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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远清是谁？
    他古怪，是牛虻，是老农，是书痴？
    是常青树，是“刽子手”，是学术警察，还是古里古气的武林人物？
    绵绵秋雨打湿过他的衣裳，但他仍是翻飞在海峡间的“劳燕”，无论是论战还是呼噜均一级水平。
    一辈子写了这么多娱乐别人的文章，到了晚年编了一本《古远清这个人》娱乐自己的书，由香港文
学报出版社出版。
上面这段话便是这本书封面上的“导语”。
说起这本书俺有点脸红，因为其内容是自己约请海内外一百多位作家吹嘘自己到了古稀之年仍很牛，
很棒，书仍然像过去一样一本接一本在两岸三地出，文章一篇一篇在海内海外发，台币港币美元日元
新元泰币澳元稿费也像过去那样不尽长江滚滚来。
总之是无论是长篇论述还是报屁股式的“文饭小品”，是《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式的国家课题还是
“野味文坛”那样不入流的东西，仍样样能写，仍像年轻时一样思想活跃，绝对没有老年痴呆症，就
似天天服用过“脑白金”。
    后来，听说北京大学号称醉侠的孔庆东这厮在四十岁时就玩过这种自吹自擂的把戏，于是我想，不
跟这位后生小子一般见识，咱反其道而行之。
尤其是读了消费经典式名著《孔庆东文集》后，感到它同样是可偷袭、可借鉴的文化资源，决定戏拟
、拼贴、捉弄、漫画、改写其“疯语”，孔庆东《黄昏猎书遇李鬼》等篇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入
之身。
    “五四”时期著名学者钱玄同激愤地主张：“人到40岁就该枪毙！
”俺觉得就是到了七十岁也不该就上刑场，就去见阎王——尽管余秋雨的粉丝早已给我下过“死亡书
”，希望我前年春节前就死掉。
据说作家阿城快到知天命之年心情一点也不沮丧。
他攥着烟斗跟醉侠说：“我着急呀，我就盼着快点到这五十岁啊，很多话你不到五十岁就没法说。
”我同样敬仰阿城的胸怀和风采，心里暗暗想着到了古稀之年时，让《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
杂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今晚报》《南国早报》《大江晚报》《泉州晚报》
《汕尾日报》《清远日报》以及香港《百家》文学杂志、《大公报》和《澳门日报》选载或连载我的
小品，尤其是让我家乡的《羊城晚报》提供专版让我与广大读者分享文坛掌故的快乐，想不到“羊晚
”竟连载了拙作近3年，使我过足了写专栏的瘾，并享受到其中娱人亦娱己的乐趣。
我常常在构思某些篇章时，被自己半庄半谐、亦庄亦谐的神来之笔乐得开怀大笑，甚至走路时笑出泪
来，笑后则常常有一种悲愤伴随着我，如《一字万金》不是故作幽默，而是在对抗现实中的荒诞。
如果没有以前读书的积累，笔者是难以厕身于学者随笔之列的。
    好在我这戏仿多半属肯定性的，而非带恶意的嘲弄，因而未招来戏仿对象的抗议，但也有当事者读
后感到不爽，如我所尊敬的以严肃著称的某教授。
这类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莫辨的短章不登大雅之堂，有些朋友怪我把写文学史的精力浪费在这些类
似“下酒佐料”的趣闻佚事上，有点可惜。
但我到现在还不后悔。
这些以不正经、搅浑水面目出现的短文如能继续写下去，该有多爽！
写专著太累，写论文太枯燥，何不来点令人忍俊不禁乃至具有狂欢色彩的小品来为人们过于沉重的生
活减压呢。
也许是这个缘故，上海《文学报》约我续写《野味文坛》专栏，发表后得到一些资深作家的肯定，不
少读者来信希望我成书。
北大谢冕教授已“预约”，说出后一定要送他呢。
不过我后来愈写愈担心这些消费和颠覆经典作家的做法以及研究台港文学还有大陆“文革”文学所耳
闻目睹的一些文坛边角史料，会败坏某些坚守精英立场、不以世俗性期待为满足的读者胃口，会占去
报纸更多的版面，更重要的是“古郎才尽”，搜索枯肠再也找不到化“一本正经”为“调侃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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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料，终至歇笔。
    正当我沾沾自喜如沐春风想到自己虽成了“无齿之徒”，仍把学问做得这样有趣，这样有生气，仍
宝刀不老，2012年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新世纪台湾文学史论》，还一鼓作气攻下北京的出版
重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又在最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同样不买书号
