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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为缘
!

韦 泱

因为爱书! 我从小就羡慕在
书店或图书馆工作的人" 心想!

如果他们也如我一样爱书的话!

可以天天与书为伴!无疑是#老鼠
跌进大米缸$了%

社会分工各有不同! 虽然我
没有那样的机遇!却始终抱着&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念想% 但我
却有机遇认识不少在书店或图书
馆工作的书友!间接地获得不少
关于书的信息% 在上海图书馆工
作的黄显功先生!就是其中值得
称道的一位% 十多年前!上海图
书馆举办老诗人任钧先生作品研
讨会时!与他不期相遇'那天他是
会议主持人(% 时光漫漫!我逐步
了解到!他在图书馆做的是购书)

理书)找书)查书)勘书)编书)写
书**只要在&书$字前面加个动
词!就是他每日的工作内容% 其
间我有所需! 总得他的关照!让
我与书更亲近些!这亦是书的媒
介作用 ! 或说是因书而起的缘
分% 最近读他的+纸色斑斓,#中

华书局出版$! 更是一次集大成
的关于书的精神享受%

从中!我知晓!显功服务于上
海图书馆二十余年!汇编专集)举
办展览等大大小小的项目做了不

下百项!作为主事者)参与者!他
都要殚精竭虑!沉潜案几!写下一
篇篇序言)后记%序跋之文本无定
法!却是一种难度写作!不少作者
甚至名家学者!都视为畏途!可见
写作此类文字之不易%首先!作者
对所写的对象从宏观到微观!都
须十分熟稔)了如指掌%这序文就
是篇繁简精当的导读! 引领读者
或观者走入未知世界!开阔眼界!

汲取更多知识养分% 其次! 这序
跋!还得有作者的观点和思想!甚
至感情和温度% 总之! 在普及知
识)传播文化的基础上!要有独到
的分析! 通过对具体内容的条分
缕析! 道出主办者的主旨) 项目
'主要是展览和出版物( 的主题)

背景)特色)优劣)得失等等%不但
给读者更多的知识启蒙! 更有深
邃的思想启迪%比如!上海图书馆
的图书文献资料在国内是数一数
二的! 馆中之馆的文化名人手稿
馆更是蜚声文化界! 馆里经常举

办各种类型)专题的手稿展览!他
就汇编 +妙笔华章---上海图书
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一书!其
序言 +手稿的文本形式与特征,!

就是一篇精彩的专题论文! 且文
图并茂!文采斐然%

从中! 我也获得了新的知识
点! 或是增加不少解疑释惑的快
慰% 我曾经知悉! 由金融家叶景
葵!以及张元济)陈陶遗等创办的
合众图书馆! 是集私人捐赠的一
所规模不小的私立图书馆! 但建
国后这家图书馆如何变迁) 图书
流向何方. 再如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曾办有海光图书馆!请戏剧家)

藏书家宋春舫主持馆务! 每年向
境外采购诸多西文书刊!

6787

年
后这家图书馆的图书去向如何.

通过阅读书中+海纳百川 积淀文
化 服务社会 ,一文 !解开了心中
的疑团%前者于

679:

年全部捐献
给政府! 后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
献图书馆!

679$

年与上海报刊图
书馆等四馆并入上海图书馆% 后
者的书亦由银行捐赠国家! 并转
藏于徐家汇藏书楼! 作为上海图
书馆的分馆向社会开放% 该文把
上海图书馆的创建及发展的脉络
一一厘清! 让人清晰地了解上海

图书馆发展的曲折经历% 一座城
市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的文化中
心!能有今天的文化自信!与图书
馆所起的承继优秀传统) 积累文
化精粹是分不开的%

从中! 我亦欣赏了精彩纷呈
的视觉艺术盛宴% 上海图书馆的
馆藏有不少亮点! 其中之一即版
画与藏书票的收藏)展览与研究%

无论是图书馆在提倡藏书) 普及
版画藏书票知识的应有功能上!

