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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

前言

　　2006年年初，拙作《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正在定稿之际，上海远东出 版社的编辑黄政一先生打
电话来——这电话，也便决定了这本《现代作家手 迹经眼录》被获准“出生”的命运。 说得更准确
些，决定此书命运的，是政一兄的一个“灵感”。他告诉笔 者：当他看到《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中
《作家书简》那篇文章，以及所附 的4幅现代作家手迹时，居然会怦然心动!情绪也随之激动，自言自
语，突口 而出：“此书可以一做，肯定能写出新意，有可读性；而且对现今专门收藏 名人手迹者，
也可作为工具书来核实查对，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电话另一头的笔者，心头同样怦然一动：灵感
的默契，居然几乎是在同 一个时段产生。笔者高声对着电话说：“我们产生共鸣啦!” 接着，便在兴
奋之中进行多次探讨与策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了 书的框架，于是动手查找与中国现代作家有
关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并开始了 充满情趣而又艰辛的撰写历程⋯⋯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并非
凭空臆想而成的东西，它的产生是有其 “血脉”和“母本”的。这“母本”，就是民国三十八
年(1949年）二月由万 象书屋初版的《作家书简》，当时的印数是5 000册，但此书现在已经绝版 ，在
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它的踪影。这本旧书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虞山的平 衡，也就是曾经办有中央书局
和万象书屋的作家兼书商平襟亚。这位今人已 经很陌生的老兄，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却是大出其风头
的，是个名噪一时的 人物。虽然他不是发明“一折八扣”廉价书的首创者，但他却是个“一折八 扣
”廉价书的改进者，他用仿宋字排印，还刊印了不少明清著作，其中颇多 是流传极少的明代珍本，这
在当时的“一折八扣”廉价书中非常突出，有过 一定声誉。所谓“一折八扣”，也就是定价一元的书
，一折成一角，再加八 扣，一本一元的书只卖八分钱。平襟亚的改进之举一出，居然受到欢迎，他 
也从中大赚了一票。接着，跟者如云，接踵而至，就此把出版界搅得昏天黑 地，把正规书局搅得叫苦
不迭⋯⋯直到后来，由“一折八扣”而为六折、五 折，于是便粗制滥造，错字百出，这才引起读者的
不满，结果因无人问津而 成一堆废纸。就是这样一个头脑活络的出版商，在国民政府即将崩溃的前夜
，在自己开的万象书屋里，编出了这本颇有份量的真迹影印本《作家书简》 。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
录》的亮点有三：其一，货真价实的原信制版影印 ；其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顶级”的作家几乎囊
括其中；其三，信函蕴含 着的史料内容丰厚、价值宝贵。至于，平襟亚是如何想到要编此书，又是如
何编成的，这在《作家书简》他所写的《卷头语》中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此 文已附书后“附录”中，
读者可以顺便翻阅，在此免去赘言。 当然，《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也有编辑体例上的明显缺点。比
如删去 了受信者的人名、谈到的书名或刊物名或文章题目名，同时还不加注释，是 把一头雾水不问
青红皂白地扔给了读者。此书有的信前有上款或抬头，有的 则没有，或被无情删去，甚至还莫名其妙
地用“&times;&times;&times;”表示，简直是有点 不负责任。从这些存在的缺点看，平襟亚先生在编此
书时，可能是仓促而为 ，作为一个精明的书商，销书可能是内行，但好像编书之道不谙不熟，或者 
说是有意无意间来个“黑色幽默”，给后人后世留下不少哑谜，提供的是不 同猜度与推测的方向，简
直近乎于在开“历史玩笑”。当然，话还得说回来 ，作为同时代的编者，也有其难处，由于缺乏一定
的时空感，要编者把作家 信函中的所有事情都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平
襟亚能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大厦即倾之时，编出这样一本“作家手迹”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完
全可以把它视之为壮举。而更为珍贵的是，这本书 为后人后世留下了这批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叱
咤风云、发光发热者的手 迹，并以手迹之形态，进一步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就是平襟
亚老兄的功绩，今人永远也不应该有所抹杀! 《作家书简》问世于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那一年，距今已
近一个甲子。在 这一时段中，社会生活虽有平静安稳，但也不乏惊心动魄和曲折坎坷，建国 前的书
