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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散文文存完美典藏版:如梦记》内容简介：黄裳的游记散文凝山川地理、历史文化于笔端，
挥洒自如、学识广博；记人散文平朴简约，善于通过琐事和细节凸现人物个性；品书杂感随意练达，
具有睿智深刻、明澈诙谐的特色。
《大家散文文存完美典藏版:如梦记》精选丰子恺的散文优品，与读者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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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裳，著名散文家，已出版散文集30余部、300余万字，被公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上”
“具有突出贡献”的散文大家。
黄裳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文体的自由潇洒、挥洒自如。
黄裳在长期的创作中尝试了散文的几乎所有体裁，抒情叙事散文、游记、书简、读书札记、论剧杂文
、社会随感杂文⋯⋯，然而事实上，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他从来不恪守传统的所谓分类的规则，在
黄裳看来，“在文学问题上思想进行严格的科学性的划分是非常困难的”，“散文和杂文之间，从来
就不存在一鸿沟”。
著有《锦帆集》、《旧戏新谈》、《音尘集》、《黄裳书话》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梦记>>

书籍目录

小说（1983-1992）
伯乐不乐
不速之客
钟声
无毒蛇
偶见
劣等生
在“顶峰”一侧
飞机进入平流层
阿尔斯先生走上讲台
长鼠阿古
夏日
传承
母亲
皂角
亨米
无端比较论比较
“半”字歌
两端
课堂
侃山
七节虫
有念
挫折
城墙
兔子
依莲娜和黑子、福子、花子
罕语词点
城语不全（节选）
短文（西方人⋯⋯）
短文（人生⋯⋯）
短文（这是一个⋯⋯）
短文（睡意⋯⋯）
短文（会碰到）
短文（铅笔在⋯⋯）
短文（一个作品⋯⋯）
恢复生命
神明留下的痕迹
关于现代主义
从自我到自然
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
对话（1987-1993）
《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
“别有天地非人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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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穗子谈
你是前所未有的，又是久已存在的
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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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
下关车站破烂得使人黯然。
站外停着许多出租汽车，我们坐了其中的一部进城去。
原想借这冒牌的“华胄”的风姿可以有点方便，不料车到挹江门时仍得下车接受检查，这任务是由“
宪兵”执行的，严格得很，几乎连每一个箱子的角落都翻过了。
又凑巧同行的×太太替他的兄弟带了许多行李，甚至脸盆、洗衣板之类都不遗漏。
于是这检查就成为一种繁难的试验，我们得回答“宪兵”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件东西的出卖所、价格
、用途，以及其他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全凭问话者的高兴。
我们得编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满足，直至他们感到厌倦了为止，然后就拿起了另一件东西⋯⋯等到全部
审查竣事以后，几乎每一个箱子都盖不上盖，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车厢的角落里一塞算数。
接着我们就轮到接受另一种磨难了。
所有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都没有了房间，南京的所以如此热闹，是那两天正在开着什么会，“冠盖满
京华”了的缘故。
南京的街道是那么宽而平衍，我们的破车子在萧条的街道上行驶，找寻着栖身的处所，最后是在朱雀
路的一家旅馆门口歇下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光景了。
我们开了两间房间。
×太太自己住一间，我和W合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
这屋子里充满着冷气，房中间的一个炭火盆渺小得可怜，表面是一层烬余的灰，灰下面的黯淡的红色
就像是临终者脸上的光彩。
这是怎样森寒的一间屋子。
×太太洗脸以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当差检视适才翻得一塌糊涂的行李，有没有遗失什么，当她拣起每一
件从上海带来的东西时，脸上就发出微笑来，好像欣幸着它们的生还。
我们对这工作不能有什么帮助，却欣赏了她叫了来的南京的小笼包子、肴肉、咸板鸭。
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我们吃得饱饱的。
看她的“复员”工作一时还没有完结的征象，就告诉她我们要到街上去看看了。
我们又站在这飞舞着风沙的城市的街头了。
多长多宽阔的路。
除了北平以外，恐怕在别的地方很难看见这么宽广的街道了罢，然而又是多么空旷呢！
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店，我们踱进去看。
里边放着几本从上海来的杂志和北方来的《三六九》（戏剧刊物），另外有一册南京本地出版的《人
间味》。
在屠刀下面的“文士”们似乎还很悠闲地吟咏着他们的“人间味”，这就使我想起“世间无一可食亦
无一可言”的话来，这虽然是仙人的说话，也正可以显示今日的江南的无声的悲哀。
在无声中，也还有这种发自墙缝间的悲哀的调子。
打开一张地图一看，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秦淮很近，就出了书店向夫子庙前走去，地图上标
明着贡院的地方似乎已经变为什么机关之类了，有一片围墙围着。
从一条小胡同里走进去，有不少家旧书店，进去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买，想买一部《桃花扇》，却
只有石印本和铅印的一折八扣本。
翻到了几本《同声》，里边有冒鹤亭、俞陛云的文章，还有着杨椒山先生墨迹的影印本，后面有着“
双照楼主人”的跋文。
说明着清末他被关在北京的牢狱里时，曾经整日地徘徊在杨椒山先生手植桧的下面，因为他当日所住
的监房正是杨继盛劾严嵩父子后系狱的地方，想不到住在陵园里的“双照楼主人”在呐喊着“共存共
荣”之余，还有时间想到这些旧事。
因为这杂志是由他出资办的，所以厚厚的一本书，定价只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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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过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庙。
那一座黯黑的亭子，矗立在一片喧嚣里面，远远的看过去神龛里被香火熏得黯黑，如果这里面真是供
着孔夫子的话，那厄运似乎真也不下于在陈国、蔡国的时候罢？
天色已经薄暮，远远望过去，在板桥的后面，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饭馆，题着“六朝小吃馆”。
好雅致的名字。
小吃馆的前面就是那条旧板桥，有一部记载明末秦淮妓女生活的书，就题作《板桥杂记》。
我和W立在这渐就倾颓的旧板桥上对着落日寒波，惆怅了许久。
桥右面有一棵只剩下几枝枯条的柳树在寒风里飘拂，旧日的河房，曾经作过妓楼的，也全凋落得不成
样子了，那浸在水里的木桩，已经腐朽得将就折断。
有名的画舫，寂寞的泊在河里，过去的悠长的岁月，已经剥蚀掉船身的美丽的彩色，只还剩下了宽阔
的舱面和那特异的篷架，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人们泛舟时可以作的许多事情，吃酒、打牌⋯⋯这种零
落的画舫似乎可以使人记起明末的许多事情，如《桃花扇》中所记，其实它们至多也不过是太平军后
的遗物。
当南京刚刚规复以后，当时的统帅，“理学名臣”的曾国藩为繁荣这劫后城市所颁布的第一条办法，
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舫，想从女人的身上，取回已经逝去了的繁华。
知道这故事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
一路走着，我们沉醉于南京的市招的名色的多样性而有趣，纸店，装池店，甚至嫁妆店都在匆匆一望
中使人流连。
虽然市面是那么萧条，在暮色苍茫中走过市街，想想这已经沦陷了五年的城市，在满目尘沙中，很自
然的想起了“黄昏胡骑尘满城”的诗句。
晚上在那间充满了冷气的大屋子里，坐下写一封信，告诉上海的朋友在我们的长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
中所得的印象。
想起了昨夜的别宴，她们都上了装，还赶了来，那是一个凄凉的聚会，浅浅的红唇，失去了风姿的笑
靥，那一种沉重的感情，真使人觉得难于负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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