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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我人生的支撑

———《书虫日记三集》序

彭国梁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忽然接到钟叔河先生的电

话。他说最近几天一直都在看我的日记。先是把

春节后送他的《书虫日记二集》看完了，感觉有趣，

又把我曾经送他的《书虫日记》找了出来，又通读了

一遍。有些地方还做了记号。比如有个地方写到

了他的好友萧湘先生，他就在扉页上标出在多少

页，以便下次萧湘先生来了好告诉他。钟先生说，

他看了我的日记，觉得有几点是值得一提的。其一

是文笔好，看起来有趣，有些地方可以会心一笑。

其二，写的大都是书人书事，淘书读书编书写书等

等。我写的很多人和事，他也熟悉，这就有了亲切

感。再就是仿佛跟着我一起去逛了一个一个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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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或者是与一个一个的书友喝茶聊天。其三，我

写了那么多的人，却很少牵涉是非，也不妄加褒贬。

其四，我的应酬那样多，居然还做了那么多的

事……我的两本日记，能得到钟先生这样的肯定，

无疑是很高兴的。这又让我想起去年的十月份，上

海辞书出版社为其“开卷书坊”举行首发式暨座谈

会，社长彭卫国先生说他曾在去内蒙古的飞机上，

便把我的《书虫日记二集》看了一大半。他说他平

时太忙，没有时间淘书，而看我的日记就等于他也

在淘书一样。可以过过干瘾。也就是那次，他还

说，《书虫日记三集》还放在他们社出，他要当责任

编辑，要先睹为快。这简直让我有了意外的欣喜。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我就开始整理《书虫日记

三集》。我的日记是用笔写在日记本上的。所谓整

理，其实就是把写在本子上的日记录入到电脑上罢

了。这个工作我没有找人来帮忙。二零零八年至

二零零九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打着。

感觉我又把这两年的日子重新过了一遍。本以为

这日子一过去，也就平淡了。谁知这么一整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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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让我的心久久地难以平静。二零零八到二零零

九，对我而言，真是“天翻地覆，死别生离”啊。这八

个字当我写出来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可又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先说天吧，二零零八年的冰

灾，长沙是重灾区，二十多天的时间，整个长沙城都

被冰雪压得喘不过气来；再说地，二零零八年五月

的汶川大地震，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也感到了那种前

所未有的伤悲与疼痛。电视台举行赈灾晚会，出版

社出版悼念与追思的书籍，我都是义不容辞地加入

其中；接着说死别，二零零八年的那场雪还没有融

化干净，我母亲唯一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去世，

二零零九年底，我的母亲又离开了人间；最后说生

离，二零零八年我与真心相爱的妻子分手，表面上

看，两人友好地“把对方扶上马，还送一程”，背地

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以泪洗面，无语凝噎

啊……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悲观和沉沦。我依然乐观

地生活着。我回望这两年的日子，不管出现了什么

变故，我照旧与书为伍，拥书入眠。书，是我人生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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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冰天雪地时，我闭门读闲书；地动山摇后，我

协助出版社出版安抚心灵的书；爱人感叹“近楼书

趣远”，而我深感“寂寞恨更长”的一段日子，我含泪

写了一本书———《中秋》；母亲昏迷不醒的二十余天

时间里，儿子彭一笑日夜陪伴在娭毑的身旁，我一

次给彭一笑买了五本与电影相关的书。我对彭一

笑说，你一定要养成读纸质书的习惯。只有读纸质

书，才是真读书。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彭一笑便

开始和我一样，渐渐地变成了一条书虫。现在，我

经常地和彭一笑坐在茶馆里喝茶聊书。服务小姐

在续水时一次次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实在忍不住

了便问：你们是不是父子啊？彭一笑答：如假包

换！我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书友！

又想起那天在钟叔河先生的家中，说到“脉

望”。《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

曰脉望。”我是一条书虫，但名字不叫“脉望”。我不

想成仙，因为我六根不净。所以，在我的日记中，到

处都是凡尘琐事，到处都是人情冷暖。同时，也偶

尔可见红粉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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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一月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星期二　晴

