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锺书研究五题

谢　泳

一、钱锺书与陈寅恪晚年诗文争论之关系

　　陈寅恪晚年诗文争论发生在１９８４到１９８５年间，地点是香港《明报月刊》，争论双方为时在美国

的余英时和时在广州的刘斯奋（当时署名冯衣北），争论过程向为学界熟知，此不具论，本文仅对钱

锺书与此争论的关系做一推测。

香港《明报月刊》当时国内一般看不到，多数人知道这场争论发生是在１９８６年７月以后，当时

花城出版社将争论文章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公开出版。因为当

时信息传播手段尚属传统时代，论争双方对彼此真实背景缺少了解，所以难免猜测。余英时后来许

多文章提及此事，似嫌求之过深。从目前已公开披露的史料判断，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难说是一

场有意组织的批判活动，而是由个人兴趣巧合引发的一次争论。从时代背景观察，当时是中国社会

少有的开明时期，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发生批判活动的时代条件难以成立。

一般认为争论起源的关键人物是胡乔木，但目前我们在有关胡乔木研究中还没有发现关于此

次争论的相关回忆或原始文献，比如具体批示、文件等，只能间接依赖零散史料来判断这场争论。

如果这场争论是有组织或有预设的批判活动，它应当发生在中国大陆，文章应当刊在国内主流报

刊，以中国政治运动起源的一般逻辑推测，也应当有会议记录或上传下达的通知及文件一类史料存

世，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此类文献。

刘斯奋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说此事是因为他父亲刘逸生给他看了

当时的《明报月刊》，而这期《明报月刊》是时任国务院港澳办顾问王匡从北京带回的，本想请刘逸生

写文章反驳，但他已没有精力写，问刘斯奋是否愿意，刘斯奋觉得反驳并不难，便答应下来。刘斯奋

回忆说：“由于我当时只是个无名之辈，文章写成便交给我父亲代转，对于王匡其实是向胡乔木请

缨，同时此事还涉及钱锺书先生等情节，我是事后才知道……文章发表之后，始终未见有参与论辩

的文章出来。倒是钱锺书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认为‘刘文甚好！’”刘斯奋在这次采访中还提到，

１９８８年在广州参加“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的季羡林同意他的意见，并告诉了他当年北平学

　［作者简介］谢泳（１９６１－），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７４１　　　　　　　　　　　　　　　　　｜随笔散论｜

DOI:10.19470/j.cnki.cn22-1417/c.2019.05.015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43509506?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人撤离的一些旧事逸闻。

依刘斯奋回忆，我们知道此事是王匡在胡乔木处看到《明报月刊》并谈起文章曾引起种种议论，

答应回广州组织文章回应余英时。王匡是高官，但本人文史修养很好，胡乔木和他谈论陈寅恪旧

诗，自在情理中。１９６２年胡乔木曾在广州见过陈寅恪，留下那段关于陈著出版“盖棺有期，出版无

日”和“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答问，胡乔木对余英时文章有看法，按常理一定先在北京找人回应，

没有合适人选，恰好遇到王匡来访，才有后来冯衣北的文章。余英时后来回忆说，１９８３年底，中国

社科院有位明清史专家访问耶鲁大学，这位专家曾向他索阅《明报月刊》，余英时说：“在他访美前，

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有意让他出面写反驳我的文章，只有在他应允以后才能将那两期的《明报月

刊》交给他。他婉拒了这一任务，因此也失去了读我原文的机会。”①余英时在本书中还透露，说《明

报月刊》的编辑告诉过他，当时刘斯奋的文章均是通过香港新华社转交的，转交前还曾在北京周转

过半年。

如所周知，胡乔木本人对旧诗和新诗均有兴趣，他当时和钱锺书关系也近。余英时回忆１９７８
年来中国大陆访问，在社科院座谈会上谈《红楼梦》研究，曾当场听到钱锺书说“乔木同志”的意见如

