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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前言

推荐序文/朱晓剑在网络上“认识”理洵有七八年了，但直到去年在西安游走时才和他相识。说来，这
都是书缘。自《天涯读书周刊》创办以来，理洵一直是最大的支持者，每期几乎都有文章见赐。他写
的读《世说新语》系列，别开生面，在网络上风靡一时，更是受到读者的喜爱。再有就是，他写的书
事系列，十天半月就会有一篇出现，记的是书人书事，当做一个时代的局部阅读史，抑或一个人的读
书史，都无不可。这个时代，读书也有了浮躁气。有的追逐签名本，有的成了“啃老族”，有的则收
藏不同的版本，好像都是为了书在以后的升值。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看多了这样的场景，真让人生
气，难道这种伪读书人真的是这读书圈里的中坚？理洵好像跟这群人绝缘，即便是偶尔有所交流，但
在文字当中还是很少有所往还。在他的眼里，读书是何等高贵的事，岂能为这样的点滴小事湮埋。他
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字，交值得交的朋友，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景线。很显然，这个时代缺乏的
不是读书人，而是缺乏把书的精神读透的人。我所说的读透是能出入书的内外，并有自己的观察。亦
有书友看似博览群书，实则收获少少，理洵倒是脚踏实地，在书事当中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一
种风格，举凡周围读书圈层中人，也已很稀少了。大家都忙，读书读个三言两语，就发现新大陆的多
矣。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有道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访书、看书，都是很风雅的事，有种说
法干脆称之为“嗜书瘾君子”，那一种状态，理洵也是有的，他对书的情感，真是丰富。他的这些文
字，也不完全是讲猎书的故事，更多的是将人情世故、世间百态都融入了进来。从书里来，回归到书
里去。这一种书生活，看似简单，却孕育了无数的学问：1943年元旦丰子恺作《画中有诗》自序，其
中有话说，“盖诗言情，人情千古不变，故好诗千古常新。此即所谓不朽之作也。”而《红楼梦》第
五回中，写荣宁二府女眷赏梅，并举行家宴，席间宝玉困倦，想睡中觉，被秦可卿领到上房，见房中
有一幅《燃藜图》，旁边挂着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虽为宝玉厌恶，赶紧走
出，但我想来，于子恺先生的话，亦似乎有补正之意，抄于此，许是能增加些文字的雅意。（六六）
理洵在读书之余，记下如许的事来，看着有如流水账，岂知阅读史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由于今天的
阅读碎片化，阅读介质的多元，能十天半月地按时记录下这样的访书掌故，真也难得。我相信，多年
以后，也会成为书界的佳话。这本《猎书记》，大都读过。现在将它从头再读一次，真是感慨，原来
书人书事，还能记得这般有味道，有识见，有才情。娓娓道来，也别有一番情趣，还有什么能形容得
了读书人与书相遇一刹那的欣喜呢？自序十年前在城北居住，那时周边还荒凉得很，住了几年，忽然
遇到整个区域的大面积改造，周边就更为荒凉了，于是南迁，迁到大雁塔附近，算是在城南安了家。
偶尔要去旧宅子看看，零零星星知道，原来这一片区域是汉时长安城东南角的太学，就是现在说的大
学城。而且，学生们朔望相会，用于买卖书籍、笙磬乐器等物什以及交流学术思想的槐市，确乎亦在
附近。想着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一时青春学子苦学而又激扬
的气象，闪烁在数百行槐树的绿荫里。这十分清明的意境，忽然就来到了眼前，自然会让人心里有些
特别的感觉，是要充满无限遐思与向往了。在城北居住的一天正午，旧宅子里待得久了，头也发木，
书实在看不下去，忽然动了心思，想去汉长安城遗址溜达一回。遗址不止一处，去过的一回，还是管
理所的同学带领的，不过印象却不曾忘记。于是不停地倒车换车，沿着原路就上了一处高台。高台周
围是庄稼地，道路两侧是半人高的玉米，中午的太阳直射下来，玉米地上空的气息是一种湿甜湿甜的
味道，没有一丝风，我在草丛中的汉长安城遗址石碑下站着看了一会儿，周围安静得让人窒息，心里
隐隐地就有些不安了。高台上没有庄稼，却杂草丛生，有半人高，路已经变得很窄。站在高台顶上，
看着周围莽莽苍苍的青绿，以及远远的烟云笼罩之下的村落，心里一下子空了，一种苍茫中的孤寂的
感觉竟让自己黯然神伤。往下走的时候，脚前跑过一条青色的小蛇，吓得自己灵魂出窍，惊慌失措中
，她却毫无声息地神隐于草丛了。我买书与读书的心情与境况大致如此。工作之后，循规蹈矩地坐班
，八小时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能让自己高兴起来。那时单身，下班之后，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宿舍
楼休息。楼下只有一位轻微耳聋的老头子在值班室里看电视，或者去楼外临时搭建的屋棚下用煤球烧
火，准备各办公室第二天清晨的生活用水。时不时听见楼外的人用脚或手敲打铁质大门的声音，现在
想起来实在像是谍战片抑或武侠电视剧中的景象。在这样清寂而无聊的日子里，只有在长安城里到处
乱蹿，寻找大大小小的书店，买回自己称意的书，然后在午夜昏黄的灯光下阅读，许是才能打发这苦
闷的岁月了。书中自有憧憬着的生活，亦能满足自己探秘而猎奇的心里，如此而已。人间，反反复复
，在岁月的尘埃里，终究是这样的人间。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知道，原来，汉时长安城南，亦即太学
周围三百里的区域，东南至蓝田焦岱，南至秦岭北麓，西南至周至终南，向北则跨过渭河，包容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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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平、咸阳一带的秦汉离宫别馆，都为皇家园林上林苑的范围，它几乎囊括了而今西安城的中心城区以
及秦岭北麓区域，当时仅负责诸苑管理事务的官宦奴婢就三万余人。楼台亭阁，飞禽走兽，是怎样浩
大繁荣，走马田猎，又是怎样威武展拓，而今，如此滋润豪强的美景，在时空的隆替间，只好幻化为
梦境，湮没于市井的嘈杂声中，没落在汉字的隙缝之中。汉字，这些记录以往岁月的文字，是有着怎
样的魅力，让人甘之如饴，而不知疲倦地留守其间。我奔跑于长安城各处的书店，何尝不像在汉时的
上林苑中奔跑，买到的一本本书籍，何尝不是打猎归来的收获。而沉迷于文字之中，亦有如走马于丰
美的园林秘境，让人身心快意马蹄疾。这个集子中的文字，是自己在最近几年记录的与书相关的一些
话语。其间最多的是买书、读书景况的描述，零零碎碎地写，竟也有了十余万字的篇幅，可见聚沙成
塔之力。徘徊在长安城的书店里，如同看书一样地消遣着自己一去而不回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让我感
到快乐，忘却尘世的烦恼，如同进入甜美的梦境，常常不愿醒来。读书亦仅仅是读书，于我并无十分
独特的意义，许是正如知堂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总须还应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一饱的点心
，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生活才觉得有意思，除此而外，确
乎是没有其他的意思了。写序虽不为自家的强项，但在自家的田地里种花种草，花草长得如何，亦是
不须计较的事情，尽力做好而已，于是写下了以上的话，权作是书前的絮叨了。理洵于古长安
城20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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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内容概要

