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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日：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    孔夫子在这里讲的是知(智)者，也就是聪明人。
聪明人会看人说话，说不得的话无论如何不会乱说，故能“不失人，亦不失言”。
但我本庸人，并非智者，所以总是失言的时候多。
一九五七年两大失言，一是“自由民主多点好”，二是“希望党外能办报”，结果当了二十二年右派
。
“文化大革命”中两大失言，一是“古旧图书烧了难得再印”，二是“自家天下怎么越乱越好”，结
果判刑十年坐了九年。
两次的结果都相当严重，全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惹的祸。
    中国有句古话，“言多必失。
”西方亦有谚语，“沉默是金。
”明哲保身的道理，古今中外皆然。
智者之所以能称智者，正是因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失言的人其实也未必一点都不明白，但他并非智者，限于天分，想智也智不起来。
他所看重的，不过是一个庸人也就是普通人(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应该享有的一点权利——“言”的
权利而已；而要争权利，即不得不付出代价。
    孟子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这“几希”之别，我看就在于能言还是不能言。
虽有“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的说法，好像禽兽也有能言的例外：但它们所能
者只是本能的呜叫，或是声音的模仿，根本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人类语言完全无法相提并
论。
反而言之，人类忝称万物之灵，有一张能言的嘴巴，如果只会在求食求偶时大呼小叫，或者只能照着
主人的样哇啦哇啦，也就无异于猩猩和鹦鹉了。
    周作人说过，嘴巴的用处有三：(一)吃饭，(二)接吻，(三)说话。
前两项关系到生命的维持和延续，极为重要，但与猩猩鹦鹉的行为并无本质不同；第三项虽与生死无
关(王实味、张志新等又当别论)，却是人在生物界中独一份的权利。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期限顶多一百二十六年(人寿世界纪录)，想不白白废掉可惜，真的还得趁早
。
如今开始讲和谐了，和字口边禾，人口要能吃饱，看来是做到了；谐字言边皆，让人皆能言，也应该
能够做到吧。
    所以，有媒体记者来访问，只要所问的答得出，我都愿“与之言”。
我想，记者代表广大的受众，总不会都是“不可与言”的吧。
这次吴兴元君希望出版我的自传，我说还没有写成哩；他又提议将报刊上发表的访谈记录编成这样的
一册，我即乐于从命。
因为出书不过是访谈的延伸和扩展，“失人”还是“失言”的得失，实在也无须过于计较。
它们对于个人来说，影响有时的确严重；但若从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来看，亦终归只是大江东去的
袱水和漩涡，无碍于“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结局。
    文本均据报刊原载，但记录未经本人校核过的，这次都由我作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使符原意。
答问所谈，有时不免重复，刊出在不同时候的不同报刊上也许呒啥，印在一本书里就不很妥当了，所
以又不能不有所删节(如未删尽，敬请原谅)。
报纸标题字数过多或渲染过当的，也不能不作些改动。
但仍将原有标题、刊载日期和记者署名于文末分别注明，没有署名的则多系电话或书面访谈。
有两次访谈是多人一起进行的，就只将本人的发言留下了。
    二千零一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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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要思想”被打成右派
　　因“污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
　　因坚持出版周作人的书，被攻击“偏爱汉奸”
　　而杨绛先生说：“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
　　本书为钟叔河历年接受媒体记者访问时发表的谈话记录，实际上是一部社会文化评论集。
文本均据当时报刊发表的原文，因发表前多未经本人过目，故此次作了必要的订正。

　　访谈的范围相当广，虽然很多都是从编书谈起。
《走向世界丛书》和新编重印周作人著作，本来都是震动和影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和
九十年代的书。
它们的酝酿和产生，它们遇到的坎坷和曲折，反映了这一时期气候的变化、人事的浮沉和编者的心迹
。
答问谈得很细，涉及很宽，也很少隐饰。

　　采访的题目本不限于书，答问的内容更不限于题目，有时像口述自传，有时又在谈古论今。
比如他对“蔡伦造纸”和“郑和航海”的质疑，自幼阉割入宫的太监，怎么会懂得造纸和航海？
对作家办书院、大学生读经的不看好，说书院从来不是作育士大夫的主渠道，说只有三家村学塾才读
《三字经》也读不出人才。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之言集>>

作者简介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一九三一年生。
一九四九年进报社当编辑，一九五七年“反右”被开除后劳动维生，一九七○年又以“反革命”罪判
刑劳改，而不废读书。
一九七九年平反到出版社，即着手编印《走向世界丛书》。
一九八三年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规划，后又组织实施。
一九八五年首倡重印周作人著作，在湖南中止后，仍独力编成周氏散文全集，易地出版。