何如何②，可推测胡乔木和钱锺书的交往，自然有可能聊过《明报月刊》的事，并有意让他来写回应

文章。因１９７８和１９７９年，余英时在北京和美国已两见钱锺书并时有书来信往，钱锺书自然不可能

再写文章和余英时商榷。在胡乔木看来，回应余英时，再没有比钱锺书合适的人选了，可惜钱锺书

未能满足胡乔木的愿望，这才有王匡约刘逸生这回事。刘斯奋说“涉及钱锺书先生等情节”以及后

来钱锺书还致信王匡认为“刘文甚好！”，恰说明钱锺书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汪荣祖《槐聚心史》中

有一处提及此事。１９８８年６月，他在广州参加纪念陈寅恪的学术会议后到北京见钱锺书，汪荣祖

说：“钱先生垂询广州陈会经过后，谓陈先生不喜共产党，瞧不起国民党，既有遗少味，又不喜清政

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并重申前说。我问冯衣北究系何人？答称据知冯原姓刘。”③虽然汪荣祖

见钱锺书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它》一书出版后，但此书当时影响有限，而钱锺书答汪问甚详，足

证他明白此事内幕。刘斯奋说钱锺书曾在致王匡信中认为“刘文甚好”，虽仅此一言，可知钱锺书给

王匡写过信，而以往我们未见钱王有何交往，钱致王信，说明他确与此事有关联，而刘斯奋见过此

信。今天学界传言，钱锺书信已落入广州一收藏家手中，可惜一般人还无缘得见。

此事发生近半个世纪，已属历史事件。胡乔木、王匡和钱锺书也已故世多年，他们生前没有留

下相关回忆（至少没有公开披露），所以追踪一切与此相关的史料线索，为以后中国当代学术史写作

奠定史料基础，还不能说没有意义。

二、钱锺书的趣味

《容安馆札记》，自有“视昔犹今”释读本后，常常翻阅，感觉妙趣横生。时见钱锺书说，趋炎好

色，人之常情。三页五页，即见男风女色、妓女相公史料出现。钱锺书、陈寅恪均博闻强识，雅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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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们又好读野史笔记，喜观淫书春画，或谓“低级趣味”，其实大俗大雅。陈寅恪《论再生缘》起笔

即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中国现代大学者中，钱陈最喜读小说，也最得意自

己的创作。钱陈素喜在学术著作中展现自己的旧诗，陈寅恪不说了，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也经

常抄录自己的旧诗。在他们笔下，文体已至自由境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柳如是别传》可当传记

看，亦可作小说读。《容安馆札记》也如此，期间有钱锺书的家事，有对各类人物的品藻，更有对自己

处境的感叹，是钱锺书的回忆录，更是钱锺书的自叙传。《容安馆札记》不是随手摘录的读书笔记，

而是经细密思考的精心结撰，他所有中文笔记大体可作如是观。

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观念非常鲜明，读书凡遇东西方同类或异类事，无论思想、行为、

原理、观念、器物等等，均能取比较方法，详列大量具体史实，无论雅俗，俱见钱锺书趣味。

《容安馆札记》第２２０则有两处阅读“娄卜古典丛书”记录，涉及好几位古希腊作家。钱锺书留

意书中“淫具”史料，他摘录原文指出“ｔｈｅ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ｂａｕｂｏｎ”即中国古书《玉房秘诀》中所谓“以象牙

为男茎而用之”，再引《京本通俗小说》第２１卷所谓“牙触器”并强调“特制之以革耳”，指出西人“亦

论羊皮所制伪具”，并引原文举例说“伪具则以玻璃为之，中空盛热水”，亦均以革制。钱锺书思考逻

辑是人类在多数事物上想象力是相同的，也即思维有趋同性，大到政治制度、艺术规律，小到日常生

活的各类琐事。钱锺书说，西人所谓“用胡萝菔代男根”，《古今谈概》卷五《罗长官》条中也有记载，

同时提示了霭理士《性心理学》中的材料。犹记三十年前，刘梦溪先生主编《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曾