西洋的爱书人以打猎或钓鱼比喻买书的境界，称之“猎书”或“渔书”，有猎艳的意境；而国人则称
淘书、买书和读书的行为为“猎书”。
觅书和读书，无异于我们精神上的狩猎；淘书和读书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都会成为作者诉之
笔端的有趣文字，成为一段有欢笑，有哀伤，有轻松抑或沉重的思索，亦有自在抑或拘谨的心灵放飞
的猎书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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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作者简介

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以随笔见长，曾在
《西安晚报》《天涯读书周刊》等报刊开设专栏。自认偶有文章娱小我就很满足，倘能娱人，则是造
化了。出版有书话随笔集《与书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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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章节摘录

刘二刚的画不是那么太喜欢，也不是那么太讨厌，但他的文字总还是觉得有味道，他于艺术一途能说
出些渠渠道道，这是以前读他的文字就有的印象，到了2006年10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画文库，
其中就有他的一本《画里画外》时，真是急着想有一本了。上周在书院门的海霞天地闲逛，买了回来
。也许我并没有真正读懂他的画，因为它的个性是那么鲜明，那么不同于一般的作品，我只好从自己
身上找原因了。买完书接到朋友电话，就在一栋二十五层高的楼上露天喝酒，直到午夜过后，酩酊大
醉，回家在沙发上过夜，天亮醒来上班，庆幸自己没有在黑夜里跳下楼去。据说现在经济危机，有跳
楼想法的人较多，高层宾馆的门迎小姐见有客人来首先要问：先生您是要跳楼还是住宿？昨天去西安
书林转了一回，购书较多，买了陈存仁的三本书。他是上海名医，1949年去了香港，一直在海外生活
。他1908年生人，1990年去世，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觉得他的文字比较杂，也比较野，但很传统
，有关李渔食话、中医问题、慈禧太后是否被奸尸的考证，有些意思，学学他的琐碎的考证技巧，倒
也不错。他的书柜台上较多，据说也很叫卖。没文化的人现在不好意思喊叫了，像他一样有文化的几
位“老同志”就抓住机会要表现一阵，是自然的事。中国读者总是那么宽容，那么有风度。这一群读
者中就有我。左民安与王尽忠合著《细说汉字部首》，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也买回来，算是前
几年买回的左氏《细说汉字》的“配套产品”。一个人买书买得多了，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因，读
得多了，“配套产品”相对较多，而自己是不知不觉的，却总是埋怨书与人争地盘。青女士答应“五
一”再给我购置一个书柜，我提前对她的宽容表示感谢。还有一本吴晓东著《漫读经典》，是北京三
联2007年7月出版的“学苑话题”丛书中的一种，以前买过其中陈平原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吴
著文字学理性较强，很多篇目都曾在《读书》上发表，希望好好学习，能纠正些自己文字琐碎的不足
。金耀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任校长，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出版有较多的学术著作，散文集子《海德
堡语丝》去年6月由北京三联出版，是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访问期间的所思所闻所见，读之可开
阔自己的视野，关键是前边还有董桥所作的序。他先前出过一本《剑桥语丝》。作者在《海德堡语丝
》自序中说，“尽管书中所写的不限于海德堡，但每个字都是我在海城的尼加河畔和玛兹街两个寄旅
的客舍里写的，谓之《海德堡语丝》，不亦宜乎？这样便与《剑桥语丝》成为一对姊妹篇了。而海得
堡与剑桥这两个大学小城不原就是一对姊妹城吗？”董桥对金的文字评价是比较高的，他在序中引用
了一段袁中道论文章得失的话，“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
。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
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还有一本黄仁宇著《
中国大历史》，绍介说是他的代表作，其实他的《万历十五年》更为读者所知。他最大的贡献是为读
者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他简单地说，一般人用的是演绎法，他则用的是归纳法。我想问题
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把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和它放在一起比较，两者的特点是十分分明的。他
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习惯于传统的我们，觉得他的思维与方法是全新的，这里边一定还存在中西方
文化的对接问题，应该深究。文章要结尾，觉得无话可说，就不说“读日无多慎购书”的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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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编辑推荐

