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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王力先生的散文集。
主要收录他抗战时期在昆明所写的小品文，被他自己笑称为“雕虫”之作；还有部分他在解放后所写
的知识性散文以及回忆友人的散文，可谓“龙虫并雕”。
这些散文多以小见大，从生活的细节人手，展现社会人生的各面向，有对社会时弊的鞭挞，有对世态
人情的描摹，也有自己人生体验的诉说。
有平实A然之言，也多讽喻幽默之语，原本平凡细碎的日常生活，被王力先生的妙笔勾画得趣意盎然
、韵味悠长。

　　王力先生学识渊博，国文功底深厚，其散文知识性较强。
他常常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发其感叹，看似轻松随意的谈笑风生，实则用语字字推敲，文思逻辑严
密，使得那些描述旧日光景的文字，透出一种贯穿古今的深远意境。
而他写作的不少知识性散文，擅长将知识性寓于趣味性之中，把对字句的仔细推敲置于一种日常语境
下，展现了汉语言文字寓意丰富的特点与生动活泼的魅力。
张双棣先生随文作注释，使得本书更加明白易懂。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龙虫并雕斋琐语>>

作者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
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

　　王力先生也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
抗战时期，他开始在报纸上写作小品文，广受读者欢迎，与梁实秋、钱锺书并称为“战时学者散文三
大家”。
著有《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概要》《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斋诗集》等，主
编有《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等，翻译有波德莱尔《恶之花》等_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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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部分 瓮牖剩墨 002书呆子 从来没有人给书呆子下过定义；普通总把喜欢念书而又不懂
人情世故的人，叫做书呆子。
然而在这种广泛的定义之下，书呆子又可分为许多种类，甚至于有性质恰恰相反的。
据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产的书呆子，同时也有视财如命的书呆子；有不近女色的书呆子，同时也有
“沙蒂主义”[英文Sadism，色情狂。
]的书呆子。
 依我们看来，“呆”的意义范围尽可以看得更大些。
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者，都
可认为书呆子。
依着这样说法，世间的书呆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细观察，却又不像始料的那样多。
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至死而不变，强哉矫[《中庸》：“国无道，至死不变，
强哉矫。
”矫，强的样子。
]。
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圣者也”。
又有颇少数的人，为饥寒所迫，不能不稍稍牺牲他们的兴趣，然而大体上还不至于失了平日的操守。
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贤者也”。
我们对于前者，固然愿意买丝绣之；对于后者，也并不忍苛责。
波特莱尔[法国诗人Baudelaire（1821—1867）。
]的诗有云：“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我们将为此种人痛哭之不暇，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
 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
我没有达到纯呆的境界，不敢妄拟，怕的是唐突呆贤，污蔑呆圣。
但是我敢断言，书呆子是能自得其乐的。
不然则难道巢父、许由[巢父、许由，相传尧时的隐士。
]、务光[商汤让天下给务光，务光发怒不受。
事见《庄子·外物》。
]、严子陵[东汉人，曾与光武帝刘秀为友，刘秀做皇帝后，便隐居不出。
]、陶渊明、林逋[宋朝人，字君复，隐居西湖孤山，树梅养鹤。
因此人们说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一班人都是镇日价哭丧着脸不成？
只有冒充书呆子的人是苦的：身在黉宫[古时的学校。
黉，音hóng。
]，心存廊庙[指朝廷。
]；日谈守黑[《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指安于默默无闻。
]，夜梦飞黄[神马名。
《淮南子·览冥训》：“青龙进驾，飞黄伏皂。
”这里是飞黄腾达的省略。
]。
某老同学新膺部长，而自顾故我依然，不免一气；某晚辈扶摇直上，而自己则曳尾涂中[语见《庄子·
秋水》，原比喻自由的隐居生活，这里指没有作官。
曳，音yè，拖着。
涂，泥。
]，又不免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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蠖屈[《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比喻人不得志。
蠖，尺蠖，虫名。
信，同伸。
]非不求伸，但是，待字[字，出嫁。
]闺中二十年，为免“千拣万拣，拣个破油盏”之诮，实有不能随便出阁的苦衷。
这种坐牢式的生活，其苦可想而见。
 事实上，做书呆子也是很难的。
即使你甘心过那种“田园一蚊睫，书卷百牛腰”[蚊睫，蚊子的睫毛，比喻极小的处所。
百牛腰，指书多得要像百牛的腰。
这两句指读书田园的隐士生活。
语见宋周孚《赠萧光祖》诗。
]的生活，你的父母、兄弟、妻子，以至表兄的连襟的干儿子，却都巴望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见王实甫《破窑记》第一折。
田舍郎，农家子。
]。