刊吴晓铃先生名文《缅铃考》，吴先生提到的材料，钱锺书均省略，特别是《金瓶梅》中的材料，可见他

心思细密，常见史料一般不引。今日所谓“情趣用品”，已不再神秘，其制造原理及思维方式，也不出

原始思维方向，均是古已有之。

《容安馆札记》第３６则有一处，钱锺书抄录屠绅《六合内外琐言·皮女》条，说“海客出一皮女，

嘘气满腹，自执壶行觞”，并说缪艮《文章游戏》初集卷二徐忠《行室记》写此事刻划尤细，谓出自番

舶，而《旷园杂志》记西洋海客最早提到“路美人”。同时抄录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五史料，说雍正

时，吴德芝《天主教书事》曾记“工绘画……烟云人物……倮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窃无一不

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而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又引许起

《珊瑚舌雕谈初笔》卷七“修人匠”条，说“泰西巧匠令丑妇裸体，将一物如皮如纸浑身包裹，卸而卷

之，如束笋”。中国古书之“皮女”即今之“充气娃娃”。钱锺书原文引一位法国作家及其它相关史料

后，又抄录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八史料，说“荷兰人制造机器率平常，惟淫具则精工，专制者数家，有

直为一人形，与真人无稍殊，但不能语耳。俄国某福晋淫而寡，属造一男子，须每度至二十四钟乃止

者，厂中人大怪之，利其多金，如是制造，精巧无比。匣盛寄俄，道过法国，关吏开匣，以干禁令，呈总

办。总办妻见之，意怦然动，携归，合户试之，初甚畅适，渐不能支，大声呼救。从人排闼入，悉力拔

之，不能脱。夫归，亟电制造厂，得回电云：‘有动法，无止法，二十四点钟后，机力自竭也。’电达，妇

已力脱而毙，机犹腾踊不止。二十四点后，乃得盛敛”。钱锺书生性幽默，抄录后说“附识之，亦笑资

也”。此即今日之“性爱机器人”来源。

钱锺书在同一史料处，还大段原文抄录意大利小说家托马索·兰多尔菲《果戈理的妻子》中关

于“皮女”性爱的描写，再引《哈拉普俚语辞典》及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小说中同类史料，足见钱

锺书对此长期留意并有他独特观察视角。今天“充气娃娃”和“性爱机器人”早已不是天方夜谈，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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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钱锺书早年关于此类事的记载，除感觉他的风趣外，也对人的想象力扩展更多了一点理解。

三、钱锺书的学术联想力

钱锺书博闻强识，同时有瞬间将相同或相异事物建立关系的能力，无论制度、器物、观念、心理

现象或艺术规律等等，钱锺书均有将同异事物汇聚一处进行观察的兴趣，这种学术联想力是理解钱

锺书的关键，不然我们阅读他晚年庞大的读书笔记，就以为只是抄书而已。钱锺书不是抄书，他是

归类，他是同中发现异，异中发现同。

学术联想力是学者最宝贵的能力，这种能力瞬间产生，无规则可寻，产生即完成，以后只是再加

减的过程。学术联想力的基础自然是博闻强识，但关键是联想力，机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替代单纯

的记忆，但联想力唯人独有，尤其是在那些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而实际是同异现象或同异器物的东

西面前。今天人们对钱锺书的赞誉，不单是赞赏他记忆超群，更是钦佩他超强的学术联想力。

钱锺书从青年时代起，对一切由西方初来中国的事物都产生兴趣，他努力要寻找到某一事物最

早是何时来中国的，中国何种文献最早记录了它们。钱锺书关心过梅毒、鸦片何时传到中国，也特

别留意中国旧诗里何时出现了英文词汇；钱锺书专门写长文考证过美国郎费罗《人生颂》最早在中

国的传播。他对照相机、留声机、眼镜等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器物何时传到中国都特别留意。李