《文化阅读039:猎书记》编辑推荐：1．读书，增加了知识，淘书，丰富了乐趣。对一个读书人而言，
搜书的乐趣自难以对人言。2．从一个资深书痴的角度，带读者贪图买书、淘书、读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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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名人推荐

西安的理洵君，我不知道他长啥样。但从他的文字和意趣看，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书生本色，不痴
，亦不狂，浪漫情怀偶尔。我猜想，戴一副眼睛，褐色或黑色的镶边，清瘦、风神，低调，寡言，热
闹的场合大都见不到他的身影。就是去了，一定会在不显眼的角落。他的心专注于内在，只有到了趣
味相投的密友圈，你才会看到他那一丝难得的狡黠的浅笑，想听到他忘情的笑，一定是他一个人淘到
了一本好书或是写出了一篇妙文后的事，那是他对自己自信的嘉许。——醉雪堂理洵生活在西安，他
的影响在文字，他的精神在书藉，他的魅力在接触。他在西安的朋友圈很小，小得跟他的眼镜片后那
一对弯弯的眼睛一样，但非常传神、非常迷人。——马河声理洵的读书生活，闲逸恬静得像一幅秋天
的风景画。世间之人，都在苦苦追求幸福，对幸福的理解，却因人而异。在理洵的眼中，“与书为徒
”就是一种幸福。在书海中遨游，“能取一瓢饮，就很是幸福了”。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幸福是
静静咀嚼的牛”，我想，在时光流转中静静地咀嚼着书本和文字的理洵，是个幸福的人。——毛本栋
有言“文如其人”。说实在的，我是不大相信此语的，或者说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尤其当下，一些文
人文、人两张皮，甚至文、人悖谬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但以自己直觉和对文字的敏感，我还是很自信
从理洵的书话文字里品读出了其品性：内敛、低调、谦恭、善良、宽厚、温和、善解人意。——袁敏
杰我读理洵的书，都是抽闲一点的时间，所谓在夹缝中读，这种读法很好玩，而他的文章是得周二兄
弟之神韵的，揣摩他的师承，觉得很杂，好像这借点哪儿划拉点，两个字：好玩！这种玩法很清爽、
高妙。——靳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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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书记》

