是怎样练就这样的文字的呢？
我猜是他在古文上下过不小工夫，我不敢说他的古文功底比李零、李敖还好，但是肯定好过王小波和
我。
该好好学古文的年代，我们净搞革命了。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他对王小波文字的评价(见本书《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一文)。
王小波是练过字的(他的导师许倬云是个文字绝佳的人，他在看了王的小说后提出“还要练字”的要求
，后来许对小波的文字亦相当赞许)。
王小波的文字更多受到现代白话文翻译家和诗人的影响，虽然说不出好在哪里，但是不用看作者名字
，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主编的《知识分子文丛》约的稿，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
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
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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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冯唐应李银河之邀自选的随笔集，由冯唐重新润色并排序后编撰成集。
全书分耕读、琴鹤、饮食、男女四部分，从文学谈到收藏，从酒色谈到人生，包罗万象而又细致入微
，让读者充分领略冯唐眼中的尘世风景。
“世界最美的书”设计者、南京书衣坊的朱赢椿操刀装帧和版式设计，与文字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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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唐，1971年生于北京。
当代作家，畅销小说家，专栏作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不二》，
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并为《智族GQ》等杂志撰写专栏文章。
现居香港，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现为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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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
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
路。
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弄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
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
因为是由鲁迅首倡。
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篇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
的短文。
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
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
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
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
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
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
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
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
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
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
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
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一九一二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一九三六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
十年间，购书读书。
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
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
，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
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
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
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一九二五年。
那年月。
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
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
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
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
宋明之亡以此。
”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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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
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
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
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
简单地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
《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优，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
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
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兰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
例凌厉，明史清史比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
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
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
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
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
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
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
。
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
”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记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
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
(李白)”P23-26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编辑推荐

《冯唐:如何成为一个怪物》编辑推荐：这是一本让你相见恨晚的书，早看早解脱，早看早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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