苏秦奔走七国，凭着寸厚的脸皮去碰了许多钉子，固然因为他自己热中利禄，却也有几分是由于他有
一个不下机的妻，一个不为炊的嫂，和一对不以为子的父母。
《晋书·王戎传》里说，“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下，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
物[阿堵：这个。
后世以阿堵物指钱。
]。
”咱们知道，王衍初官元城令，累迁至司徒，岂是讨厌铜臭的人物？
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假书呆子。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贤内助的熏陶既久，一朝恍然大悟，于是鄙薄巢由[即巢父、许由。
]，钦崇石邓[晋石崇、汉邓通，都非常富有。
]，前后判若两人。
由此看来，若真要做一世的书呆子，而不中途失节，古井兴波[唐朝孟郊有“妾心古井水，波澜誓不起
”的诗句。
这句话用来指不能坚持到底。
]，至少须得找一个女书呆子来做太太，那位“不因人热”[《东观汉纪·梁鸿传》：“童子鸿不因人
热者也。
”这里指不依赖别人。
]的梁鸿，假使没有一个“鹿车共挽”[指夫妻和睦，互相帮助。
鹿车，古时的一种小车。
《后汉书·鲍宣妻传》：“妻乃⋯⋯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
”]的孟光来和他搭配，他究竟能够安然隐居于霸陵山吗？
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外界刺激确是更多了。
在这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中学教员的收入不如一个洋车夫的时代，更显得书呆子无能。
汽车司机是要经过相当训练的，而且须是年富力强，有些书呆子干不了，那是可原谅的。
但是，连汽车公司的买办和转运公司的掌柜也都做不来吗？
经济系的毕业生走仰光，月入二千元；化学系的学生入药厂，月入一千元；工科的学生入交通界或工
厂，月入五六百元至一二千元不等；而他们的老师的收入却都几乎不能糊口，“饱”还勉强，“温”
则大有问题。
弟子能做的事老师也该能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又无非是呆的表现。
一位中学教员告诉我，他们学校的一个工友有了高就，是迤西某厂的什么长，月薪三百元，津贴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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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迤西某厂的厨子月薪千元，供膳宿（世间哪有不供膳宿的厨子？
）。
教育界中会做饭菜的人不少，然而没有听见他们当厨子去，这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能了解的。
 我说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刺激更多，并不是说他们看见别人发财，由羡生妒，由妒生恨。
假使是这样，他们也就不成其为书呆子了。
甚至于受了挑扁担的张三或做小工的李四的奚落，如果你是一个呆圣，也没有可以生气的理由。
最堪痛哭者还是亲人的怨怼。
甲先生的家里说：“人家小学未毕业，现在做了某某处的营业部长，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你在外国留
学十年，现在不过做个穷教授！
”乙先生的家里说：“李阿狗一个字不认得，现在专走广州湾挑扁担，已有几千元的积蓄了；你是大
学毕业生，现在却连父母都养不起！
”学位和金钱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家里人并不和你讲逻辑，反正供给你读了十余年以至二十余
年的书是事实，而你现在非但不能翻本，连利息都赚不够也是事实。
 太太和先生的志同道合也是有限度的。
正在三旬九食[指生活艰辛，得食很难。
《说苑·立节》：“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三旬而九食。
”]仰屋[指没有办法，只有在屋里仰头长叹。
语见《宋史·富弼传》。
]踟蹰之际，忽然某巨公三顾茅庐，太太拔钗沽酒，杀鸡为黍，兴高采烈，如见窖金。
等到先生敬谢不敏之后，某巨公一场扫兴还是小事，心上人珠泪盈眶，虽呆圣亦岂能无动于衷？
至于兼课兼事，在这年头儿，更是无伤于廉，然而竟然有辞绝不干者，其愚尤不可及。
太太的埋怨，除了和他一样呆的人外，谁不表示同情？
所以我们说，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
“时穷节乃见”[文天祥《正气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咱们等着瞧那一班自命为书呆子的人们，谁能通过这大时代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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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了一，即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空前卓越的成就，同时在文学领域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翻译过近三十部法国的文学作品，写过情意盎然的诗篇及独具匠心的散文。
这本《龙虫并雕斋琐语》就是他的散文集。
王力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写起散文来，得心应手，挥洒成章，鞭挞时弊，则切中肯綮，即使闲
话家常，也情趣横生，给人以一种惬意的美感。
这本集子主要是王力先生抗战时期在昆明写的散文。
1949年上海观察社曾出版，因印数不多，流传不广。
1973年香港波文书局重印。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删去五篇文章。
因当时出版社雇人抄写底稿，出现不少错字，曾引起社会上的批评，王先生也深感遗憾。
此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钊祥先生表示愿意再版，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王力先生的夫人夏蔚霞先生委托我和李钊祥先生一起把这本书出好。
我细校了两遍原文，改正了其中的错字。
希望能以此告慰王力先生的在天之灵。
