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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散叶续编》

内容概要

郑逸梅先生（1895～1992）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自1913年起，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
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
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
；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
。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

五一期间推出《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文苑花絮》《清末民初文坛轶事》
《近代名人丛话》待出）。前两本书以笔记文体琐记近现代文史掌故，文字短小精悍，叙述亲切生动
，兼具史料性和趣味性；《书报话旧》以通俗平实的文字琐谈清末民国出版界、报界旧闻逸事，勾勒
出了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文化史料，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素来为关注近现代文化史的学人称道，也
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的兴趣，可称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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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散叶续编》

作者简介

郑逸梅，江苏苏州人。 在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学习期间，已为上海《民权报》撰稿，后又为《小说丛报
》、《小说新报》等报刊撰稿。民国9年（1920年）起，先后担任《申报》、《新闻报》、《时报》等
副刊特约撰述。民国16年（1927年）担任上海影戏公司编剧。民国21年（1932年）一度担任上海《金
刚钻报》主笔；次年在中孚书店担任编辑并兼任新华影业公司宣传主任。后转至中央书店，标点晚明
秘籍，主编“国学珍本丛书”。民国29年（1940年）曾参加编辑《永安月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稿。他于1965年退休后，仍坚持为报纸提供副刊稿件，1989年9月
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从民国15年（1926年）撰写第一本书《梅瓣》起，已出版各种人物传记
、剧本、文史小品77种，千余万字。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逸梅小品》、《南社丛谈》、《文苑花絮》
、《艺林散叶》、《艺坛百影》、《书报话旧》、《郑梅逸话旧》、《郑逸梅选集》等。擅长写人物
传记、名人轶事、文史掌故，人称“补白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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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散叶续编》

精彩短评

1、予失偶，朱孔阳致予函，末语“敬请单安”。杨达邦悼亡，孔阳致杨函，谓“从此河东无狮吼，
可来舍谈谈”。
2、喜欢内容，也喜欢这种补白体的文风
3、善留，也善补，进退方能从容。
4、郑逸梅作品集
5、52.
6、一句句的小微博，文史考证者细查，估计会有小发现。
7、　　总以为谈政治、论经济，才要积攒下那一捆捆资料和数据，却没想到闲适也是“苦差事”。
　　实话说，要是有郑伯伯那一箱子前人书简，我都去做古董商了，哪还在这里爬文字的格子？还不
要说，郑有那么多的“关系”和“物资”了。于是，我突然对“闲适”有了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闲
适恐怕都不是“空闲”那么简单，它似乎和从政、从商、从教、从事一切职业和事业一样，都是一件
极需要认真的事情，那么闲人呢？当然也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了。有人一辈子都从事闲适，有人可能就
在下班时弄一下阳台上的那株吊兰，但后者未必就不是闲人。当他沉醉于花草之间，细致地减去几根
衰叶，发现一支新芽正欲萌发时，他的成就感恐怕犹胜于股票攀升几个百分点。
　　人人都不愿意自己被称为闲人，不是不知道以上的道理，只是希望知道以上道理是在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的基础上，而且最好是到了晚年——那时，就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了。现在看来，“成名”
和“闲适”一样，总需认真，而且要早，尽管那可能挺累。不知道江南人，是否都是这方面的完美主
义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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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散叶续编》

精彩书评

1、总以为谈政治、论经济，才要积攒下那一捆捆资料和数据，却没想到闲适也是“苦差事”。实话
说，要是有郑伯伯那一箱子前人书简，我都去做古董商了，哪还在这里爬文字的格子？还不要说，郑
有那么多的“关系”和“物资”了。于是，我突然对“闲适”有了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闲适恐怕都
不是“空闲”那么简单，它似乎和从政、从商、从教、从事一切职业和事业一样，都是一件极需要认
真的事情，那么闲人呢？当然也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了。有人一辈子都从事闲适，有人可能就在下班时
弄一下阳台上的那株吊兰，但后者未必就不是闲人。当他沉醉于花草之间，细致地减去几根衰叶，发
现一支新芽正欲萌发时，他的成就感恐怕犹胜于股票攀升几个百分点。人人都不愿意自己被称为闲人
，不是不知道以上的道理，只是希望知道以上道理是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基础上，而且最好是到
了晚年——那时，就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了。现在看来，“成名”和“闲适”一样，总需认真，而且
要早，尽管那可能挺累。不知道江南人，是否都是这方面的完美主义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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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散叶续编》

章节试读

1、《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149页

        陶渊明之渊字，唐代避高祖李渊讳，改为陶泉明。丁慰长谓“不仅如此，龙渊在今浙南，相传善
于铸剑之欧冶子，见到该地之水，利于铸剑，曾铸剑多柄。某次淬剑时，忽出现五色龙纹，因将铸剑
之地名为龙渊，制成之剑为龙渊剑。亦避李渊讳。改为龙泉，剑为龙泉剑”。

2、《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168页

        张汝钊，字蕉园。少年诗：窗挹千山翠 云添一榻寒

3、《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234页

        上海图书馆有赵大刀者，其人名嘉福，善切刀，数十册之古籍，运用大刀，迎刃而下，不爽毫厘
，馆中因以赵大刀称之。曾赴北京图书馆学装订，又得其技法。更从黄怀觉，学刻石碑，去年，徐光
启纪念会，所刻光启墨迹，均彼一手成之。且因刻碑而治印，从治印而雕印纽，构思巧妙，型式入古
。兼画山水，苍劲有奇致。旁及民族乐器，二胡三弦，应手作凄澈舒和之声，闻者为之动容，集众艺
于一身，向之学习者纷纷焉。赵大刀学艺

4、《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228页

        施朴华：读书是身心事，非口舌事，非笔墨事。

5、《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153页

        在旧社会，教书最为清苦。夏丏尊执教多年，自撰联云：”不如早死；莫作先生。“又一联云：
”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

6、《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166页

        刘铁云曾从张瑞珊学古琴，藏有春湖带雨琴，常弹奏之，后归王世襄

7、《艺林散叶续编》的笔记-第228页

        邹韬奋创办刊物，无不认真对待，谓：“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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