元旦。收祝贺短信数条。陪彭一笑至“又一

庄”共进午餐。忽然想起昨晚张晨见彭一笑时，在

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优秀帅哥！”彭一笑立马回：

“完美女人！”饭后彭一笑去星沙。我则去青少年宫

旁小吴家楼下拿她先生帮我代领的奖证和奖金。

去年，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搞了个

“我与经开区”建区十五周年有奖征文活动，请了省

市一些作家前往捧场。回来后，写了篇《偏爱星沙》

的文章交差，谁知评了个一等奖。真是意外的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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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少年宫步行至芙蓉路的“颐而康”做按摩

一小时。归家。然后又与张晨一道至岳父母家共

进晚餐。翻看岳母为我准备的一星期来的《潇湘晨

报》。再归家。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日　星期三　晴

校读卓雅母亲的书《一棵岩缝里的草》。老人

家今年八十岁，她自撰了一本回忆录。卓雅说，他

们姊妹几个商量，要把它做成一本精美的书，到时

作为献给她老人家的生日礼物。老人家的文笔不

错，娓娓道来如同家常。本来就是家常。老人家出

生的那一天，便是“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那个张辉瓒

的母亲出殡的日子。她母亲出去看热闹，肚子忽然

作痛，只得匆匆往回赶。一到家便生下了她。我还

只看了前面的一点点，感觉很有意思。

下午至定王台。在新世纪门店发现山东画报

出版社出版的《竹谱详录》，元代李衎著，吴庆峰、张

金霞整理。想起熊剑在“青竹湖”旁筑一别墅，要弘

扬竹文化，便和他打了个电话。他一听，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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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便买了两本。又在一旧书店发现有夏洛

蒂·勃朗特的《简爱》，网格本，一九八零年版。系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据

说这套网格本的丛书在网上卖得很火，有不少人在

收藏。好像是《雨果诗选》还是别的，已卖到了五百

元钱一本。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种网格本我

也在有意无意地收着，因为是名译名篇且印制装帧

校对等均属一流。近楼已藏百多本了吧，估计有十

几本是重复的。

熊剑夫妇在坡子街。说要去“老北京”吃涮羊

肉。我便携书前往。用一本《竹谱详录》换来一顿

涮羊肉，皆大欢喜。

归家后继续校读卓雅母亲的书。

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　星期四　晴

上午校读卓雅母亲的书四十余页。下午至砂

子塘李肇夷老中医家采访。

与李肇夷先生随意闲聊。聊中医，聊医德人

品，然后又到他的书房观书。近六点，他的夫人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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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归。片刻后，一同至砂子塘一酒家。李医生作

东，还叫来了他的好友吴子明教授作陪。饭后至窑

岭元丰书店观书，再至“三妙轩”怀远处闲聊。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　星期五　晴

写《德艺双馨李医生》一文。

看张昌华《曾经风雅》之“爱说闲话的吴祖光”

和“画家的凌叔华”两文。两文所用资料我都很熟

悉，故无新鲜感。

２００８年１月５日　星期六　晴

校读卓雅母亲书。张昌华写无名氏，有一件趣

事值得一记。无名氏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小学读

四年级时，某纪念周会上，校长郑先生问班上同学

谁知道周瑜的父亲是谁，诸葛亮的父亲又是谁。班

上的同学谁也答不出，唯有卜宝南（无名氏）朗声答

曰：“周瑜的父亲叫周既，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何。”

郑先生问他有何根据，卜宝南道“《三国演义》上不

是有周瑜叹气说‘既生瑜，何生亮’吗？”此乃典型的



００５　　　　

脑筋急转弯。

在湖南图书城购书两本。不打折，四十九元。

一为中华书局版插图本宋代周密著的《武林旧事》，

其中与岁时相关者占了不少篇幅。节庆或风俗民

情类的书系近楼藏书中的一个小类，估计有两百余

种吧。因与杨里昂老师合编过“中国传统节日系

列”八种，故对此类图书特别留意。另一书为陈明

远著《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此前

我已买过他的《文化人与钱》一书。算算文化人的

经济账，也是很有意思的。他算出鲁迅先生“而立

之年”以后的二十四年间，大约每年的收入相当于

现在的人民币十七八万元。因此，鲁迅的生活一直

是颇为殷实的。

２００８年１月６日　星期日　晴

校读卓雅母亲书。下午至定王台买书一百二

十余元。其中陕西人民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底出

版的由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的《历代竹枝词》，

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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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乃凡编《历代咏竹诗丛》，共收咏竹诗三