克夫妇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说，１９５２年在思想改造运动高潮中，钱锺书不开会，不参加学习，而是整

天在图书馆看书，那时他最快乐的是找到了蕃薯在中国的最早记载①。在别人可能是学术追求，在

钱锺书更多是一种智力活动，这是他博览群书的主要动力。超强的联想力构成钱锺书学术活动的

基本特色，他思维活动的趋向不仅仅是比较，更是努力追寻人类活动中表现出的完全相同或相异的

思想能力。

《容安馆札记》第５１则里，钱锺书注意到早期照相机和留声机在中国传播造成的一个相同现

象，即中国画师及和尚对这两种西方器物的恐慌，画师怕照相术让自己失业，而和尚担心留声机让

念经没有意义。钱锺书喜读汪康年《庄谐选录》，关于留声机名称最早即在此书中出现。原文是：

留声机器

留声机器初至沪上或置诸市，赁人观听。一僧随众听之，其声了了，与人声无异，僧以

为大戚。归寺，聚其徒谓曰：吾佛子自今当断种矣。咸骇问故，僧遂述所见，且曰：既有是

器，则诸檀越欲唪经者，但需请高僧诵一遍，著此器中，即数十百年用此不尽，若人人如此，

则吾属皆将饥饿以死，而佛教将从此绝迹，是灭佛教之起点也，将何策救之。于是徒众咸

愤激，或献一策曰：宜普告诸寺，凡僧人不得对此器诵经，则凡欲唪经者，仍需延我辈，无伤

也，咸抚掌称善，后不知行否？余谓此虽过虑，然余辛卯寓鄂时，见有娶妇者，不设音乐，而

置八音匣于堂中以娱宾客，然则此僧亦岂过虑耶。②

《容安馆札记》未引全文，钱锺书只是比较照相机传入中国后引发的一些现象，感叹“可与画师

之叹摄影参观”。对新器物传入最敏感的总是与此器物本质功能具同一原理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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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谐选录》直接用了“留声机器”名称，而更早些时候，张荫桓在《三洲日记》里也记载了一种特

殊器物，不过他没给这个器物命名。钱锺书非常熟悉《三洲日记》（著作中经常引用此书），但关于这

种特殊器物的记载，却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

《三洲日记》在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甲寅（１８８６年６月２３日）有这样一条记载：

鸟约富人阿边好博，其子好冶游，另赁华庑以居，忽一夕，阿边与阿洛对局而胜，得采

二十万元，阿洛无现资，书券限三日交银。翌日阿边寻其子新居，阿洛尾之，阿边父子诟詈

甚激，其子贸贸焉迳附火车赴费城去。阿洛突入，索阿边还其债券，阿边愤甚，诋之不虞，

阿洛手刃相从也。阿边被刺，阿洛即从阿边夹衣内检债券裂之，自掩房门而去。房主人妇

闻诟詈，知其父子不能相能，晡时无动静，乃推门入，见阿边被刺于榻，仓卒报官。差拘其

子，人证凿凿，其子遂抵罪。

这个案子本已了结，但忽然节外生枝。它的被推翻则是因为一种特殊器物的出现，张荫桓在日

记中接着记述道：

忽有人名多士，手携一机器至公堂，一触而动，当日阿边父子相詈之声、其子出门步行

之声、阿洛开门与阿边诋讪之声、阿边被刺呼痛之声，阿洛将刀拔出用纸抹刀之声，一一传

出，于是问官，乃知杀人者阿洛也，乃宥其子，别执阿洛。此种冤狱，赖此机器平反，异矣。

盖多士本与阿边之子隔壁住，是日正将传话机器试用，适阿边来寻其子，喧嚷不堪，多士虽

遂扃钥房门，信步他往，欲俟声息稍静乃返，忘却窒止机轮，乃回房而机动如故，所传悉阿

边父子相詈、阿洛行凶之声情，及闻阿边之子定狱，因携此机器至公堂为之昭雪。①

张荫桓日记中记载的“传话机器”，应该就是“留声机器”，即后来的录音机。

钱锺书晚年的学术笔记，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读书摘录，而是包含了他全部学术联想力的一部集

