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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裳，原名容鼎昌，满洲镶红旗；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

黄裳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很富有情趣的人，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盖叫天、巴
金、吴晗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

本书就是由他编写的《我的书斋》，收录散文作品62篇，分三辑编排，包括：书话，序跋和鉴藏。

 《我的书斋》是黄裳作品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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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
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
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
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
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
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
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
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
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
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
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
、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
厚的有趣的书。
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
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
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
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
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
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
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
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
好的朋友。
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
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
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
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
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
？
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
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
，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
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
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
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
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
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
《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
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
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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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
。
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
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
都是有的。
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
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
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
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记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
。
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
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
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
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
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
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
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
习机会，却是不容抹煞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
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
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
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
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坨的《曝书亭集》。
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
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
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
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
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
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
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
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
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
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
奚，藏书室名“铸古盒”。
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
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
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
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
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
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
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
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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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
和激动。
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
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
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
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
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
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
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上面提到的宋版残本是宋葛洪撰《蟠室老人文集》。
宋刻宋印，只剩下了十四、十五两卷。
今在南京图书馆。
《中国版刻图录》著录。
　　一九八O年十一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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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既明此义，则于黄裳的散文，就不必再寻许多冷僻新奇的赞赏之词——只要识得感到“萧散淡永
”四个字就行了。
当然，他于萧散之际，淡永之间，却总有一种令你沉思而知味的欣慰与感慨的领会和交流。
　　——周汝昌　　黄裳先生兼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
学发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其卓著。
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九年，从年龄来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算是小字辈；但是，就其独立不羁的精
神，腹笥丰厚、博古通令的学养，以及传统文人雅士所独具的那份情调、趣味，那种大家风范、名士
风流、才子情怀，又应该被视为“五四”一辈学人。
　　——王充闾　　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
、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黄永玉　　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他并未遗忘往
事，但我相信，他早就走过去了——爱黄裳，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傅月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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