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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坛随拾》

内容概要

《现代文坛随拾》是倪墨炎先生的书话精选集。倪先生把自己钟爱的书话作品比作“精神零食”，这
些短小的篇章，既提供了史料，又提出了见解，可以补充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所无法顾及之处，即使
对于那些专业人士，也不至于完全无用。而对于一般的读者，这样的“精神零食”也许可以成为他们
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堂奥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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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旧文之乐——读《现代文坛随拾》　　　对倪墨炎的了解，在之前也仅仅限于那本流传颇广、北
京出版社出版的《倪墨炎书话》。读得自是不止一遍，那也是多年前的事了。近日准备翻出来再重读
一回，这是看过倪先生新出版的《现代文坛随拾》后想起的。　　　《现代文坛随拾》所收，大多是
旧文重编，兼及少许新作。读旧作，见旧人，少不得要读到太多旧事、旧时故事。就像有人说的，读
书像交朋友，时常碰面的就亲切，不常见面的就疏远。我读倪墨炎，大概也是这样的过程。　　　前
几年，痴迷书话，桌上摆着的都是周氏兄弟、姜德明、孙犁等人的作品，无意中邂逅了倪墨炎。读书
经年，发现有时无意中遇到的，反而投脾气。比如倪墨炎和他的《现代文坛随拾》。　　　倪墨炎的
书话，大抵遵循的是唐弢“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
息”的论述，尽管作者称这些文章为精神食粮中的“零食”，大抵是因为书话文章大多写得随意，篇
幅精炼，读者读得也不那么沉重。但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感觉这样的“零食”营养，丝毫不比“正
食”少，反而嚼起来更有味道。倪墨炎自己也这么认为：它（指零食）有时可以补充正食的不足，有
时也可发展而成正食，有些书话、札记、随笔，可以补充文学史所无法顾及之处。作者所言不差。　
　　收入书中的书话札记，无论是八十年初的篇幅，还是近年之作，多是史料扎实、言之有物，也常
能发他人未发之新论，过后常常还被证明是对的，一点事实、掌故、观点，倪墨炎都是上穷碧落入纸
堆、动身动脚找东西所得，时过三十年读起来，依旧意味十足。　　　倪墨炎的书话，为中国现代文
学史料做出的贡献，自是无人能否认的。但我在看《现代文坛随拾》时，常常顾此失彼，捡了芝麻丢
了西瓜。在史料之余，我常常执着、纠缠于作者提到的罕见版本或者心仪之书。作者提到的书，如若
在自家的书架上也能找到，恰好版本也一样，那就更是怡然自乐，迫不及待地翻出来重温一二。比如
那一本《周建人文选》，我也是前不久才无意中从旧书摊所得，还没来得细看。而在写《周建人的文
学活动》一文时，文选还没出版呢，是故，倪墨炎在文末呼吁“我希望有人收集他的文章结集出版”
。果然两年后的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就率先出版了文选。这次旧文收入《现代文坛随拾》时，还
专门配了一张《周建人文选》的书影为插图。　　　这样的阅读乐趣，在读《现代文坛随拾》时，常
有所获，倒是冲淡了最后几篇争论文章的火气。　　　　　　（《现代文坛随拾》，倪墨炎著，上海
书店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定价：40.00元）　　　                                        2014-1-6，七十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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