精彩短评

1、27 
2、书海鲸波鳞浪，或只能猎而已。
3、金城这套读了几本，一直以为是众家集子，原来也有单独作品，出版社报计划的时候是怎么设计
的，有点奇怪。与书有关的生活总是可以看一看的，不过确实也有点失于流水帐，趣味不足，涉猎不
宽，更像是读书人自己的笔记，分享的意义不大。无主题不足以长见闻，无动情不足以起拍案，只好
说尚可。三十来篇可能正好，多了就有些厌。零碎时间翻翻还不错，有聊天的感觉。
4、2015.6 翻过。里面提到的书都是好专业的书籍。光看书名就头大了。
5、散淡而自然。从中又找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
6、当初看到这个书名就被吸引了，封面也很素净（虽然实物拿到手，对封面的配图不满意），内容
如书名，文字很平淡，但是看着心容易静下来。。。现在买书都靠排行榜，推荐，偶尔遇到这样一本
冷门的书又恰巧喜欢，内心窃喜。。。
7、理洵的文字，可谓形成了风格。猎书中的趣味，跃然纸上。可与早年间的《笑我贩书》同观。
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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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朱晓剑在网络上“认识”理洵有七八年了，但直到去年在西安游走时才和他相识。说来，这都
是书缘。自《天涯读书周刊》创办以来，理洵一直是最大的支持者，每期几乎都有文章见赐。他写的
读《世说新语》系列，别开生面，在网络上风靡一时，更是受到读者的喜爱。再有就是，他写的书事
系列，十天半月就会有一篇出现，记的是书人书事，当做一个时代的局部阅读史，抑或一个人的读书
史，都无不可。这个时代，读书也有了浮躁气。有的追逐签名本，有的成了“啃老族”，有的则收藏
不同的版本，好像都是为了书在以后的升值。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看多了这样的场景，真让人生气
，难道这种伪读书人真的是这读书圈里的中坚？理洵好像跟这群人绝缘，即便是偶尔有所交流，但在
文字当中还是很少有所往还。在他的眼里，读书是何等高贵的事，岂能为这样的点滴小事湮埋。他读
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字，交值得交的朋友，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景线。很显然，这个时代缺乏的不
是读书人，而是缺乏把书的精神读透的人。我所说的读透是能出入书的内外，并有自己的观察。亦有
书友看似博览群书，实则收获少少，理洵倒是脚踏实地，在书事当中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一种
风格，举凡周围读书圈层中人，也已很稀少了。大家都忙，读书读个三言两语，就发现新大陆的多矣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有道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访书、看书，都是很风雅的事，有种说法
干脆称之为“嗜书瘾君子”，那一种状态，理洵也是有的，他对书的情感，真是丰富。他的这些文字
，也不完全是讲猎书的故事，更多的是将人情世故、世间百态都融入了进来。从书里来，回归到书里
去。这一种书生活，看似简单，却孕育了无数的学问：1943 年元旦丰子恺作《画中有诗》自序，其中
有话说，“盖诗言情，人情千古不变，故好诗千古常新。此即所谓不朽之作也。”而《红楼梦》第五
回中，写荣宁二府女眷赏梅，并举行家宴，席间宝玉困倦，想睡中觉，被秦可卿领到上房，见房中有
一幅《燃藜图》，旁边挂着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虽为宝玉厌恶，赶紧走出
，但我想来，于子恺先生的话，亦似乎有补正之意，抄于此，许是能增加些文字的雅意。（六六）理
洵在读书之余，记下如许的事来，看着有如流水账，岂知阅读史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由于今天的阅
读碎片化，阅读介质的多元，能十天半月地按时记录下这样的访书掌故，真也难得。我相信，多年以
后，也会成为书界的佳话。这本《猎书记》，大都读过。现在将它从头再读一次，真是感慨，原来书
人书事，还能记得这般有味道，有识见，有才情。娓娓道来，也别有一番情趣，还有什么能形容得了
