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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书家》既不是一本版本知识的普及读物，也不是研究版本学的学术书籍，更不具有厚古薄今
倾向。
我们的生命刚刚开始，我们愿向所有的爱书人敞开我们的心扉，在这里，你们看到的将是书的历史、
书的故事和读书人的足迹。
　　本书是藏书家的第二辑。
 在本辑里，值得特别向读者推荐的是我们不惜篇幅刊出的济南著名藏书家张亦轩先生的《济南书肆记
》。
张先生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当年曾与已故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过往甚密。
这位饱经历史沧桑的老人的大半生的藏书经历及其对济南旧书肆的回忆，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地方文
化文献资料，是值得阅读和回味的。
至于本辑其他文章，也多美不胜收，广大读者自会各有所取、各有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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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时候，我想到“威海于植元书法艺术联谊会”，这是我的故乡，批热心人建成的民间组织，他
们有专人主持日常工作，他们用巨资出版了我的书法作品集，并请许多海内外知名人士举行了一个隆
重的首发式，他们办了学校并着手派出留学生⋯⋯。
事业正在发展，我应当把这批书捐赠给他们。
就这样，我下了决心，他们派专人将这批书运到威海。
从重量看，因为竹下登赠我图书时，实际重量超过四吨，所以，虽然丢失了将近三千册之多，现在还
保有四吨左右。
只是册数只剩下8724册。
初步略作分类，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为三大部分，涉及X个科目，包括：政治、历史、党
派、宗教、地理、天文、气象、农林、水利、畜牧、经济、外交、军事、法律、教育、文学、艺术、
建筑、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
其中三分之一是昭和十四年(1939)以前出版。
这些书，初步按分类上架，辟专馆存放，称为“于植元日文藏书部”，向社会开放，供各界借阅参考
。
　　威海市领导对赠书一事极为重视，1999年8月1日，在威海举行一个赠书仪式，由司法部门予以公
证，并同时开放，至今运行良好。
　　大概因为我出访日本次数较多，交往较广，而日本朋友赠给我的图书也连绵不已，小批量的就不
多说了，除上述的一次达四吨以上者外，尚有几次也值得一提。
比如开始时提到的日中长期友好研究会，他们在1986年曾一次赠给我新版的日本小学教材三千馀本。
除不赠历史教材外，其馀各科皆备。
我把这些图书分赠给有关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部门，供他们参考研究。
又如田中内阁时的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先生，也曾将他的自传《春来秋逝》上下两卷赠给我五十部。
这位多年来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学者型老政治家，他的自传贯穿了近六十年来的日本历史，以及他本
人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对他的这些赠书以极为慎重的方式予以处理。
我刻了一方“木村睦男赠书”的专用章，每部书加盖此一印章后，我题上受委托赠送字样，分赠给国
内各大图书馆，并请他们在我提供的接受函上签字为证，再请他们直接寄信给作者表示感谢。
在半年之内，将此事处理完毕。
我为什么对木村睦男先生的委托如此重视?当然有一定的因由。
此人幼时家贫，弟兄六七人，几乎难以维持家计。
哥哥到大连打工谋生，将他带到大连，在当时伏见台小学读书。
别的同学中午有人将面包牛奶送到学校，而他却必须快跑回家吃一口冷饭。
他说：“是当时的中国人帮我养大，所以我有两个故乡。
”直到七八十岁以后的暮年，常常对家人说：“我得回去看看!”这里所说的“回去”即指到大连。
他作过交通大臣，对日本的铁路建设有历史性贡献；在田中内阁时，他努力劝说田中首相早日实现中
日邦交正常化。
有人阻拦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日本在许多方面多出一个竞争对手。
他回答说：“多一个竞争对手是好事，可以互相促进，⋯⋯”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木村先生是与
有力焉。
他任参议院议长时，曾在北戴河会见邓小平同志，一起讨论过一国两制的问题。
所以，他委托我的事，我愿意认真做好。
他已是将近九十高龄的耆宿，和我多年来保持着友好往来。
　　　　主人吕川升，字小舟，绰号吕狠子，历城东乡人，后宰门街某书店学徒出身。
父吕随舟，业碑帖，早卒。
肆设南门内舜井街南首路西，门市房一间，专营古旧书籍，兼营碑帖字画。