还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使然! 抑或
是把两者作了有机结合! 作者矢
志不渝地为上海图书馆建立了一
种美术类文献学科! 在其主编的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作品选
集, 一书中! 他以 +方寸容千里
&书蝶$入万家,为题撰写前言!梳
理了西方藏书票传入中国的路
径/经鲁迅先生倡导!在八九十年
的发展中! 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
的创作群体! 并受到中国读者喜
爱%为了推动藏书票艺术的发展!

从而倡导爱书)读书)藏书的良好
风气! 上海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
藏书票创作)展览与研究)普及工
作!使被誉为&纸上蝴蝶$的藏书
票传递更多)更浓的书香!使这座
城市弥漫更为丰富的文化气息%

#上接第一版$

张崧年即张申府!与梁漱溟是顺天中
学堂的同学!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
于&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此信写
于

676;

年!距张申府毕业之期尚有三月!

他受此限制不得参加天津公署的留学考
试0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请求为其赴考
行以方便% 此事后来如何!究竟蔡先生是
否&为之备文送考$!张申府又是否赴考!

已无从知晓0但我们知道!张申府毕业后
留校做了预科助教!可见留学一事是未曾
成行了% 而后张申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
等人! 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工作!

则是后话了%

终其一生!不管际遇如何 !梁漱溟与
张申府两人都保持着淡如水般的友谊%书
信集中也收录了一封张申府

6797

年的来
信 !笑称 &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 !其人神
情!弟觉与兄绝似$% 还赋诗一首!诗曰/

&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认真
郑重世无两!偶然莞尔如春风% $也可作一
有趣的注脚%

另一封信是为学生黄文弼所写/

顷去年哲学门毕业之黄生文弼来谈!

拟在大学求小事! 耤便读书" 据云先已谒

公" 更属冥代陈!即乞鉴察是幸" #

6767

年$

黄文弼是
6787

年以前仅有的享誉国
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 !

67!$

年
涉险进入西域戈壁!在新疆考古学领域活
动了近

8"

年 % 从这封信来看 ! 黄先生
6767

年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 !

当属梁漱溟代陈之功了%不意梁漱溟与黄
文弼之间竟有如此渊源%

与吴承仕

与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并称 &北吴南
黄$的吴承仕先生!也曾一度与梁漱溟有
过交往% 辛亥革命后!吴先生入司法部任
佥事!

67!8

年方离任0而
676<

年!时任司
法总长的张耀曾先生'梁漱溟舅父(邀梁
漱溟出任司法部秘书0吴梁两人因同任职
司法部而得熟识%梁漱溟以+究元决疑论,

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遂复一信!面交于
他%这封信虽不足千言!但学术价值极高!

可见出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

束冥先生惠鉴%手示敬悉!自退直归!

籀读著论一过! 立谊审谛!罙

达理要!钦迟何似& 承仕学术

亡似!辨智不周!虽尝获事大

师!得闻胜谊!间亦涉猎佛乘!

乐观慈氏世亲之书! 迫于人

事!未尝为深沉之思!疑殆尚

多!卒未窥其究竟!又于大秦

驴唇之文素所不习!远西哲人

所说!未能讽籀!无以和会东

西!校其
"

劣&

!676"

年代
"

信中! 吴先生先是谦虚
地表示! 自己虽曾追随大师
'章太炎 (左右 !也曾涉猎佛
乘!但未曾深思其中义理!仍
有许多疑虑! 并且对西方哲
人之说并不熟悉!对+究元决疑论,无从置
喙% 客套过后!吴先生将个人所见和盘托
出!如/&究元论所陈三谊!罙惬鄙心% $对
其不妥之处直言相告!如/&所谓不可思议
者! 以论中非一非异非去非来诸句观之!

即真如!绝待!离四句!绝百非之说% 然名
谊似不相副% $ 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
解释&不可思议义$时写道/&西士明哲颇
复知之/ **斯宾塞亦有时间不可知!空
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
可知等% $吴先生对此有疑义!认为/&**

然论中引斯宾塞尔之言!实非其比% 盖彼
所谓时间空间云者! 即不觉义中之境界
相!质力流注云者!即不觉义中之无明业
相**所谓不可知者! 谓凡小未能证知!