大成巨著，他以丰富的学术联想力，提供了大量原创的学术线索，有他这样智者的引领，中国学术的

宝库一定会越来越丰富。

四、钱锺书的儿童观

《围城》是一部奇书，它要义是在写中国人身上的缺点或者说人的“基本根性”。钱锺书笔墨无

情，总是越出常人观察视角。《围城》基本没有写人美好善良的那一面，他着意的是人身上的“兽”性

和“鬼”性，钱锺书早年将自己一册小说集起名《人·兽·鬼》，不是偶然的，有深刻寓意在其中。因

为“兽·鬼”意识的自觉和强烈，《围城》里的笔墨，有时看起来颇不近人情，他下笔的犀利和讽刺的

锋芒，绝不同于一般作家。写《围城》的时候，钱锺书已是做了父亲的人，但《围城》凡涉儿童描写，他

所用笔墨有时候却难以让人接受，他何以要用这样一种笔墨来写“小孩子”？他不爱小孩子吗？他

不爱小男孩儿吗？这是研究钱锺书心理和人格时需要留意的。钱锺书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小孩

子的成长环境持完全批判态度，他写中国小孩子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西方小孩子教育和成长背景

作参照。

《围城》第一章，在回国的船上，苏文纨出场前，钱锺书第一次提到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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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１页。



人，他对同时出场的一个小孩子用了特殊的比喻：“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

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小孩子随大人旅行，不买票是常识，钱锺书用了轮船公司的逻

辑，人要买票，不买票即不是人。１９３８年夏天，钱锺书回国时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和轮船公司打

交道的经历中，或许留下了不愉快的经历，这也是钱锺书对资本家试图想尽一切办法多赚钱的另外

一种讽刺笔墨，言外之意是轮船公司恨不得连小孩子也要收钱的。这个笔墨的比喻可能会伤及儿

童，但钱锺书为了讽刺效果，也顾不得其它了。钱锺书描写这个小孩子：

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 眼 睛 远 隔 得 彼 此 要 害 相 思

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在他身上牵

了一条皮带，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母亲拉回来。他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

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

人身上。①

然后写小孩子的淘气和苏小姐害怕小孩子弄脏自己的衣服小心地握住小孩子的手，笔墨是由

人性的暗处观察，完全没有平常大人看到小孩子的快乐，而表现大人表面的欢喜和实际的嫌弃。钱

锺书笔下小孩子没有漂亮的，都很丑。

《围城》第四章写方鸿渐回乡，见到弟弟的孩子，钱锺书写道：

这阿丑是老二鹏图的儿子，年纪有四岁了，下地的时候，相貌照例丑的可笑。鹏图还

没有做惯父亲，对那一团略具五官七窍的红肉，并不觉得创造者的骄傲和主有者的偏袒，

三脚两步到老子书房里去报告：“生下来一个妖怪。”②

受到父亲的批评后，方鹏图解释道：“那孩子的相貌实在丑———请爸爸起个名字。”方父反倒说：

“你说他长得丑，就叫他‘丑儿’得了。”接着钱锺书写方父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

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给孙子起个学名叫“非相”。钱锺书借方鹏图口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

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钱锺书接着开列一长串古人小名，说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

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从文

学叙述观察，钱锺书在小说次要人物小名方面不惜笔墨，一面显示他的博学，一面可能暗含了他对

许多大人物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轻蔑，间接传达一种讽刺意味。栾贵明《小说逸语———钱锺书〈围