千八百余首。故又给熊剑打电话，他一听便要我赶

紧帮他买了，且还说要开车来接我去他家共进

晚餐。

还有一本书，河北张继合著《且听下回分

解———单田芳传》。张继合，这名字我有印象，因我

买过他的《粉墨语录》，感觉不错。此外，一九八六

年下半年到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我在长沙人民广播

电台文艺部负责“文学百花园”和“长书连播”两个

栏目。在“长书连播”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便

是播放单田芳的评书，如《隋唐演义》、《封神演义》

等，因此我对单田芳便有着特殊的感情。基于这二

者，这本书自然就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了。

熊剑来，接我至他省公安厅的家中共进晚餐。

饭后闲聊，看电视。然后他又送我归家。归家后翻

阅《单田芳传》约一小时。

２００８年１月７日　星期一　晴

校读卓雅母亲书。和卓雅通电话，交换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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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意见。写《近楼藏书》一文，应《文学报》朱金

晨先生之约。看张昌华《曾经风雅》中顾维钧、梅贻

琦等名流篇章。

上网查询“彭国梁”辞条。发现有何立伟写《胡

子的书》一文载《当代人》杂志二零零七年第十一

期。杨小洲评《繁华的背影》一书的文章载《长沙晚

报》元月三日读书版。此外还有我为美庐所写的

《美庐美术馆，美的迷宫》一文载湖南日报的《新闻

月刊》。

２００８年１月８日　星期二　晴

李肇夷先生在省消防总队医院坐堂，我将上次

从他家拿回的有关资料退还给他。并问他要照片

两张，《老年人》杂志要用。他请我在伍家岭一饭店

共进午餐。归家后便开始清理图书，太乱了。饭桌

上，茶几上，凳子上，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这些书

大多是近几个月买回来的。书架上都已满了，要把

这些新书安顿好，那就得把书架上的某些书淘汰

掉。必须像某些企业一样，要实行末位淘汰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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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残酷，但又无奈。

从下午两点，折腾到晚上十二点，还只折腾了

一半，估计明天还要搞个大半天。在清理时，发现

有的书买重了，有的书曾经作资料用过了，现在就

变得可有可无了。明天再处理一些。江西景德镇

一位叫王洪彪的先生去年六月给我来信，想邮购

《跟鲁迅评图品画》一书，我当时一拖拉，就拖拉到

九霄云外了。直到今天清理桌上的信件，才发现。

张晨说，你要为自己的糊涂致歉，赶快赠送两本《跟

鲁迅评图品画》给那位王先生。

到晚上十二点才翻看手机，发现有湖南教育出

版社刘芳发的短信，她说《名作家的画》入选二零零

八年全民阅读活动推荐图书，要我写两百字以内的

内容简介和一百字的推荐理由，明天上午给她。主

题是“带一本好书回家，过文明祥和的佳节”。

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　星期三　晴

继续清书。发现二零零七年的《万象》缺一期，

二零零六年的《万象》少了四期。还有《随笔》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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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多期。真是怪事，我平时是从不拿杂志外出

的，难道它们长了腿？

又找出两本创刊号来，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创刊

的《小说选刊》，封面题字：茅盾。发刊词：茅盾。

在发刊词中有云：“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名标

金榜，尽是后起之秀。”另一本是创刊于一九八三年

七月的《青春丛刊》，题辞者张光年、冯牧、陈荒煤、

李清泉、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张弦等。《小说选

刊》系人民文学杂志主办，《青春丛刊》系《青春》编

辑部主办。两杂志均无主编、副主编等署名。

又，刘芳说，二零零八年全民图书阅读活动是

全国性的，全国共推出一百本书。中国新闻出版署

规定每个出版社推荐一本。具体文件刘芳说下次

她再发给我。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　星期四　阴

早几天气温很高，今天下降了许多。上午清理

三楼茶几、沙发上的书。下午大扫除。二零零七年

第一期的《万象》找出来了。萧金鉴、李肇夷、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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