、建国前的人，命运相仿：人随书亡，书随人毁，能残留至今的旧人 旧书，已经不多，真乃福大命大
缘分大也。《作家书简》便属此列，而它有 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辑录当代中国作家书信成书的，除了
鲁迅先生有过个人 手迹书简集《鲁迅书简》(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外，还出过一本 由孔
另境编，但没附几幅手迹的《现代作家书简》(1936年5月生活书店初版 ），如此一比较，平襟亚后于
前者编的这本虽不十全十美的《作家书简》， 完全可以归入罕见珍本之列了。 这样的珍本，能让它
重见天日，除了是这一历经沧桑的旧版本本身的渴 望外，如今的读者也非常祈望能再与之见面。而且
，现在的时机基本已经成 熟，也就是说，过了60年，对这些作家也基本上已经“盖棺论定”，曾经沉 
没于底层的现代作家，也一个个飘浮了上来，让人看清了半边脸或整个脸的 真面目。而对这些作家在
书简中提及的史实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纵横积累 。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作家的手迹作品，诸如短
函、信札、条幅、题签等 ，广为收藏者所青睐，并伴随着作家的知名度和书简所含的史料价值，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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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也与日俱增，在拍卖市场中居然还爆出出乎意料的震惊⋯⋯由于以上种种 因素，现在做它一本《现
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 章的事情。 那么，如何来做呢?当今的出版界好像
都在致力于摸索与尝试，虽方法 不少，但大体只有两种：一种是用现在的纸张、先进的设备，来印老
掉牙了 的内容，以卖名人的名气来翻印。说实话，那只是充当了一回文化“搬运工 ”的角色，虽肴
一定的保存文化遗产的功效，而且做起来也不累，但少却的 是今日研究者的传承积累。这种积累，也
便是今日对昨日的一种“论定”。 另一种做法是：既保留旧版本的原汁原味，但也撇掉浮在上面或沉
在下面的 杂质，对留下的部分加以分析、诠释甚至评判，具有较强的“今日论定”取 向。笔者之所
以非常推崇止庵先生做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其闪光点就在 于这种“今人论定”，那是一次很成功
的探索，值得推崇。虽然，这类探索 是多种形态的，但是百变不离其宗，知识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
对读者来说 ，都有着明显的吸引力与可读性。 笔者做这本《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与止庵先生的
校订还有些不同， 除有一定的校订成分，订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但更多的是从手迹这一物化 形态
出发，去深入探究它的文化内涵与史料内涵，目的是想让现代作家与其 手迹与笔者的“经眼”相吻合
起来，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旧与新糅合的综合效 应。虽然，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成熟，但起码给读者提
供了一个“今人论定 ”的雏形，而不仅仅纯粹端上来一盘加上点“花头”的冷饭。 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笔者与责任编辑一起拟定了每篇文章、每个作家的 “四元素”，即：作家手迹、手迹释义、手迹
识小和作家小传，突出的是“ 手迹”。 “作家手迹”是主体，如没有它，也便成不了书。原图影印
，真迹不失 一丝一毫，如在收藏名人“纸头”时，能用于比照核对，可以说是绝对可靠 。同时，形
态各异的手迹也可归之于书法一类，具有较强的鉴赏价值。 “手迹释义”是进一步挖掘的路径，如读
不通或弄不懂“路径”，那就 容易误入歧途，误己误人。虽然“释义”并非易事，但在笔者认真的解
读与 书家的帮助与指导下，基本上把“路径”搞清楚了。当然，也不能否认，在 “路径”边上可能
还会有几块“碑石”仍弄不清它们的来历，那只好用口代 之，作为以后的“填空”。但从总体上看，
把“路径”分辨得已经比较清楚 了。 “手迹识小”是此书的重头戏，像戏剧中主角亮相，配角登场
，文唱武 打，热闹异常。笔者在此所花的气力也最大，有时为了找到与信函中内容相 符的史料，翻
遍寒舍的书架书柜，冒暑往返于上海图书馆，有时能找出只言 片语，有时则无功而返。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只能忍痛割爱，有的只能敲上 几声“边鼓”，围着主角跑龙套，虽不能单刀直入，似也能从旁
窥得当年氛 围之大概。 “作家小传”尽量配上肖像照片，并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形象为主。 实在
难找，则选用建国后的肖像；如无法找到的，只能空缺。配作家照片， 也是一种结尾式的“亮相”，
很像戏剧中的落幕锣鼓，“哐”的一声，到此 结束。幕落人散，形象犹存，余音未绝，留给观者无穷
之遐想。 如今，此书已成，这场戏也总算唱完。回想起一年前，在拙作《民国书 影过眼录续集》尚
未出版之时，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当家人就与笔者签订了此 书的约稿合同，可见是看中了这本充满着情
