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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应该忠于自己的生活，应该从生活中去寻求真理以及它所特赋的趣味。
    所以凡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人，他的生活一定过得轻松而愉快，所谓无往而不自得。
    陶渊明尝有句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苏东坡有诗曰：“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刘克庄亦谓：“隆伟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语言之外。
”这都是别有会心真能寻求高趣而获得佳趣的人。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要活得有意趣，干任何一件事必须要干得有兴趣。
如果成天处于愁闷的重压之下，春去了伤春，秋来了悲秋，那么这样的人生将多么的乏味。
    大概一位有理智有涵养的人，都具有一种幽默的情趣，并且还能运用幽默的技巧来解决人事上的各
种问题，决不会因为偶然遭受到某种外物的影响而使生活陷入苦境。
    梁启超自谓是一个趣味主义者。
他曾这样说过：“倘使用化学分化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一种元素叫作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
剩下的仅是个零。
”于此，可以看出他对趣味之于人生的重视。
    过去有人说过：“幽默是表现真理的间接方法，在电影中很正确地表现了这番真理，”又有人说：
“幽默是社会生活中之润滑油，”这都是值得寻味的至理名言。
    我这本书，可以说全是具有幽默情趣的小故事，系摭拾清代以至民国两个不同时代很多知名之士的
趣事、趣话、趣诗、趣联之类的片段记载而成。
因此，名之曰：“拾趣录”。
    这许多记载，虽则多半是他们各个人正式传记以外的一些琐碎微末的事，但亦是以反映他们各个人
的真实面貌。
但是编者的初心却并不是在要求读者从这种小故事里去认识这些知名之士，这只是将我频年在各种书
刊上所看到的甚多比较幽默的小故事，辑录在一起，使自己的欢笑也让别人——读者来分享。
其中容有极少数传之非真，可是在编者确是篇篇有本，并非出于杜撰而在存心厚诬古人。
    同时需要声明的一点，即清人记述，皆为文言，经已根据原文改用语体重写。
至于现尚健在之名流，则轶事虽多一概未予采入。
    编者决不敢自承这本书是在阐幽发微有稗名教，而妄冀传之无穷。
但假如说，读者能于披览之际，充满了快乐；或者在业余酒后资为谈助，大家能多打几个哈哈，多增
加一份生活趣味。
则幽默小品，毕竟有其可以欣赏的价值，编者辑述的功夫也没有白费，而将感到欣慰不尽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    伍稼青序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之海华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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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伍稼青先生的作品。
该书共有200余篇历史小故事，所收人物有帝王后妃、皇亲国戚、文臣武将、科举士子、豪强士绅、风
流才子，等等。
现列举如下：道光帝、咸丰帝、同治帝、洪承畴、黄石斋、钱谦益、归元恭、孙承恩、金圣叹、丘华
林、高士奇，王渔洋、王杰、郑板桥、孙星衍、尹继善、纪晓岚、袁枚、穆彰阿、曾国藩、鲍超、胡
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端方、李鸿章、胡雪岩，等等。

　　本书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短小精悍的篇幅，向读者详细展示了有清一代的历史面貌，有利于向
读者普及历史文物知识，纠正以前的历史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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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稼青，江苏常州人，台湾文坛老一辈的名作家之一。
任教于东吴大学二十余年，后移民美国旧金山。
工诗词，善写笔记小品，对于宣传故乡常州的掌故风俗，贡献良多。
编有《武进画史汇传》、《武进礼俗谣谚》、《武进民间故事》，并著有《诗历》、《打雅》和《拾
趣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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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洪承畴备受嘲讽 洪承畴降清后，备受世人嘲骂。
 淮北有位孝廉阎尔梅，与洪是旧交。
 一日遇见，洪殷殷询其近况。
 阎回答说：“可以二语赅之。