应出版社的要求，将1982年版删去的五篇文章恢复原貌，同时增补15篇文章，归为《增补拾遗》，其
中有散文，也有一些知识性短文。
这些短文平铺直叙，明白易懂，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是有益处的。
正在受夏先生的委托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收到了漓江出版社寄来的隋千存先生编著的《王力幽默散文
赏析》，感到十分高兴。
隋先生在书中呼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让王力先生的散文占据它应有的地位！
隋先生的这种呼吁，我想是一定会引起现代文学史家的响应的。
张双棣1993.8.27于北京大学出版后记今人多知语言学家的王力先生，却少有人识写作散文的王了一。
而王了一即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不仅写作语言学方面的论著，也曾创作了大量散文和诗词，并翻译了多部外国文学作品。
学术著作无疑称得上“雕龙”大作，而后面这类文艺性作品则被他戏称为“雕虫”小作，这也正是他
的书斋“龙虫并雕斋”的得名由来。
先生的语言学著作很多人读过，但他的散文作品却随着时代的流逝，少有人闻知了。
抗战期间，王力先生执教西南联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在报刊上连载专栏，写作小品文，当时就已
经广受读者欢迎。
1949年，这些小品文由上海观察社结集出版，名为《龙虫并雕斋琐语》。
其后，本书不断再版，增补了部分解放后所写的知识性散文和纪念性文章。
王力先生开始散文的创作，一方面是由于生计所迫，另一方面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在从事学术研究之
外，“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
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
这些散文题材广泛，多以生活细节立题，涉及社会人生的各个面向，衣食住行，闲忙贫富，离乱之苦
，所以是为“琐语”。
王力先生为文，有平实自然之言，也多幽默讽喻之笔。
他的幽默散文，常常采取曲线进攻的方法，巧妙构思，正话反说，让读者顺着当时的情境，得出一个
完全谬误的结论，于瞠目结舌之余了然顿悟、会心一笑。
虽是言浅，却是意深；虽是言近，却是旨远。
尤其他抗战时期所写的小品文，讲的虽然是当时的人和事，却着实写出了中国人亦苦亦乐、亦庄亦谐
的人生常态。
所以，我们现在读来仍然不觉得生疏，仿佛文中的那些人与事存在于今日的生活当中，颇能引起大家
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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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学识渊博，国文功底深厚，所以他的散文很有书卷气，知识性较强。
他写到兴之所至，常常引经据典，发其感叹，经史典籍，诗词歌赋，无不信手拈来。
张双棣先生随文作注释，使得本书更加明白易懂。
读者可在闻先生谈笑风生之时，游走于历史文化的深远意境之中。
此次修订再版，以王力先生亲自确定的版本为底本，纠正了原书存在的不少文字错漏，并增添了《我
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一文。
关于文稿中仍可能存在的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会在未来再版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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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国学者大都重雕龙而轻雕虫，重研究而轻普及，重过去而轻将来。
王先生纠正这种重古轻今的传统偏向，正是现代化的思想解放。
    ——周有光    我还是觉得王老先生小品写得实在好。
他们那一代文人都练得一手绝艺，一支椽笔在文字的堂奥上“冲进冲出”，不沾一丝蜘蛛网，永远干
净潇洒，像《雅舍小品》。
    ——董桥    王力先生《龙虫并雕斋琐语》这一系列散文，是抗战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精品。
写者信手拈来，而才学俱备，妙趣横生，益人神思，且久读不厌。
不仅可作为时代的见证，更是文学上不可磨灭的声音。
如今能将之汇齐再版，实乃读者之幸。
    ——龚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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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龙虫并雕斋琐语》编辑推荐：王力先生，与梁实秋、钱锺书并称“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
今人多知语言学家的王力却少有人识写作散文的王了一。
王力先生为生计而起笔写《琐语》，讲的是抗战时期的那些人和事，说的是衣食住行、闲忙贫富、离
乱之苦，却道尽了国人亦苦亦乐、亦庄亦谐的人生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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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国学者大都重雕龙而轻雕虫，重研究而轻普及，重过去而轻将来。
王先生纠正这种重古轻今的传统偏向，正是现代化的思想解放。
——周有光我还是觉得王老先生小品写得实在好。
他们那一代文人都练得一手绝艺，一支椽笔在文字的堂奥上“冲进冲出”，不沾一丝蜘蛛网，永远干
净潇洒，像《雅舍小品》。
——董桥王力先生《龙虫并雕斋琐语》这一系列散文，是抗战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精品。
写者信手拈来，而才学俱备，妙趣横生，益人深思，且久读不厌。
不仅可作为时代的见证，更是文学上不可磨灭的声音。
如今能将之汇齐再版，实乃读者之幸。
——龚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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