南门内外多旧家老户，如本街之陈冕、南门外东燕窝之范之杰、南关新街之邹允中、南关后营坊之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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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琢，皆富收藏，身后藏品大量散出，近水楼台，多就便与友竹山房交易。
又吴友石家藏品，怀古斋郑静轩既被得罪，亦持来求售，故营业尚不恶。
抗战胜利后，营业扩大，租赁对过门市房二间，并出资于附近葛贝巷购房一所另居。
济南战役，南门一带，适当其冲，遭池鱼之殃，充栋之书，尽付劫灰。
平定之后，重整旗鼓，迁回路西故址。
公私合营，并入古籍书店，退休后病卒，年八十岁。
余十许龄时，读书于南城根街之师范附属小学，课馀常往友竹山房就近购书。
嗣后交往频繁，垂七士年，书林旧友，无有如余两家历史之长者。
　　吕贾尝以自拓钱谱乞王献唐先生题识，先生题曰，“吕狠公以贩书起家，然较他人尚不甚狠”。
余谓吕狠子居然升公爵，加官晋级。
先生援笔续书曰，“以子爵升公爵，连升三级”。
相与大笑。
吕贾继以钱谱求栾调甫先生题，调甫题为“佷公”。
又使余题，余题作“很公”，盖欲使其从犬到人。
献唐先生曰，狠公可传。
　　蓬莱栾调甫先生，以无学历又无资历由学校学生推举而被聘在齐鲁大学国学系执教，课馀常步至
书肆，往往挟书而归，归则调朱研墨，伏案批注，孜孜不倦。
积书盈室，仍日事搜求。
尝笑余收书好买奇奇怪怪，然调甫先生其后收书亦好买奇奇怪怪。
　　陈冕，字冠生，占籍济南，光绪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藏书颇富，兼及书画，室名“小墨墨斋。
”《书画过目考》著录其所藏书画多种，所谓“陈冠生殿撰”即其人。
故宅在城内鞭指巷北首路西，大门内旧悬“状元”二字匾额。
南门内舜井街路西为其东宅。
　　胡小琢，名春华，济南人，以收藏金石书画名于时。
身后所遗书画多归泰州宫子行本昂。
子行殁后又归廉南湖泉，南湖之妻吴芝瑛手书《帆影楼纪事》，其中著录之“四王恽吴”绘画精品数
十件，几全属胡小琢家旧物。
　　邹允中，字心一，湖北武昌人，宦游山东，定居济南。
工书法，善绘事，收藏碑帖书画书籍甚富，殁于南新街寓所，所藏皆散出。
　　范之杰，字隽丞，又字痞公，别号历山农。
原籍浙江绍兴，人济南籍，光绪二十九年进土，授翰林院编修。
人民国，任山省议会副议长、湖北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擅诗文，工书法，宗苏东坡，自号“佞苏居士”。
收藏书籍字画多精品。
五十年代初，所藏由其侄辈经友竹山房吕贾手卖出，其中杨守敬先生旧藏日本卷子本一批，大都归余
。
时范隽丞先生尚健在，客居上海，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济南家中藏品斥卖罄尽，尚懵然不知。
1957年卒于上海，年八十五岁。
　　蔡新雨，字元瀚，济南人；善屑文，尤工于诗，所至为骚坛盟主。
好聚书，所收多集部文学书类，藏书室名“抚壮室”。
年廿二岁时任《新鲁日报》编辑。
以毕业于法政学堂，服务于司法界，然值世乱，播迁无宁日。
晚岁居上海，执教于卢湾中学，退休后回里，藏书荡然，或云为家中所用之保姆所窃卖，疑莫能明。
后以肺心病卒于南门外顺城街寓所，年七十岁。
余与新雨中表亲为尊行，呼余为二叔而年长于余八岁，余十馀龄时授我以诗古文数十百篇，皆熟读成
诵，架上书随意借读，实不啻为余之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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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紫桐花馆诗草》、(馏口文存》。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新文学的最丰硕成果。
它的初版本，也是我多年寻找的目标。
　　《呐喊》1923年8月由新潮社初版，为周作人编的《新潮文艺丛书》之第三种。
该书为大32开毛边本，道林纸印，内收短篇小说十五篇，鲁迅先生那些烩炙人口的名篇，多收其中。
因为鲁迅先生亲自校对过，书中错字极少。
同年12月再版发行。
《呐喊》从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为鲁迅编的《乌合丛书》之一种。
后来一直由北新出版，到1930年1月，出十三版时，抽去《不周山》，重新排版，开本、版式没有改动
，但误字却较初版为多。
直到1938年《呐喊》收入《鲁迅全集》时，已印过二十三版了。
　　在五十年代，北新版毛边本《呐喊》，在旧书店时有发现，而新潮社本《呐喊》，则极难见到。
某次，在东安市场旧书铺里，我终于寻到了一本新潮社本的《呐喊》，虽然它是1923年12月再版本，
而且有些残缺，我还是赶紧买下了。
我知道这是世间珍贵的一个版本呀!经与初版相比较，它是用初版纸型重印的，唯版权页上所署印刷者
有改动。
初版为“京华印刷局”，再版的印刷者改为“京师第一监狱”了，其他则相同。
《呐喊》初印本，不仅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这里举一个例子。
《呐喊》的版式是直行排，每页十二行，每行三十字。
各篇的标题占三行，有标题的一页，正文为九行。
书中《孔乙己》一篇，在21—29页。
初版和再版的《呐喊》，在《孔乙己》中有一处拼版错误，这是它的版本特征。
在第21页标题“孔乙已”三字，占了两行，正文却有九行；第28页，全页仅十一行，恰恰少了一行。