读书人与书相遇一刹那的欣喜呢？
2、理洵的妙手□雨过天青闲读书书事。初读到《与书为徒》，不仅是一种私密而素馨的阅读快乐，
夸张说有些叫我为这时代感动，它的气息好似伫立在那儿的西安老城墙，一块砖、一方苔，都是足够
清简而意味悠长的风致。今读《猎书记》，感触亦深，前者重书这本重事，总之都是佳品。你尚深陷
文中他已戛然而止，逍遥而过。这是理洵的妙手。
3、多些变奏□半通斋主理洵君曾做过我的学生，出的书都送了我。这样笃学、博雅的学生，现在已
经很少有了。洵书之长，在于笔致从容，格调闲雅，文气不浮露，时有好见识；洵书之短，在于写法
过于循守一个路子，少些必要的变奏。读得多了，难免有些点儿单调之感。前人谓杜诗既有“常格”
（沉郁顿挫），亦有“变格”（轻快、俏丽、浏美等等），此其所以为老杜也。换句话说，在为文者
笔下，也有一个如何措理自己的“主旋律”与“多样化”的问题。
4、十年前在城北居住，那时周边还荒凉得很，住了几年，忽然遇到整个区域的大面积改造，周边就
更为荒凉了，于是南迁，迁到大雁塔附近，算是在城南安了家。偶尔要去旧宅子看看，零零星星知道
，原来这一片区域是汉时长安城东南角的太学，就是现在说的大学城。而且，学生们朔望相会，用于
买卖书籍、笙磬乐器等物什以及交流学术思想的槐市，确乎亦在附近。想着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槐
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一时青春学子苦学而又激扬的气象，闪烁在数百行槐树的绿荫里
。这十分清明的意境，忽然就来到了眼前，自然会让人心里有些特别的感觉，是要充满无限遐思与向
往了。在城北居住的一天正午，旧宅子里待得久了，头也发木，书实在看不下去，忽然动了心思，想
去汉长安城遗址溜达一回。遗址不止一处，去过的一回，还是管理所的同学带领的，不过印象却不曾
忘记。于是不停地倒车换车，沿着原路就上了一处高台。高台周围是庄稼地，道路两侧是半人高的玉
米，中午的太阳直射下来，玉米地上空的气息是一种湿甜湿甜的味道，没有一丝风，我在草丛中的汉
长安城遗址石碑下站着看了一会儿，周围安静得让人窒息，心里隐隐地就有些不安了。高台上没有庄
稼，却杂草丛生，有半人高，路已经变得很窄。站在高台顶上，看着周围莽莽苍苍的青绿，以及远远
的烟云笼罩之下的村落，心里一下子空了，一种苍茫中的孤寂的感觉竟让自己黯然神伤。往下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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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脚前跑过一条青色的小蛇，吓得自己灵魂出窍，惊慌失措中，她却毫无声息地神隐于草丛了。我
买书与读书的心情与境况大致如此。工作之后，循规蹈矩地坐班，八小时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能让自
己高兴起来。那时单身，下班之后，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宿舍楼休息。楼下只有一位轻微耳聋的老
头子在值班室里看电视，或者去楼外临时搭建的屋棚下用煤球烧火，准备各办公室第二天清晨的生活
用水。时不时听见楼外的人用脚或手敲打铁质大门的声音，现在想起来实在像是谍战片抑或武侠电视
剧中的景象。在这样清寂而无聊的日子里，只有在长安城里到处乱蹿，寻找大大小小的书店，买回自
己称意的书，然后在午夜昏黄的灯光下阅读，许是才能打发这苦闷的岁月了。书中自有憧憬着的生活
，亦能满足自己探秘而猎奇的心里，如此而已。人间，反反复复，在岁月的尘埃里，终究是这样的人
间。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知道，原来，汉时长安城南，亦即太学周围三百里的区域，东南至蓝田焦岱
，南至秦岭北麓，西南至周至终南，向北则跨过渭河，包容了兴平、咸阳一带的秦汉离宫别馆，都为
皇家园林上林苑的范围，它几乎囊括了而今西安城的中心城区以及秦岭北麓区域，当时仅负责诸苑管
理事务的官宦奴婢就三万余人。楼台亭阁，飞禽走兽，是怎样浩大繁荣，走马田猎，又是怎样威武展
拓，而今，如此滋润豪强的美景，在时空的隆替间，只好幻化为梦境，湮没于市井的嘈杂声中，没落
在汉字的隙缝之中。汉字，这些记录以往岁月的文字，是有着怎样的魅力，让人甘之如饴，而不知疲
倦地留守其间。我奔跑于长安城各处的书店，何尝不像在汉时的上林苑中奔跑，买到的一本本书籍，