菩萨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 $ 又如!

吴先生提出/&决疑论根本四谊所用名相!

未尽与百法相符% 欲者!别境心所之名!苦
者! 五受之一! 来论所持与百法或非一
实% $

67!:

年!+究元决疑论,被收入+梁漱
溟卅前文录,出版时!梁漱溟在附记中表
示!&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谬
糊涂!足以误人!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 $!

更是直承决疑论中谈苦乐这一段实为&谬
误的大端$%

吴先生通日文! 手中有些日本学者的
印度哲学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后!还曾向吴
先生借阅过!作为讲印度哲学之助% 此后时
移世易!两人音讯隔绝%

67;<

年!梁漱溟检
出此信!写下/&后来长时间没有信息联系%

日寇投降后乃传闻在京津沦陷时!他竟死在
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详% 念之惨然% $往

昔相与探讨切磋的时光已不可复得! 想必
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伤%

与景嘉

在其最为看重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日
文译本序言中! 梁漱溟写道/&今复承池田
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
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 谨志衷
心感谢之忱如右% $---此书在日本的出
版!与景嘉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景嘉是清皇室后裔!据传!

67::

年!刚
过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长春拜谒溥仪!溥仪
极为赏识其为人!以私人之资派遣他与皇
弟溥杰等

66

人同赴日本留学% 他从日本
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国!后又赴日本
定居%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

社%

!""7

年( 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书信
五通!此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又收入
梁漱溟致景嘉书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学生
和崎博夫书信一通!+人心与人生,日译本
的出版一事!终于可以拼凑完整了%

67$6

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极言
自己对梁先生的仰慕之情!并提出如梁先
生同意将+人心与人生,在日本出版!他愿
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门人和崎博

夫持来大札!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

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为之狂喜((大

稿)人心与人生*一书极思一读!不知有副

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为影录寄来+ 如

荷同意!在此地出书!嘉为校录之役!尤引

为大幸& ,

67$6

年$

也许是景嘉先生寄信时未曾附上自
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转而向溥杰先生求
问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这封来信/

梁老%承嘱之事!因为我素性马虎成为

-马大哈.!致在今日小组学习时!未能有以

应命!实不胜惶赧之至+ 现将景嘉先生的住

址!记录如下!聊供参考+ ,

67$!

年$

溥杰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
弟!曾与景嘉一同赴日留学% 有了他给出
的地址! 梁先生于

67$!

年寄出了给景嘉
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杰先生转来手教暨

大著周易大象指识小叙文两篇! 敬捧读+

远承询及鄙见!敢以鄙人实在情况率直奉

陈'',

67$!

年$

此信是据梁先生家中所存的书信底
稿录入!遗憾的是此底稿已残缺不全% 此
后不知何故!梁漱溟与景嘉的书信往来中
断了% 直到

67$9

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
的来信!重提+人心与人生,一书在日出版
之事!并邀请梁先生去日东游0因年事已
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请!但
同意将+人心与人生,译成日文% 随后几通
书信中!两人探讨了一些修订)翻译的问
题0直到

67$<

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
日译本一事致信其学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鉴 %'')人心与人

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

台端之力+ 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

忱+ 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

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学生!并作为今后

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 本人完全赞同!

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

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

67$;

年$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亚洲问题研究会
代表理事!该会创建者与主持人% 在该会
推动与资助下!

67$<

年!+人心与人生,日
文译本问世!此后又有+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乡村建设理论,两书的日文译本出版%

此外!书信集中尚有许多珍贵信件是
首次公开!如曾支持章士钊 &中西方文化
调和论$的陈嘉异!读罢梁漱溟+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一文后!&不禁热血坌涌!绕室
疾走!满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绪直
不能自持$ '约

67:"

年(!后转而支持梁漱
溟**信件繁多!内容丰富 !无法在此一
一详举!只有留待读者自行阅读发现了 %

梁
漱
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