一驴亡命三干里，四海无家十二年。
” 洪为嗟叹不已，又问其有无近作？
 阎道：“有！
曾阅《李陵传》，得诗一绝，最后两句是‘不引单于来入塞，李陵还是汉家臣’。
” 洪默然久之，遂谢别。
 又有人持文请益于洪，洪以年老目力太差辞。
 其人对曰：“我读给你听如何？
” 接着便将崇祯帝祭洪承畴文高声朗诵，诵毕，大哭而去。
 原来当时误传洪已殉国，崇祯帝为之辍朝，赐祭。
其子在北京受吊，并刻其行状分送亲友，固不料其非但没有死，而且还屈膝事敌，做了清朝的官。
 沈百五批洪承畴颊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其人，名廷扬，号五梅，家里很富有。
 以洪承畴幼年时，家境甚穷困，沈将他接到家里，并延聘其父为西席，教他读书。
因此承畴感德，呼沈为伯父。
 后承畴已贵显，适山东、河南流寇横行，淮河粮运受阻，当事者束手无策。
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十艘由海道送京，崇祯帝召见，授以户部山东清
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衔。
 没有几年，承畴已经投降了清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而去，思请援抗清，却被清兵逮到。
 洪往谕降，百五装作不认识他，说：“我的眼睛已瞎，你是谁呀？
” 洪道：“小侄承畴，伯父难道忘了吗？
” 百五大叫：“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你是什么东西，要陷我于不义！
”说完，便揪洪衣襟，批其颊者再。
 洪笑笑说：“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
” 沈遂被执，至于江宁，戮于淮清桥下。
 黄石斋面责洪承畴 当辽阳兵败，洪承畴降清之日，不仅宫廷不知，亦为举朝所不敢信。
直到清兵得了江南，洪以内院大臣出抚江宁，大家才知道他还在人间。
 黄石斋（道周_）起事，事败，逮至江宁。
 见洪，大声说：“你难道就是洪承畴吗？
洪大将军为国捐躯，天子且赐祭九坛。
你如果从北方来，应该看到穹然道左的御碑，你为什么要冒他的名？
” 这时，洪承畴汗簌簌下，竟至不能仰视。
 钱牧斋遭人奚落 钱牧斋（谦益）晚年家居，与当轴一张姓者看戏。
 剧目是《烂柯山悔嫁》，刘氏在说白中有云：“你为何嫁了张石匠？
”以张在座，伶人临时改“张”为“王”。
 牧斋拍案击节道：“得窍呀，得窍！
” 过一会，刘氏又说：“你如何负了朱氏？
” 张亦拍案颦蹙道：“没窍呀，没窍。
” 牧斋深感无趣。
 一日，牧斋外出散步，穿一件圆领窄袖的便服，大概是就旧衣稍加修改而成。
 一位秀才跑过来和牧斋道：“老先生真不愧是个‘两朝领袖’？
” 钱嘿然。
 潘班以兄称钱牧斋 清初，黄叶道人潘班，尝与钱牧斋同席，屡称钱为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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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且怒且笑说：“老夫今年已七十多岁，你怎么称兄道弟的？
” 潘时已被酒，昂着头说：“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我是顺
治二年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人大清，相差不过十几个月，唐诗有句云：‘与君行年较一岁’。
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
” 满座为之咋舌。
 归元恭之不经 昆山归元恭，名庄，号恒轩，明诸生，工文辞书画。
入清后，野服终身。
往来湖山，性好奇，或称归藏，或称归于朱，或称悬弓，或称园公；尝僧装，称普明头陀，鏖鏊钜山
人。
与同里顾亭林（炎武）善，有“归奇顾怪”之目。
 归家里很穷，门破了至于不能关闭，椅坏到不可移动，则取绳子捆绑了使用。
尝于除夕署其大门云： 一枪戳出穷鬼去； 双钩搭进富神来。
 额曰：“结绳而治”，其不经多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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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史说(第2辑):拾趣录》将《拾趣录》与《拾趣续录》合为一书，是著名作家伍稼青先生的作品
。
全文约计80千字，180余页，由伍稼青先生自己作序，以清代名人的趣事轶闻为依托，包罗清代各种各
样的历史人物，生动展示了清代的历史面貌。
《大家史说(第2辑):拾趣录》是一本针对大众的历史读物，对于有志于了解清代历史人物的读者，可
谓是不可不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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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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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