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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
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
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书必通俗方传远。
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
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
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
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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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犁，当代著名文学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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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的文人》 读《船山全书》 读《刘半农研究》 读《东坡先生年谱》 读《后汉书》小引 读《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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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代文字狱档》记 谈读书记（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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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聊斋志异》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
所以遇到一部长篇。
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
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
那时，我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农村书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掠，成本成套的书是不容易
见到的。
不知为了什么，我总有不少机会能在老乡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两本《聊斋》，当然很不完整
，也只是限于石印本。
 即使是石印本的《聊斋》吧，在农村能经常遇到，这也并不简单。
农村很少藏书之家，能买得起一部《聊斋》，这也并非容易的事。
这总是因为老一辈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里经营一种商业，才有可能储存这样一部书。
 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
这家存有前几本，过些日子，我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几本，也许遇到的又是前几本，当然也不肯放过
，就再读一遍。
这样，综错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最初，我是喜欢比较长的那些篇，比如《阿绣》、《小翠》、《胭脂》、《白秋练》、《陈云栖》等
。
因为这些篇故事较长，情意缠绵，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书必通俗方传远。
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
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
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
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
它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已经铸为一体。
因此，即使经过怎样好的“白话翻译”，也必然不能与原作比拟，改编为剧曲，效果也是如此。
可以说，“文言”这一形式，并没有限制或损害《聊斋》的艺术价值，而它的艺术成就，恰好是善于
运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
 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
，学《檀弓》像《檀弓》。
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
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
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词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
，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
这是水到渠成。
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
 行文和对话的漂亮修词，在《聊斋》一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以说，非同凡响的修词，是《聊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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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谈读书记(代后记)    在古时，读书记，或藏书题跋，都属于目录学。
目录之学，汉刘歆始著《七略》，至苟勖分为四部。
唐以后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藏于四库。
这样的分类法，一直相沿到清代。
无论公私藏书，著录之时，都对书籍的内容，作者的身世，加以简单介绍，题于卷首或书尾，这就是
所谓提要、题跋。
把此等文字，辑为一书，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读书记了。
    我所收藏的读书记，最早的是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本)和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
题》(武英殿聚珍版翻刻本)。
这两部书，是读书记这类书的鼻祖。
其中晁志，所记尤为详赡。
因时代接近，记录的宋人著作，很是齐备，对作者的介绍，也翔实可信。
有很多书，后来失传，赖此志得窥其梗概。
后代藏书家，都很重视此书。
    晁氏有些论述，也很有见地。
如论文集之丛杂，他在集部引言中说：    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概诸圣，而英辩藻思，瑰丽演迤，
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
众士慕响，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
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
学者欲矜式焉，故别面聚之，命之为集。
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
当晋之时，挚虞已患其凌杂难观。
尝自诗赋以下，汇分之曰：《文章流别》。
后世祖述之，而为总集，萧统所选是也。
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呜呼盛矣！
虽然，贱生于无所用，或其传不能广，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落者十八九。
亦有长编巨轴，幸而得存，其属目者几希。
此无他，凡以其虚辞滥说，徒为美观而已，无益于用故也。
    我不厌其烦地抄了这样一大段书，是因为其中说明了著书立说方面的一些规律。
第一，历代作家的文集是很多的。
至唐已有七百家，总集已有七十五种。
第二，传流下来的却很少。
第三，不能流传的原因，主要是虚辞滥说，无益于用。
    这里的有用无用，当然不只是像他说的，能否“扶持世教”。
晁氏生于宋朝，受理学家的影响，所以这样强调。
集子能否流传，主要看它的社会功能。
这种功能包括：作者的才智；说理的能辩；文字的美学感染；著作的真诚等等。
哲学著作，以才智道理取胜；历史著作，以材料真实取胜；文学创作，以美的陶冶取胜。
    作家结集自己作品，都是自信的，都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具备这种功能，可以传之久远。
在当时，即使多么无情的批评家，也不会预言这种文集不能传世，阻止他出版。
作品能否流传，常常是不能预见的。
只有在历史的江河中，自然淘汰。
自然的冲刷淘洗，能使当时大显者，变为泥沙：也可以使当时隐晦者，变为明玉。
更多的机会是，使质佳者更精粹，使质劣者早消亡。
