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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叫
“提要目录的撰写”。目录提要
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每一
位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
人，都必须从目录版本入手，这
已经被古今学术史所证明，是
一条必经之路。郑振铎先生在
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他
自幼就喜欢所谓流略之学。他
在给《中国小说史略史料》这本
书做序的时候说：“版本目录的
研究虽不是学问本身，却是弄
学问的门径。”他的意思是，所
有搞学问的人必须由此升堂入
室。由此可以看出，郑振铎先生
学问的根底，就是基于传统的
目录版本之学。

他以目录学为基础开始藏
书事业。他对古代目录书、题跋
著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
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藏书家，而
且从来没有想为藏书而藏书。
他收藏古籍，首先是为了研究
的便利。他的收藏，有相当一部
分是大众读物和儿童读物，他
最用心的收藏是版画。他认为，
版画的内涵非常丰富，文字、绘
画的交融，能传达出意想不到
的言外之意。随着学术视野的
开阔，凡是有插图的书他都收
集，他还专门出版了自己收藏
的一些版画作品。这既为画家
和其他美术工作者提供参考，
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一些劝诫的
作用。

他所做的最后一篇书跋
是《南北宫词纪》，生动地记述
了他前后所收八部的艰辛。他
说：“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
书，岂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
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把这部
好不容易拼凑成为完整不缺
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
玩弄版本的事。”我想这是他
临终一个月前的心里话，听起
来有很多的苦闷。今天我们听
了郑振铎先生的这些话，仍然

感到振聋发聩。当今学风，浮
竞不已，高谈阔论而又不着边
际的所谓“研究”比比皆是，而
距历史的真相却渐行渐远。重
温郑振铎先生的书话，我们真
的要感谢他“辛勤艰苦的采
访”，更要感谢他“采得百花成
蜜后”所昭示的治学态度和方
法。

更重要的是，郑振铎的藏
书不仅仅是为一己之学，更是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收藏。他
说：“我希望人人都能像保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
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
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
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
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
爱乡教育的力证。”抗日战争爆
发后，上海许多保存重要民族
文献的图书馆、藏书楼惨遭日
军的轰炸。比如说，日寇轰炸上
海时，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
被毁。我们从《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张元济书札》等文献中对此可
以有深入的了解。在这场灾难
中，郑振铎在上海的寓所被日
军扫荡，损失惨重。他收藏的全
部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
丧失无遗。这类图书，当时流传
极为广泛，可惜今天多已失传，
各大图书馆所藏非常有限。在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的“五厄”

“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
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
过于日寇。而日寇的鲁莽灭裂
中华文化的暴行又何止这些。
郑振铎看到自己的民族文献被
焚毁在家园，被盗运到国外，真
是痛心疾首，发愤要“收异书于
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
鲁壁之际”。

在《劫中得书记》这本书
中，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
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次也不
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存民族文

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
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

“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
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
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
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
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

饱读了文献，经历了世乱，
郑振铎的藏书读书表现出强烈
的独特性。他认为，藏书、读书，
更要关注书本背后的东西。他
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提出了
一个基本观点，认为《金瓶梅》
不失为一部一流的小说。这是
因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一个
真实的中国社会。要在文学里
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
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
靠的研究资料。就我目前所看
到的材料来说，半个多世纪以
来的《金瓶梅》研究，从整体上
来说似乎到今天也没有能出其
右者。这个观点到今天还是有
它的现实意义的。

郑振铎先生认为，藏书的
目的是为了读书，这就涉及到
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
读书。读书的方法有千条万条，读
书的目的更是不尽相同。我从一
个读书人的角度大致梳理了一
下，比较著名的读书的方法至少
有四种：开卷有得式、探源求本
式、含而不露式、集腋成裘式。

第一是开卷有得式的读书
方法。读书没有禁区，多多益
善，什么样的书都可以读，这是
一个谁都知道的一个道理，还
有什么可讲的呢？这里，我想以
文学所的老前辈钱钟书先生为
例，谈谈我的认识。钱钟书的著
作，最有名的是《谈艺录》和《管
锥编》。《管锥编》所重点论及的
有十部书，《周易》《毛诗》《左
传》《史记》《老子》《列子》《焦氏
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
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这
些书都是常见书，一般的读书