城〉九段》中说，钱锺书提到的这些奇特丑怪小名，其实都是历史真人的真实小名，斑兽是南朝宋战

将刘湛，秃头是晋朝的慕容拔，龟儿是唐代白行简，獾郎是王安石③。

《围城》写褚慎明自夸和罗素熟悉，钱锺书说：“褚慎明跟他亲狎得叫他乳名，连董斜川都羡服

了，便说：‘你跟罗素很熟？’”④陈寅恪著作中提到古人，也喜称小名，凡熟悉陈寅恪著作的人可能都

有感觉，他称谢灵运为客儿，庾信为兰成，司马相如为犬子，王导为阿龙，曹操为阿瞒等等，如细检陈

书，或可开列一份长长的名单。知人小名，多从读杂书中来，留下记忆，表明有点幽默和调皮，大学

者多有此种趣味，可显读书之杂之博，又见机巧和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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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页。

钱锺书：《围城》，第１１９页。

栾贵明：《小说逸语》，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９页。

钱锺书：《围城》，第９５页。



《围城》第五章写方鸿渐往三闾大学途中经历，在“欧亚大旅社”里，钱锺书有一个细节描写：

这时候，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子两手向头发里乱爬，嚷到那胖女店主身边。胖女人一手

拍怀里睡熟的孩子，一手替那女孩子搔痒。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在头发里抓

一下就捉到个虱，掐死了，叫孩子摊开手掌受着，陈尸累累。女孩子把另一手指着死虱，口

里乱数：“一，二，五，八，十……”①

这次虽是小女孩，但钱锺书的笔墨也不留情，也是从丑的一面着笔，到了《围城》第七章，方鸿渐

和赵辛楣进了刘东方家：

这女孩子看见姑母带了客人来，跳进去一路嚷：“爸爸！妈妈！”把生下来才百日的兄

弟都吵醒了。刘东方忙出来招待，刘太太跟着也抱了小孩子出来。鸿渐和辛楣照例说这

小孩子长得好，养得胖，讨论他像父亲还是像母亲。这些话在父母的耳朵里是听不厌的。

鸿渐凑近他脸捺指作声，这是他唯一娱乐孩子的本领。刘太太道：“咱们跟方———呃———

伯伯亲热，叫方伯伯抱———”她恨不能说“方姑夫”———“咱们刚换了尿布，不会出乱子。”鸿

渐无可奈何，苦笑接过来。

那小孩子正在吃自己的手，换了一个人抱，四肢乱动，手上的腻唾沫，抹了鸿渐一鼻子

半脸，鸿渐蒙刘太太托孤，只好心里厌恶。辛楣因为摆脱了范小姐，分外高兴，瞧小孩子露

出的一方大腿还干净，嘴凑上去吻了一吻，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不欢笑，以为这赵先生

真好。鸿渐气不过他这样做面子，问他要不要抱。刘太太看小孩子给鸿渐抱得不舒服，想

辛楣地位高，又是生客，不能亵渎他，便伸手说：“咱们重得很，方伯伯抱得累了。”鸿渐把孩

子交还，乘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脸上已干的唾沫。辛楣道：“这孩子真好，他不怕生。”刘太

太一连串地赞美这孩子如何懂事，如何乖，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孩子的大姊姊因为没人理

自己，圆睁眼睛，听得不耐烦，插口道：“他也哭，晚上把我都哭醒了。”②

所写全是小孩子的麻烦事和淘气，全是小孩子令人烦的那些事，笔墨间流露的是一种不能明言

的厌恶和不得已。

《围城》最后一章写两个侄儿阿凶、阿丑和方鸿渐吵闹情景，注意小孩子的名字“阿凶、阿丑”，这

可以说是钱锺书对小孩子的基本看法“凶和丑”，他写道：

阿丑爬上靠窗的桌子，看街上的行人。阿凶人小，爬不上，要大伯伯抱他上去，鸿渐算

账不理他，他就哭丧着脸，嚷要撒尿，鸿渐没做过父亲，毫无办法，放 下 铅 笔，说：“你 熬 住

了。我搀你上楼去找张妈，可是你上了楼不许再下来。”阿凶不愿意上去，指桌子旁边的痰

盂，鸿渐说：“随你便。”③

接下来写这两个侄儿的淘气，也是直指人性顽劣的那一面，并没有因为是两个小孩子，钱锺书

就收敛了他的讽刺笔墨。钱锺书对中国传统教育小孩子的态度，可能比较反感，那种一面纵容，一

面又是所谓的严教，导致了一种从小到大的虚伪。钱锺书直接把这一面撕开，不仅需要笔墨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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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围城》，第１６２页。