趣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书籍。现 在想想，除了要感谢政一兄的“灵感”，更要向“远东”的当家人表
示内心 由衷的感激。 本书涉及到的史料面广，内涵也极为丰富，这对笔者的要求不低。笔者 深感才
疏学浅，还在学步，能完成此书，已经可说是“勉为其难”也。但笔 者一点也不敢敷衍了事，而是一
刻不停地在认真做这本书，因此唯一的愿望 也便产生了：望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点辛勤的影子
以及所付的心力， 并能坦诚相见、不吝赐教！ 张泽贤 2006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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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的亮点有三：其一，货真价实的原信制版影印；其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顶级”的作家几乎囊括其中；其三，信函蕴含着的史料内容丰厚、价值宝贵。至于，平襟亚是如何想
到要编此书，又是如何编成的，这在《作家书简》他所写的《卷头语》中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此文已
附书后“附录”中，读者可以顺便翻阅，在此免去赘言。
　　笔者做这本《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与止庵先生的校订还有些不同，除有一定的校订成分，订
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但更多的是从手迹这一物化形态出发，去深入探究它的文化内涵与史料内涵，
目的是想让现代作家与其手迹与笔者的“经眼”相吻合起来，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旧与新糅合的综合效
应。虽然，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成熟，但起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今人论定”的雏形，而不仅仅纯粹
端上来一盘加上点“花头”的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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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泽贤，资深编辑、记者，民国版本收藏家，著述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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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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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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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没得说，只是纸张和图片的质量太差，有些不足和遗憾。
2、图片的质量太差，真可惜
3、坊间近日新出一书，名为《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张泽贤著，远东出版社2007年2月版)。书名有
省略，应为《现代作家(书简)手迹(影印件)经眼录》。这不算什么大错，问题是，这些“手迹”一遭
“经眼”过录，居然错误百出，令人不堪卒读。随便举个例子，钱钟书写给朱雯的一封信，仅有七十
九个字，作者就认错了十五个，懵对了一个。  先看书中的“手迹释义”(准确的说法，应为“点校排
印”):“前日得饱郇厨，并承嫂夫人洗手作羹，余白尚在口也，□□□(灵运图)论诗比之蜀人之扈浙人
之扈，嫂夫人文字既妙，烹饪亦鱼清腴之美，真奇术也，专此布谢，余容还日，即□雯兄俪祉题祉。
弟钱钟书，内人同叩。”  钱钟书此信并非稀见，陈梦雄《朱雯和钱先生交往记略》、罗厚《钱钟书
书札书钞》均录全篇，对照影印手迹，文从字顺，并无歧义和讹误。“余白尚在口”的“白”应为“
甘”；“□□□(灵运图)”应为“虞道园”；“蜀人之扈浙人之扈”的“扈”应为“庖”；“亦鱼清
腴之美”的“鱼”应为“兼”；“真奇也术”的“术”应为“才”；“余容还日”的“还日”应为“
面白”；“即□”应为“即颂”；“俪祉题祉”的“题祉”二字为原件所无；“弟钱钟书”后缺“顿
首”二字。错字、衍字、缺字，共十五个。还有，“得饱郇厨”的“饱”，原稿写的是繁体，食字旁
，书中的“手迹识小”里竟然说:“用了一个字典上查不到的字，左耳旁一个包字，...估计此字应为‘
饱\’字的误写。”这算是懵对了一个。可自己辨认不出，却诬人笔误，真是贻笑大方。  类似识读的
错误，书中随处可见，另外，字认对了，意思弄错了、史实弄错了的，也举不胜举。古人云“读书须
先识字”，现今却有人，字都不识，便敢著书，让人叹为观止。  ■安徽桑农 阅读更多 &rsaquo;
4、满纸墨香
5、挺喜欢的，不错的一本书。
6、非常好，我很满意，书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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