人都接触过，甚至都通读过。问
题来了，为什么钱钟书能从这
十部常见书中读出那么多的问
题，而我们却一扫而过，提不出
多少自己的见解呢？我认为，没
有问题是我们的最大问题。这
也不能完全怨我们，可能与现
代教育体制有关。传统的学问，
文史哲不分家，而今，学科划分
越来越细，乃至井水不犯河水，
视野越来越窄，所以提不出问
题。我特别推崇这种开卷有益
式的读书方法，不要给自己设
门槛，不要画地为牢，有什么书
就读什么书。读书本来是一个
很有趣的事，但今天的读书有
点变味，很多情况下，变成一种
职业，成为一种功利，读书的快
乐逐渐丧失，这背离了读书的
本意。

第二是探源求本式的读书
方法。这种读书，就比较难了，
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北京
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就很
强调这种读书方法。这种读书
方法还是要从目录学入手，强
调年代、避讳、校勘等相关学科
的重要性，强化史源学的训练。
陈垣先生最服膺三位学者，一
是顾炎武，二是钱大昕，三是全
祖望。他认为这三位学者代表
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陈垣
先生佩服他们的学问，但是又
不盲从他们的结论。他要求学
生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并一
一核对所有的材料，然后再考
察所得的结论是否准确无误。
他总结了若干原则：一、读书不
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
读书不知人论事，不能妄相比
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
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
译，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
论朝代，则因果颠倒；六、引书
不注卷数，则引据嫌浮泛。这些
读书经验非常重要，看似平易，
真正做好，并不容易。他的主要

成果收录在《励耘书屋丛刻》
中。这是我们的典范。

第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读书
方法。现代的读书人常常谈到
陈寅恪先生，说他的学问很大。
可是你读他的书，所引证的材
料并不稀奇。他留下来的几部
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篇
幅不长，所得结论也不一定都
为世人所接受。但是，他的研究
方法，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
而充满感召力。所以如此，是因
为他把自己读书过程中的感悟
带进研究对象。陈寅恪先生一
直有一个志向，写一部中国历
史。因此，他的中国历史知识是
贯通的，他的视野又是世界的，
他能够从很具体的材料中发现
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柳如是别
传》通过一个江南妓女的视角，
描写了明清之际的天翻地覆和
在这个天崩地裂时代知识分子
的艰难选择。

第四是集腋成裘式的读书
方法。严耕望先生是这种读书
方法的代表。他的代表著作《唐
代交通图考》，把所有能收集到
的材料几乎都用上了。其他著
作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考》

《两汉太守刺史考》等，资料的
收集极其完备，排比梳理极其
细致。资料本身就是研究成果。

不管是哪一种读书方法，
重要的是你得认真去读，认真
去想。当今时代，读书已不是很
难的事，难的是书太多，不知如
何选择，不知如何细读。现在，
我们做学问、写论文，查询资料
非常便利，逐渐失去认真阅读
纸质书籍的耐心，读书的美感、
读书的快乐也逐渐远去。我不
敢确定，这是不是问题。

（报告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
组成员、《文学遗产》杂志主编）

编者按
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沧州市图书

馆学会、沧州市图书馆、藏书报承办的2022年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会议在线
上举办。会议主题为“公私藏书提要目录建设利用与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

会议推出三场线上主旨报告、两场主题论坛和一场线上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沙
龙活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以《藏书 读书 著书》为题,作主旨报
告,受到广大书友关注。现选登报告，以飨读者。

沧州市图书馆馆长宋兆凯主持线上主旨报告、主题论坛和学术沙龙活动。 本报通讯员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以《藏书 读书 著书》为题作主
旨报告。 本报通讯员 摄

2022年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会议主旨报告摘录

藏书 读书 著书
报告人：刘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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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