钱锺书：《围城》，第２５９页。

钱锺书：《围城》，第３１５页。



慧，描写中不能过多流露对小孩子的恶意；更需要内心的勇气，要鲜活地把成人对小孩子态度中虚

伪的那一面揭开。方鸿渐是个未做父亲的青年，他对小孩子的态度，不妨也看成是对一种礼教制度

的反叛和嘲讽，是另一种“救救孩子”的呼声。

五、《容安馆札记》所见钱锺书传记史料

《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印出后，因是原稿影印，从头至尾集中细读，颇感费力。近年

网上有“视昔犹今”释读本完整出现，使用极为方便。《札记》公开出版后，曾有王水照先生长文解

读，亦时见范旭仑先生《容安馆品藻录》刊出，其涉及人事处，多有摘录及评点，但集中将《札记》中钱

锺书传记史料一一摘出，似未曾见。

《札记》可视为一种特殊文体，不是一般随手摘录，而有细密思考，笔记前后照应，下笔定有通盘

考虑。可以猜测，在特殊时代条件下，钱锺书深思过写作时采用的文体，如此连续不断的系统笔记，

如无完整构想，很难坚持下云。杨绛曾说过，《札记》是把“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此可视为一

种新文体。钱锺书的构想，后因时代政治运动原因，日记部分被“剪掉毁了”，但没有完全剪除干净。

现将《札记》中文部分涉及人事及有传记史料性质文字，稍作梳理。对人物评价，已有范旭仑钩沉，

略去不录。这些片断传记史料，可见钱锺书风趣、褒贬及对荒谬时代的嘲讽等等，集中排列，更易见

史料间关系。顺序依原书先后，标题为笔者自拟，原文后序号系原书位置。

（一）工部局图书馆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Ｌｏｃｋｅｒ－Ｌａｍｐｓｏｎ，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书甚 罕 遘。十 年 前 在 沪，曾 假 工 部 局 图 书 馆 藏 本 阅

之。（４７则）

（二）读《饮水诗集》

纳兰容若《饮水诗集》二卷。十年前读此，颇赏其吐属高华。今复披寻，乃知徒矜亮节，实少切

响，不耐吟讽。（７７则）

（三）说翻译

岳珂《桯史》，十七年前旧经眼者也。文词茂炼，盖矫然自异于寻常笔记……解放以后，译书之

风益盛，不知妄作，活剥生吞，不特面目全非，抑且心肝尽换，洵元之所谓“大译”者也。（８４则）

（四）谈猫

忆三年前一夕 梦 与 人 谈《未 之 有 也》诗，其 人 曰：“茅 盾 译Ｌｏｒｄ　Ｄｕｎｓａｎｙ剧 本‘ｗｅｌｌ－ｄｒｅｓｓｅｄ，

ｂｕ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ａｔ’一语为‘衣冠端正，未戴帽子’，此诗即咏其事，末句兼及君家小猫儿念佛也。”醒

而思之，叹为的解，真鬼神来告也。以语绛及圆女，相与喜笑。时苗介立生才百日，来余家只数周

耳。去秋迁居，夺门逸去，大索不得，存亡未卜，思之辄痛惜。（９７则）

（五）钱瑗

闻邻家小女歌云：“小脚鸭子窝窝头，你不吃，就是狗。”余闻之，谓圆女曰：“此非民谣，必主妇恶

女傭之不肯食粗粮，作歌以讽喻耳。”圆女谓北京嘲小脚有谜云：“又像佛手又像桃，又像猪蹄子没有

毛。”（１０２则）

（六）再谈猫

钱葆馚、朱竹垞、厉樊榭辈以《雪狮儿》调咏猫诸词……读之惘然，怅念儿猫。四年前暮春狸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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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时，生才三月耳。饱食而嬉，余与绛手足皆渠齿爪痕，倦则贴人而卧……余谓猫儿弄绉纸团，七

