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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节前，在天地出版社任职的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店纷纷倒闭了，但读书人依然不减，这种风
气正是美好社会的种子，是不是找机会做一套关于读书的书？
这几年，我一直在编《天涯读书周刊》电子杂志，也早想着出一套这样的书。
甚至在一两年前就跟一家出版社商谈出这类书，作者就找了好些位，但限于市场太小众，出版社最终
放弃了计划。
说来，还是觉得对作者不住，便随时在寻找机缘出这样的书。
我的这位朋友是实在人，做出版多年，此前也有合作，对做读书的书，自然是一拍即合。
我随后提出做年轻作者的书，如阿滢、王国华，在读书圈早已享有盛名；如理洵、黄岳年则在网上拥
有众多的“粉丝”，虽然市场小一些，但在未来是值得期许的。
相对来说，年纪大一点的这类作者，差不多都出过书了，出他们的书，固然市场有保证，但新鲜劲似
乎不足了。
我如此说。
朋友说，就按你的意思办。
有了这一句话，我就大胆放心地去组稿，一下子约了二三十位作者，但有的觉得写的文章固然多，还
不够出书的分量；还有的担心市场⋯⋯几经筛选，终于确定了十八位作者。
于是，这套名为“读书风景文丛”的书就顺势而出了。
我曾在微博上谈论这套书说，这里展现了不同作者的阅读趣味，去除了时髦，回归了阅读。
实际上，书话类的书出到今天，我们也在思考，书话的未来，以及书话学的构想。
现在，我们期望通过读书随笔的形式，让阅读变得更有趣一些。
读书随笔，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表达。
另外，这样一套读书随笔，作者基本上是年轻一代，他们在当今的读书圈中还属于被忽略的一群民间
读书人，但他们活跃于网络、报刊，影响非凡。
这次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可能观点少了一点，但都在文字中有所表述了。
而这，需要用心去发现。
确实，读书风景很美丽，但如果缺乏发现，可能看完一本书就扔，或者读书过于功利，就难以发现阅
读之美了。
安武林老师说，《读书如同玩核桃》。
这是怎样的玩法？
确也令人好奇。
而王淼兄《左手新书，右手旧书》，这样的一种状态也足够迷人。
如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其展现的也是《书中风骨》了。
不管是《枕边书》，还是《信手拈书》，都是《与书为徒》的一种《书式生活》吧。
这读书风景，既有董桥的书城黄昏即事的韵致，也有读书生活的素描，就像卞之琳所说的“你站在桥
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不仅如此，透过这读书风景，我们看到的是读书人在浮躁的时代，依然心存美好，以及对未来生活的
向往。
这种精神所凸显的气息是优雅的，也是温暖的。
　　朱晓剑二○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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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左手新书右手旧书》是王淼的一部书话集，汇集作者数十年读书与藏书的心得。
在他看来，“爱书人所钟爱的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阅读，他们在选择书籍的同时，也是在选择属于
自己的生活方式。
”《左手新书右手旧书》中不仅介绍了种种有趣的图书，还传达出一种雅致闲适的生活态度，并诏示
了爱书一族的有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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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淼，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曾经在《博览群书》、《书城》、《书屋》等多家著名人文杂志上发表过大量思想文化性散文随笔，
著有文学评论集《非常美境——搅动心灵的湖水》和《非常迷狂——身体自有主张》。
长期活跃于网络，曾任闲闲书话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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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泥街上又见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了散文热，五四诸大家的散文重新浮出水面，
备受争议的周作人成为当时的文化热点。
很长一段时间内，拥有一套周作人的文集，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看惯了梁实秋、余光中、董桥等人的文字，逐渐就会看出其中媚雅的成分来，好看固然是好看，
但未免修饰得太精致太完美了，就像一位标准的美人，因为她太无可挑剔了，反而缺少了独具的个性
，倒不如一个素朴而且不那么标准的女人更耐人寻味，像《浮生六记》中的芸就属于这样的女人。
周作人的散文无疑是最耐读的文字，就像苦中有香的苦茶，洗却铅华，寓学识才情于淡然，达到了一
种大智若愚的朴拙境界，是不可模仿的个人文字。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著作的出版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周氏为鲁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在香港《亦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风物花草之
类的散文随笔。
第二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岳麓书社率先推出了周作人的系列文集，这套文集由钟叔
河先生编辑，装帧素朴大方，让人爱不释手，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套书最终半途而废，没有出
全。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国内对周氏的研究已成风气，集大成者诸如钱理群、舒芜、止庵等
人业已在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周氏著作的出版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周作人文类编》（精装十卷），钟叔河编辑，它收集了包括集外文
在内周氏已知的所有著作，优点在于全，缺点在于打乱了周氏著作的原始风貌；《周作人自编文集》
（三十六种），止庵编辑，周氏生前亲手删定，其编排本身即是在营造一种语境，这套书的价值就在
于恢复了周氏著作的这种编排语境；《苦雨斋译丛》（已出九卷），止庵编辑，收集了周氏现存所有
的翻译文字，日本古文的琐碎细腻若换了别人去翻译，很容易就会弄得臃肿不堪，只有通过知堂译笔
的古拙丰润，才能够传达出其内在之美，所以，止庵说周氏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
的”，诚然如是。
　　我最初曾在九江的一家书店见到过《周作人文类编》，摩挲久之，不忍释手，终因上庐山旅行行
李不宜过重而与此书失之交臂，使我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
后去长沙出差，竞复得此书于长沙的“黄泥街”--我在无意间闯入了黄泥街，发现整条街竟然鳞次栉
比全是书店，原来此街就是全国“四大书市”之一的黄泥街，我如鱼得水，流连忘返，索性移师黄泥
街，在此安营扎寨，住进了黄泥街的一个小小旅馆之内，以便于早晚浸润其间，得嗅书香。
那是一个冬日的雨夜，潇湘夜雨，旅人客居，我独坐灯下展读刚刚买到的《文类编》，真是恍如昨日
。
人生至乐，不过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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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到处寻觅幸福。
但是除了带着一本小小的书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阅读，其他地方就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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