　　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
量》（史学论文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
散文作品有：《小西门集》、《笼中鸟集》、《念楼序跋》、《书前书后》、《念楼学短》（五卷）
、《记得青山那一边》等。
编辑作品有：《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知堂书话》、《知堂文选》（四卷）、《过去的大学》、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唐诗百家全集》、《唐宋词百家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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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01.中国人怎样看西方（1982.4与Chinese Literature）
02.谈《走向世界丛书》（1985.12与《香港书展特刊》）
03.呼吁出版自由（1986.11与《人民日报》）
04.自己的点子和音色（1988.1与《文汇读书周报》）
05.走向世界的反思（1988.3与《人民日报?大地》）
06.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1992.5与《文汇报》）
07.追思钱锺书先生（1999.1与深圳《风采周刊》）
08.跟书一辈子（2003.9与《书人》杂志）
09.我用我的杯喝水（2003.10与《深圳商报》）
10.老新闻的新价值（2004.4与苏州《名城早报》）
11.谈办国学院（2005.6与《潇湘晨报》）
12.从牢房走向世界（2005.7与《文学界》月刊）
13.谈作家办书院（2005.7与《中国青年报》）
14.留住外地的读者（2005.9与《北京日报》）
15.出版泡沫谈（2006.1与《中国图书商报》）
16.一个平凡的读书人（2006.2与《南方都市报》）
17.送别张中行先生（2006.3与《瞭望东方周刊》）
18.自由的心境最重要（2007.5与《研究生在线》）
19.丛书背后和里面（2008.1与《三湘都市报》）
20.喜读的书和读不懂的书（2008.2与《新闻周刊》）
21.启蒙的作用（2008.5与《南方都市报》）
22.发人深省的力量（2008.5与《新京报》）
23.大河在这里转弯（2008.6与《中国青年报》）
24.走向世界刚起步（2008.11与《河北青年报》）
25.人不会永远安于封闭（2008.11与《广州日报》）
26.钱锺书和我（2009.1与“红网”及《晨报周刊》）
27.谈告密（2009.4与《湘声报》）
28.说说我自己（2009.6与《南方人物周刊》）
29.走向世界路正长（2009.6与《深圳晚报》）
30.生活简单，思想复杂（2009.7与《新京报》）
31.圆了一个梦（2009.7与《文学报》）
32.谈谈周作人（2009.7与《河北青年报》）
33.编书和写书（2009.7与《晨报周刊》）
34.书评和书话（2009.11与《新京报》
35.谈“时务学堂”（2010.4与《长沙晚报》）
36.不伤知音稀（2010.6与《深圳晚报》）
37.从鸦片战争说起（2010.7与《新京报》）
38.出版也要有理想（2010.9与《新京报》）
39.不很适应时下的风气（2010.10与《潇湘晨报》）
40.目标就是One World（2011.3与《潇湘晨报》）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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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01 中国人怎样看西方 1982.4与Chinese Literature○《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都是一八
四七至一九○七年问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是传统中国人开始接触现代西方后的反应，很值得向国外
读者推荐。
现在请先介绍几种最早的记述好吗？
●《走向世界丛书》中写作时间较早的几种书，是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进行直接观察的最初印象。
原来在厦门替美国商人当通事的林鍼，于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随商船去美国，一八四九年
回厦门后，写了《西海纪游草》一书，用古诗加注和骈文的形式，介绍其在海外见到的新鲜事物。
如美国于一八四二年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情况是：梅隔百步竖两根木杆，杆上架设铁线，铁线两
头各有人管理；将二十六个字母编为暗号，由这一头发出暗号，那一头立刻就能收到。
书中还写到了刚刚发明的照相机，称之为“神镜”，说它依靠药品的力量，能够利用日光，照出花鸟
人物的模样，并将其留下影来，他已经学会了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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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部传记性的采访笔记。
全书刊出了四十篇采访稿，向读者讲述了老一代出版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如同一幅多角度的画像，细致勾勒出他的性格特征、生活历程；透过一个个生活镜头，深人了解他的
出版理念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省思，表现了他独特的洞见和思想；还有他对现代出版方向
的重大影响，及其所编《走向世界丛书》对今日中国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潮流激荡下，钟先生等一代知识分子的曲折经历恰恰成为这个时代的缩影，也折射出中国走
向世界的艰难历程。
他们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同时又浸染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这样的双重背景自然就产生了自我
认知和外界环境的冲突，他们一再被拉离正常轨道，但仍坚持走向世界的道路。
    在时代大潮中，一个个体命运的沉浮，一场社会的复杂变革，随着钟先生的讲述慢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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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之言集》编辑推荐：它们的酝酿和产生，它们遇到的坎坷和曲折，反映了这一时期气候的变化、
人事的浮沉和编者的心迹。
答问谈得很细，涉及很宽，也很少隐饰。
采访的题目本不限于书，答问的内容更不限于题目，有时像口述自传，有时又在谈古论今。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之言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