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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
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
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杨于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
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
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
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
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
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
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
已经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
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是意义
亦可耳。
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
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贬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
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
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
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
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
味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
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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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堂语录》收入周作人一九四○年前后所作文章五十篇，是其散文创作文体的一种新尝试，同
《书房一角》为一类，文章篇幅短小，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
作者自述为文经过是一部书“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药堂语
录》就是其中一部分。
题曰“语录”并不是想效仿儒释，记录自身言行以传世，而取其“说的更简要”，择取一点切入，抓
住思想的某种闪现。

　　书中所“抄”所谈之书都是中国古籍，其中又以笔记为多。
作者自称这些文章意不在针砭，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摆列点药”，但行文处处透着“疾虚
妄”“爱真实”的精神。
以《女人三护》为例，文章从《茶香室三钞》中女人三护一条，谈及佛家三护与儒家三从之不同，进
而深及到对佛道儒的讨论，可谓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点评式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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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
（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
浙江绍兴人。
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
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
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
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
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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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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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卿蠹存
夜光珠
中秋的月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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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女人三护    《茶香室三钞》卷五《女人三护》一条云：“唐沙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四云：女人志
弱，故借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
案儒书所谓三从，佛书谓之三护。
”曲园先生谓三护即三从，形迹虽似，精神却实甚不同。
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会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此中国更好，在宗教上被视为秽恶，读有些佛教经传，几
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家是在这里了。
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时把她们当做人类来看，对于人或物又总想怎么去利济他，那么其时便很不
同，三护可以算作一个例。
这里所谓护正是出于慈悲，是利他的，《庄子》里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可说是同一气息，此
外我竟有点想不起来了。
中国的三从出于《仪礼》，本是规定妇人的义务，一面即是男子的权利，所以从男人的立场说这是利
己的，与印度的正是对蹠的态度。
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
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
信如吾言，则我所佩服的尧的话大抵当出于道家，而黄老之学乃为中国最古老的传说，很可尊重。
佛道至今称为二氏，唯其好处颇不少，足补正儒家之缺失，识者当不以为妄言也。
P9-P10    落花生    东培山民著《一徵砚斋笔记》卷七云，“花生亦曰长生果。
又名落花生，殆无名也，以其花落于地，一丝牵蒂落实土中，故日落花生，曰花生减字呼之，曰长生
以形名之。
此果初出日本，康熙间有僧应元携种归国，乃散植至今，以取油为大宗之用，以资果饵，亦应用之一
。
”案此所说盖即根据《本草纲目拾遗》卷七引《福清县志》语，其实不尽可凭，下文又引《万历仙居
县志》云，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可知始入中国非在康熙矣。
方密之著《物理小识》有崇祯癸未序，卷六《番豆》下云：“一名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种之，一
畦不过数子，行枝如瓮菜虎耳藤，横枝取土压之，藤上开花，花丝落土成实，冬后掘土取之，壳有纹
，豆黄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
”此殆即今所谓小花生，其时盖已普遍，不仅限于闽浙一带。
中国传说落花生来自扶桑，而日本则俗名南京豆，寺岛良安著《和汉三才图会》卷九十六《落花生》
下引明周文华《致富全书》语，又云，按落花生近年来于长崎，书前有正德二年自序，即清康熙五十
一年也。
此事正有类例，同是一瓜，在中国称倭瓜，而日本则称唐茄子，但看中国又通称为南瓜，日本亦有柬
浦寨之别名，可以想见其原产地当在安南方面，先来中国，再转至日本，花生行程恐亦是如此，唯其
来路在何处，乃不能如南瓜之易于推测耳。
P54-P55    七夕    杭堇浦著《订讹类编》卷五《天文讹》中，有《七夕牛女相会不足信》一条，引《学
林新编》所论，历举《淮南子》《荆楚岁时记》周处《风土记》各说，皆怪诞不足信，子美诗曰，万
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亦不取世俗说也。
杭氏加案云：“案《齐谐记》亦载渡河事，《艺苑雌黄》辨其无此事，亦引杜诗正之。
杜公瞻注晋傅玄《拟天问》，亦谓此出流俗小说，寻之经史，未有典据。
又《岁时记》引纬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此说更属无稽。
”查陈元靓《岁时广记》，七夕一项至占三卷，《学林》《艺苑雌黄》《拟天问注》各条均在，略阅
所征引杂书，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时为最盛，以后则行事渐微而以传说为主矣。
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
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
市上卖巧果，为寻常茶食之一，《越谚》卷中云，“七夕油胛粉果，样巧味脆，即乞巧遗意。
”此种传说，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说诳分子，学者凭唯理主义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堂语录>>

论，则亦自有其佳趣。
谭仲修《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二年七月下云：“初七日晚内子陈瓜果以祀天孙，千古有此一种传闻
旧说，亦复佳耳。
”此意甚好，其实不信牛女相会实有其事，原与堇浦诸公一样，但他不过于认真，即是能把诗与真分
别得清，故知七夕传说之趣味，若或牵涉现实而又能祸世，即同一类型的故事如河伯娶妇，谭君亦必
不能忍耐矣。
P72-P73    日本国志    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
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
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
假如所说的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
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书的。
”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
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
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
，有《陈元赟先生事略》尚可读，余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论时务而已。
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
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以形势沿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末有未备一条，自
言刑法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
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
凡例记采用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
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著相比，则不可同日而
语矣。
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
，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乃能有此耳。
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栲亭之《艺苑日涉》中民间岁时，寺门
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
P86-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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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
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
余不能吸纸烟，十几岁时曾买刀牌孔雀品海诸烟，努力学吸，历久终未学会，以至于今，殆为天分所
限耶。
常见人家耽吸，若甚有滋味，心甚羡之而无可如何，则姑以闲书代之，无可看时亦往往无聊赖，有似
失瘾，故买书之费竟不能省，而其费实或超过烟价，有时将与雪茄相比矣。
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
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
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有友人办日报者索取补白，随时摘抄寄与
，二三年来原稿垂尽矣。
庸报社索去者有四五十则，目前来信云拟搜集为一册，亦便答应，此种文字新陈两非，不入时眼，印
成书本亦少有人读，恐终辜负报社的好意，但是有一件事，可以代作广告者，不佞虽未受五戒，生平
不打诳语，称之日语录，自信可无惭愧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知堂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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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堂语录/周作人自编集》编著者周作人。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
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
本书名曰"药堂"，有作者陈一家之感言，供各位读者品味之意。
或为一剂苦口良药，或为一杯清暑汤茶，但凭读者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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