名篇《孔乙己》里，第四自然段和第六自然段，在结束时有一句类似的话：“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
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呐喊》归北新出版后，不知什么时候，发现了拼版错行问题，并做了改动。
将21页多出的一行，逐页推后，直到28页也成为十二行止。
但在移行过程中，第23页错了一个标点符号，将上引第四段(在第23页第十行)的冒号，变成了分号。
于是类似的一句话，标点符号却不同了。
这一错就是几十年，从北新版《呐喊》，到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又延续到十卷本《鲁迅全集》，
同时还影响到据“全集”选的各种选本和教材，直到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才得到纠正
。
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近日有一部《鲁迅自编文集》出版。
将鲁迅先生自编的十九部文集，汇辑影印出版，并声明所据为初版本。
由于影印时去掉了原书的版权页和扉页，为我们的考订增加了困难。
其中的《呐喊》一书，收小说十五篇，《不周山》没有抽掉。
但第23页第十行，那句话的标点是分号而不是冒号。
因此可知，影印本《呐喊》的底本，不是新潮社的初版或再版本，而是北新书局第十三版之前的一个
版本。
这是由新潮社本的版本特征可以证明的。
　　初印本的《呐喊》，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
在上述考据之中，藏者使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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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后记　　自《藏书家》第一辑于去年秋天问世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此一尚属草创阶段的戋
戋小册，即得到国内书界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首肯和欢迎，使我们深受鼓舞。
　　今年适逢新世纪肇始，现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既弥漫着书香又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新的一辑《
藏书家》已展现在读者眼前。
读书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藏书又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
所以在这一辑中，不论是藏界耆宿的新作，还是后进新秀的美文，尽管所写文章视角不同，命题有异
，写法不一，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人类知识结晶——书籍的热爱，谈起来如醉如痴，情有独锺。
正是这种精神和热情，才使一代代读书人、爱书人历尽劫难而无悔，读书种子绵绵不绝，才使中华文
明得以延续发展。
基于这种历史责任感，我们愿意坦陈编者真诚的心愿，即借《藏书家》这块小小的园地，通过学者、
藏书家、爱书人从不同角度、视点谈书、侃书，让现代与传统交融，今人与古人对话，使广大读者既
能增广见闻，汲取知识，又能因之陶冶性情，增强读书品位⋯⋯从而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和总结
中国的书文化，并进而了解书文化对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深远影响，做为后人，我们薪尽火传，继往开
来，使书香飘溢万代。
至于冠以《藏书家》，无非是借用“六亿神州尽舜尧”之意而别出之，泛指爱书人也。
　　但需要说明的是，《藏书家》既不是一本版本知识的普及读物，也不是研究版本学的学术书籍，
更不具有厚古薄今倾向。
我们的生命刚刚开始，我们愿向所有的爱书人敞开我们的心扉，在这里，你们看到的将是书的历史、
书的故事和读书人的足迹。
　　在本辑里，值得特别向读者推荐的是我们不惜篇幅刊出的济南著名藏书家张亦轩先生的《济南书
肆记》。
张先生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　当年曾与已故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过从甚密。
这位饱经历史沧桑的老人的大半生的藏书经历及其对济南旧书肆的回忆，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地方文
化文献资料，是值得阅读和回味的。
至于本辑其他文章，也多美不胜收，广大读者自会各有所取、各有所得的。
　　另外，由于编者学识有限，经验不足，所以竭诚期盼批评意见，并热切欢迎书界朋友赐稿。
当然，我们欢迎的是既有思想，有内容，又生动活泼的文章，而不是说教式的宏篇大论。
我们将努力使《藏书家》的内容越来越充实，以不辜负专家和读者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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