    既然如此，晁氏之所谓“自警”，就很难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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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好名，是一种自然生态。
尝见出土的古墓壁画或砖石上，刻有匠人名字。
难道他当时不知道，他的作品要永埋地下，曾经想到，有朝一日，会被发掘，重见天日吗？
这是创作冲动的满足。
劳者歌其事，在自己的劳作成果上，缀上自己的名字，是一种原始现象。
儿童就是这样，可以说是牛而知之。
    在论述传记的写法时，晁氏的见解，也很好。
在传记类《韩魏公家传》条内，他说：    右皇朝韩忠彦撰，录其父琦平生行事。
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
如李繁录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
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鹏鸟之对者也。
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
由是近世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
陈莹中所以发愤而著书，谓魏公名德，在入耳目如此。
岂假门生子侄之间，区区自列乎！
持史笔其慎焉。
    这一段话里的，“庄周鲋鱼之辞，贾生鹏鸟之对”两句，颇可玩昧。
这是说，人物传记，不同于故事，更不同于寓言。
古人撰写人物传记，不满足于只用那些干枯的官方资料，愿意添进一些生动活泼的记述，乃参考一些
野史、家乘，这是无可厚非的。
司马迁的人物传记，那些生龙活现。
读起来比文学作品还有兴味，就是因为他不只依据官方文献，还寻访了很多地方资料，口碑传说。
后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都采用了许多私人的著述，增加了传记的
生动性。
    但运用这些材料，需要特有的观察、判断、取舍的能力。
    历史作品，有时可以当作文学，但文学作品。
却不能当作历史。
历史注重的是真实。
任何夸张、传闻不经之言，对它都会是损害。
历史、事实，天然地连结在一起，把历史写得真实可靠，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历史，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现象。
它比自然现象，难以观察，难以掌握得多。
它的错综复杂，回曲反复，若隐若现，似有实无，常常在执笔为史者面前，成为难以捉摸，难以窥测
的幻境。
    撰述历史，时代近了，则有诸多干扰，包括政治的，人事的，名誉的，利害的。
时代远了，人事的干扰。
虽然减少，则又有了传闻失实，情节失落，虚者实，而实者虚，文献不足征，碑传不可信的种种困难
。
如果是写人物传记，以上情况就更明显，就更严重。
    只根据实录、谱牒、碑碣去写历史，这是传统的做法，也是保守的做法。
但开放的写法，即广采传闻野史的写法，也带来了另一种毛病，即晁氏指出的“故事化”或“寓言化
”。
    特别是人物传记，用开放的写法，固然材料会多一些，事件会生动一些。
但材料如果是从亲属得来。
其中就有感情问题；如从友朋得来，其中就有爱憎问题。
况人之一生，变幻无常，虽取决于本身，亦受制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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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难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说。
盖棺论定，只能得其大概。
历史评价，又恐时有反复。
要把一个人物的传记写好，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传记一体，与其繁而不实，不如质而有据。
历史作品要避免文艺化。
现在，有很多老同志，在那里写回忆录。
有些人多年不执笔，写起来有时文采差一些，常常希望有人给润色润色，或是请别人代写。
遇到能分别历史和文艺的人手还好，遇到把文学历史合而为一的人，就很麻烦。
他总嫌原有的材料不生动，不感人，于是添油加醋，或添枝加叶，或节外生枝，或无中生有，这样就
成了既非历史，也非文学的东西。
而有的出版社编辑，也鼓励作者这样去做。
遇到文中有男女授受的地方，就叫他发展一下，成为一个恋爱的情节。
遇有盗窃丢失的地方，就建议演义成一个侦探案件。
遇有路途相遇，打抱不平的地方，自然就要来一场“功夫”了。
    现在有一种“传记小说”的说法。
这真是不只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了。
这种写法和主张，正如有人主张报告文学，允许想象和虚构一样，已经常常引起读者，甚至当事人或
其家属的不满。
因为凡是稍知廉耻，稍有识见的人，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上，添加一些没踪没影的事迹的。
    当然，野心家是例外的。
从历史上，特别是“四人帮”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野心家分为两种。
一种是受别人吹捧，坐在轿子里的；一种是抬轿子，吹捧别人的。
他为什么鼓吹得那么起劲，调门儿提得那样高，像发高烧。
满口昏话？
这是有利可图，可以得到好处的。
弄好了，他可以从抬轿子，变成坐轿子，又有一帮人起哄似的吹捧他了。
    元、明两朝人，不认真读书，没有像样的读书记。
到了清朝，重考证，这类的书就多起来，除很多已成为专门学术著作，如《读书杂志》、《十七史商
榷》等书外，标以读书记名目的就不少。
《何义门读书记》，寒舍不存；《东塾读书记》，存而未详读之。
我最感兴趣的是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黄是藏书家，以藏有百种宋版书而著名。
他所藏书，也远远不限于宋本。
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
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
如醉如痴。
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忘返，毕其一生。
给人一种变态的感觉。
这种感情，前代不能有，后代也不能有，只有他那样的时代，他那样的生活，既不能飞黄腾达，又不
甘默默无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和这样的举动。
    他的藏书记，被后人一再辑印。
我有三集，前二集是上海医学书局影印，后一集是木板蓝色印本。
同样是藏书家，陆心源的《仪顾堂题跋》，读起来就干燥无味。
    其次是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他的读书记，散见在他的日记中，由云龙辑录出来，商务印书
馆出版，白文没有标点，也未详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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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在北京国子监买了一部，纸张很好，共四册。
后经中华书局整理、分类、标点，重新出版。
    他读书仔细认真，读的书也广泛，非只限于经史，杂书很多。
但对像《红楼梦》这样的书，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总是说病了闷了才拿出来看看。
并说，这部书是托名贾宝玉的那个人，自己写了家世，其他社会风物，则是别人代为完成。
这真是奇怪的说法，可备红学家参考。
    和他的读书记类似的，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舍间所藏。
为万有文库本。
此人读书也多也杂，也很认真，我通读一遍。
此外，有《鲁岩所学集》，也是读书记，较通俗易读，我有的是木刻本。
我另有叶德辉的《郎园读书志》、邓之诚的《桑园读书志》等。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晨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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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耕堂读书记(套装上下册)》是孙犁所写读书记的结集。
所收作品，均是作者的匠心之作，既有买书的经历，又有读书的心得体会，体现了作者的深厚的古典
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欣赏趣味。
孙犁一生“嗜书如命”，对于所读及所藏之书均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读他的《耕堂读书记(套装上下册)》，就发现孙犁多次强调自己对于读书很有“洁癖”，他在《买〈
太平广记〉记》中就写到自己买书的习惯：“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
，失之交臂，后颇悔之。
”孙犁晚年有修书的习惯，所谓修书就是将那些受了破损的书重新用牛皮纸包装起来，他的大部分藏
书在“文革”中被查抄，返还后不少书都被污损了，因此，修书成了他晚年打发光阴的一个重要的功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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