照领版税出版这本散文。
这真是春光明媚，艳阳高照，燕舞莺歌，入欢驴叫，我禁不住要老夫聊发少年狂，跑到长江边的黄鹤
楼顶高歌一曲：“人生七十才开始啊！
”    “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流沙河）。
了解我的文友都知道，这七十年来，我经历了太多“大人”们的迫害，遭遇过太多的风风雨雨。
且不说“文革”中“报案人成了作案人”——因检举“五一六”分子而成了“五一六”，单说我自研
究华文文学以来，港台某些枪手将我和珞珈山的同窗古继堂一起打成“两股暗流”，被广东的一家报
纸打成在境外“招摇撞骗”的不法分子，后又被“含泪大师”控之于法院。
还有人说古某人是靠史料吃饭，是靠剪刀加糨糊做学问。
这话，不全错。
比如我这回就是靠着剪刀加糨糊拼凑成“野味文坛”哩。
    这几年，总算媳妇熬成婆，终于成了令人尊敬的资深学者，可仍然有雏凤新声者不知天高地厚找我
商榷“野味文坛”的真实性问题。
我一拍桌子说：“喂，小家伙！
我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古——又老又古的老前辈了，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人要懂得尊古敬老哦。
”可这些嘴上无毛的小字辈不买账：“你不要以为姓古就可以倚古卖老。
在学术面前是不分古今，不分长幼，人人平等的！
”这分明是趁火打劫，在我调整更年期时教训我。
正当俺不禁唏嘘，摇着芭蕉扇学九斤老太那样慨叹“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之际，醉侠给我送来
苏东坡的两句诗：    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    回想这几年，我接连在菊花盛开之际在马来
西亚拉曼大学和国内台湾中央大学、台北教育大学、香港大学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众多高校作《台湾当下文化与政治》及《余秋雨现象批判》的演讲，场场爆满，笑声掌声不断，我的
一位粉丝说：“要不是普通话带广东腔，央视早就请你去开讲了！
”我说已在中央电视台主讲过一回台湾文学问题啦。
可余秋雨的密友胡锡涛嫌我讲得太拘谨。
唉，已是满脸风霜的老人了，还无法放言高论，说话还有种种顾忌，这是何等悲哀的人生！
    当然，人生的悲哀远不止这些。
比如我这辈子在武汉大学读了五年连学士都不是，从教45年连教学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更没有办过出
版社和主编过杂志。
胡司令有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现今虽然不是乱世，但有阵地就是草头王。
为做“英雄”，我决心辞去公职，在廉颇老矣尚能大碗吃饭，尚能成天骑着一辆又古又破给俺们教授
丢尽脸的自行车奔走于菜场和书店间之际，去下海办一家报纸，专登《百味文坛》这类娱乐他人的文
章，可俺内人以一家之煮身份给我泼了瓢冷水：    “这回你是吃错药，成为‘脑白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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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味文坛:新 》是古远清关于中国文人新式幽默的集大成。
内容包括许多文坛的趣事轶闻，文章短小精悍，幽默有趣。
《百味文坛:新 》真正是“野味”十足。
“野”在古远清画龙点睛式地把多位现当代文化界名人的轶闻趣事一丝不挂地公诸于众，这种勾勒妙
在真实和风趣。
在这样一个不太天真的时代，集体庸俗、集体狂欢已被物质奴化，有谁还如此狂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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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远清，男，汉族。
广东梅县人。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
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经济学院艺术与传播
学系特聘教授。
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及吉隆坡出版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