何尝不是打猎归来的收获。而沉迷于文字之中，亦有如走马于丰美的园林秘境，让人身心快意马蹄疾
。这个集子中的文字，是自己在最近几年记录的与书相关的一些话语。其间最多的是买书、读书景况
的描述，零零碎碎地写，竟也有了十余万字的篇幅，可见聚沙成塔之力。徘徊在长安城的书店里，如
同看书一样地消遣着自己一去而不回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让我感到快乐，忘却尘世的烦恼，如同进入
甜美的梦境，常常不愿醒来。读书亦仅仅是读书，于我并无十分独特的意义，许是正如知堂所言，我
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总须还应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
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一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
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生活才觉得有意思，除此而外，确乎是没有其他的意思了。写序虽不为
自家的强项，但在自家的田地里种花种草，花草长得如何，亦是不须计较的事情，尽力做好而已，于
是写下了以上的话，权作是书前的絮叨了。理洵于古长安城2013.4.25
5、文/理洵最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致只是想记下自己偶然的买书的际遇与心境，篇首都有题目
，能看出一篇里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者大概说了些什么，而到后来，加上题目亦变得困难起来，因为
内容，无非是书人书事，汉字虽则丰美，终究使用时还是须费些心力，便偷懒着结绳为数，冠之篇首
以记其事了，倒也方便。那时写些文字，爽然落成，还是很快地要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栏中同
样地抄写一份过去。当时的“斑竹”（版主）亦萍女士，忽然有一天建议说，何不连贯一气，形成一
个独立的版块，这样自己发表时方便，读者阅读时也方便。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书事系列，它的体例
亦几乎固定下来，十天半月地就会写出一篇，亦几乎成为惯例。这样的节奏与写法，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蓝紫木槿女士编辑的《天涯读书周刊》，总是垂青这些文字，基本上每期都会选一篇上去充
数，这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使着劲坚持写了下来。这样一篇一篇地写，许是有五年的天气。承平日
久，有一段时间，自己看着亦觉得面目可憎，中途曾尝试着停下来，或者，改变一下书写的风格，但
试了试，真是缺乏这样的勇气。或者，因为体例的固定，实在不好有新的作为了，体制如此，始作俑
者亦觉得黔驴技穷，即是现状，只好一步一步地走将下去，抑或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由它去了。去
年年末，成都晓剑兄撺掇着，说这个系列集结可以印成一个册子，问有无意向出版，那当然是再好不
过，于是整理出来交给他，他就校阅一过，出版事项随即有了结果。金城出版社的同事于此过程亦是
费力不少，促成这书的面世，都是让人感佩的。自然，喜欢着我的文字的读者，亦是应该感谢的。
6、初识这本书，是在西安小寨的嘉汇汉唐书城，拿起来翻了翻，都是些介绍自己购书，读书的随笔
小文，里面很多地名如汉唐书城、万邦书城、碑林等都很熟悉，再加上当时也不知道买什么书好，就
觉的看看别人买什么书，看什么书好，回来就网购了。作者读的书大多涉及书法，绘画类，散文类，
历史类的也有一些，文章虽不华丽，但给人一种安静闲适之感，读来也没有厌恶之感，想读书但不知
道读什么书的朋友，可以借来看看，书中内容多有借鉴。尤其是在西安生活过的朋友，读之有倍增亲
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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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猎书记》的笔记-第1页