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咬嚼”余秋雨》、《古远清自选集》等著作。
多次赴台港澳及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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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从“脑白金”到“脑白痴” 代序：高级而有趣的“文饭小品” 大陆篇 “糊涂人”胡适 特立独
行的钱理群 “北大醉侠”孔庆东 “文坛恶人”韩石山 舒婷的画意诗情 少妇六六 嬉皮土王朔 钱钟书不
“卖笑” 浪漫诗人徐迟 “比月亮更美丽”的聂绀弩 “模糊”的王蒙 贾平凹的“疯”景 力挺金庸的严
家炎 “学术超男”易中天 流沙河“守厕” “坏人”沙叶新 “余古官司” “含泪大师” 赵本山险遇卓
别琳？
 周立波的脱口秀 演员的那些事儿 “文革”怪事 中文系奇闻 北大教授百味 学术江湖 书人书事 出版市
场 文联大院 作家众生相 跃入第一线旅游城市行列 “恶之花” 千万别误会 人名趣闻 文化圈浮士绘 四
大名著 香港篇 另类金庸 “不再自杀”的倪匡 咬文嚼字的黄仲鸣 十三妹：很像戴着面具的男人 充满谐
趣的西西 神秘的女作家 生活潦倒的曹聚仁 港澳文坛杂碎 知识竞赛 拾零 台湾篇 “台湾之耻”阿扁 不
是文字游戏 “高级而有趣”的余光中 约会“洞房”的李敖 不拘小节的柏杨 陈映真：文人下海入“党
” 黄春明“可耻”？
 别出心裁的颜元叔 媒体英雄高信疆 谜一般的杜十三 由作家到官员的龙应台 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头先
大了”的尹雪曼 用酱油泡饭的无名氏 陈若曦的传奇 卷入“匪谍案”的林海音 雅舍主人梁实秋 台湾大
报副刊 简体字 台湾文事 马·狗·门 两岸三地作家笑谈“匪” 海外篇 当红作家张爱玲 “娱人子弟”
的吴鲁芹 风流倜傥的夏志清 上了黑名单的聂华苓 海外文事 附录 附1： 网上的开心一刻 附2： 吴小攀
：我的专栏作者古远清 黄天助：“旧瓶装新酒，妙手著华章” 柏榴村：有九条命的古远清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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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到底谁给北大丢脸？
 孔庆东经常用一些时空错乱的文字制造幽默。
他有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荒诞小说《孔夫子出书》，写孔子跟南子夫人开玩笑，把“停车坐爱枫林晚
”诠释为“先把豪华轿车停在枫树丛中，然后坐在驾驭台上，再在月上柳梢头时颠鸾倒凤式做爱”，
这惹来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权威的愤怒与声讨：“停车坐爱枫林晚”是唐朝人杜牧写的，春秋战国
时的孔子怎么能读到？
当时只有马车，何来轿车？
“坐”是“因为”的意思，不同于现代汉语“坐着”，更不能解释为“做着”，更何况孔夫子是圣人
，怎么可以把他与做爱扯在一起？
做爱是现代词汇，古人又怎么会运用？
这位只会恶搞古人外加写些“空山疯语”的孔庆东，上课时专说丈二和尚的疯话，下课后写《贾政同
志读（红楼梦）》一类的疯文章，其博士学位肯定是看了未名湖畔墙上的“办证”电话号码去搞秘密
交易换来的。
这种给北大丢脸的人，怎么可以提升为讲座教授？
孔庆东知道自己又闯了大祸，案发后原本想给对方一记红焖肉，后改为仰天微微笑道：“是呀，真给
我们北大丢脸，北大的脸都让这些没有幽默细胞的腐儒丢尽了！
” 我现在怎样做老师 鲁迅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孔庆东也有《我现在怎样做老师》。
鲁迅研究专家孔庆东认为做老师除像鲁迅那样诲人不倦外，还必须在道德上与学生取平等态度：你勤
奋刻苦，我给你优秀：你敢扰乱课堂，我就给你不及格；你指出我念错别字，我立马请你吃饭；你敢
穿吊带露背装来上课，我就告你性骚扰。
 “鸳梦重温”之后 激情飞扬、妙语连珠的孔庆东，讲课时眼镜后面的细小眼睛不时笑眯眯地看着簇
拥在他身边的几个漂亮女生，甚至向一位染了金黄色头发的女郎飞媚眼，因而常接到一些粉丝的求爱
信。
对这种情书，他一律带回家藏在洗手间的墙角里。
他常趁老婆上班的大好民主自由时光，挖开墙角之秘洞，捧出一个略有锈迹之铁盒，坐禅于地，便翻
开编号为A37的来信，于是“鸳梦重温”起来： 阿庆，我的上帝！
今天上“文革”文学这一课，讲得太精彩了！
你说样板戏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寡妇，真可谓是一语中的。
你还要我们联系实际，我的实际是：决不许阿庆长期在外跑单帮，让阿庆嫂永远独守空房。
 对这封只差一步就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直奔主题来信，收信人阿庆虽然没有吓得终身阳痿，但读后
仍会带点回忆的哀愁。
经过激烈的灵魂搏斗，孔庆东决定将这种一点也不清雅玄妙的情书上交他家“纪委书记”即现实中的
“阿庆嫂”老婆大人，说明自己是东北人从未有称其“阿庆”，因而不存在后续故事问题。
《红楼梦》是一部反腐倡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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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百味文坛》是中国文人新式幽默的集大成。
    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刘荒田    远清先生教席：寄来《百味文坛》小品刚刚看到。
先生拿我开涮并无不妥。
可惜故事都是编的，哈哈！
下回我也要写篇《古远清视察秋雨图书馆》，可向报刊索耍最高稿酬也！
哈哈！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读来饶有趣味。
这种野味写法，虽非古远清的独创，然搜罗数据之丰，再而组织成文。
茶余饭后读之，诚开胃而醒神也。
    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仲鸣    老古讲了许多文坛的趣事轶闻，文章短小精悍，幽默有趣，真没想到古
远清脑子虽会有那么多古怪的东西。
    中山大学教授王剑丛    《百味文坛》真正是“野味”十足。
“野”在古远清画龙点睛式地把多位现当代文化界名人的轶闻趣事一丝不挂地公诸于众，这种勾勒妙
在真实和风趣。
在这样一个不太天真的时代，集体庸俗、集体狂欢已被物质奴化，有谁还如此狂野天真？
    澳大利亚作家庄伟杰    佩服你的创作才能和幽默感，但作为一位名教授，写这些短文要谨慎。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    看了《百味文坛》以后，一连给十个“好”字。
    福建师大教授孙绍振    我常读你的《百味文坛》并忍俊不禁，会心哈！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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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味文坛:新》是中国文人新式幽默的集大成。
内容包括许多文坛的趣事轶闻，文章短小精悍，幽默有趣。
在这样一个不太天真的时代，集体庸俗、集体狂欢已被物质奴化，有谁还如此狂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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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百味文坛》是中国文人新式幽默的集大成。
 ——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刘荒田 远清先生教席：寄来《百味文坛》小品刚刚看到。
先生拿我开涮并无不妥，可惜故事都是编的，哈哈！
下回我也要写篇《古远清视察秋雨图书馆》，可向报刊索要最高稿酬也！
哈哈！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读来饶有趣味。
这种野味写法，虽非古远清的独创，然搜罗数据之丰，再而组织成文，茶余饭后读之，诚开胃而醒神
也。
 ——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仲鸣 老古讲了许多文坛的趣事轶闻，文章短小精悍，幽默有趣，真没想到
古远清脑子里会有那么多古怪的东西。
 ——中山大学教授王剑丛 《百味文坛》真正是“野味”十足“野”在古远清画龙点睛式地把多位现
当代文化界名人的轶闻趣事一丝不挂地公诸于众，这种勾勒妙在真实和风趣。
在这样一个不太天真的时代，集体庸俗、集体狂欢已被物质奴化，有谁还如此此狂野天真? ——澳大
利亚作家庄伟杰 佩服你的创作才能和幽默感，但作为一位名教授，写这些短文要谨慎。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看了《百味文坛》以后，一连给卡个“好”字。
 ——福建师大教授孙绍振 我常读你的《百味文坛》并忍俊不禁，会心哈！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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