        这个时代，读书也有了浮躁气。有的追逐签名本，有的成了“啃老族”，有的则收藏不同的版本
，好像都是为了以后的升值。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看多了这样的场景，真让人生气，难道这种伪读
书人真是读书圈里的中坚？&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2、《猎书记》的笔记-第7页

        黄（苗子）著（《世说新篇》）有《世说&gt;笔法，多说了聂(绀弩)的才气；章（诒和）著有（《
往事并不如烟》）生活原汁，坐实了聂的人味&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3、《猎书记》的笔记-第8页

        聂绀弩的旧诗写得极好......如《林冲》诗中的联语：“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挽
雪峰》中的句子:"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泣血难。“&lt;/原文结束&gt;

章著中引用聂的朋友影人戴浩的话来总结，我是很赞同的，抄在下面：他能恪守良知，清醒的保持这
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
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
    容易吗？&lt;原文开始&gt;

4、《猎书记》的笔记-第1页

        八仙庵是有名的道观，庚子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了西安就是在这
里下榻的&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5、《猎书记》的笔记-第6页

        《人物志》是东汉末年刘邵的著作，章太炎说，“后汉子书朋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事理
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体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
雅，悉腐谈也。”（《国故论衡·论式篇》）评价是极高的。它是一本谈人的书，是我国最早系统的
研究人的才能和个性及政治作为的书，里边有好多内容很有意思，像是谈“相人”的技法问题......&lt;
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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