擒七纵，再接再厉，或腹向天抱而滚，或背拱山跃以扑，俨若纸团亦秉气含灵、一喷一醒者，观之可以

启发文机：用权设假，课虚凿空，无复枯窘之题矣。志明《野狐放屁诗》第二十七首云：“矮橙阶前晒

日头，又无瞌睡又无愁。自寻一个消闲法，唤小猫儿戏纸球。”尚未尽其理也。余记儿猫行事甚多，

去春遭难，与他稿都拉杂摧烧，所可追记只此及第九十七则一事耳。（１６５则）

（七）李拔可

李拔可丈《春尽遣怀》云：“不经风雨连番劫，争得池塘尽日阴。”对仗动荡，语意蕴藉，余最赏之。

（１７８则）

（八）《人民日报》

余一九三六年夏始游巴 黎，行 箧 未 携 英 文 小 说，偶 于 旧 书 肆 见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Ｎｏｂｏｄｙ，忆 在 Ｈｕｇｈ

Ｋｉｎｇｓｍｉｌｌ，Ｆｒａｎｋ　Ｈａｒｒｉｓ中睹其名，始 购 归 阅 之，叹 为 奇 作，绛 亦 有 同 好。一 九 四 〇 年，此 书 收 入

“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而 Ｖ．Ｓ．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复 作 文 张 之……Ｊｏｈｎ　Ｂｅｔｊｅｍａｎ谓 Ｔ．Ｓ．Ｅｌｉｏｔ亦 喜 此

书……知者稍多矣。近日圆 女 方 取 读，因 复 披 寻，益 惊 设 想 之 巧。世 间 真 实 情 事，胥 不 能 出 其 范

围……Ｃｈ．Ｖ 记Ｂｌａｃｋｆｒｉａｒｓ　Ｂｉ－Ｗｅｅｋｌｙ　Ｎｅｗｓ误 植“Ｐｏｏｔｅｒ”为“Ｐｏｒｔｅｒ”，去 函 更 正，则 又 误 作

“Ｐｅｗｔｅｒ”，与吴达元见《人民日报》载教授宣言签名误作“吴逵元”，去函更正，则又误作“吴达之”何

异？（１９２则）

（九）文学工作者

吾乡光复门内有“牛屎弄”，及余入大学时，偶过之，则见路牌书作“游丝弄”矣。《夜航船》卷三

《脱雅调》条误用：“‘由斯弄’俗称‘牛屎弄’。”其本末倒置，不知此正“脱俗调”也。明陆粲《庚巳编》

卷四“苏城‘专诸巷’俗叫‘钻龟巷’”亦后先易位。北京坊巷名此类尤多，以余所知，如“狗尾巴胡同”

之改“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之改“杨仪宾胡同”、“王寡妇胡同”之改“王广福胡同”、“羊肉胡

同”之改“洋溢胡同”、“劈柴胡同”之改“辟才胡同”、“奶子府”之改“迺兹府”、“王八盖胡同”之改“万

宝盖胡同”、“牛蹄筋胡同”之改“留题迹胡同”，皆欲盖弥彰，求雅愈俗。尤奇者，“臭屄胡同”西四之

改“受璧胡同”，几如“文学家”之改称“文学工作者”矣。（２０１则）

（十）钱瑗

圆女方阅《野获编》，十年前经眼者也。信手摭一函读之，如旧地重来、故物复还。以古语叙事，

典雅而能详切。（２０３则）

（十一）三谈猫

吾国亦有猫认屋、狗认人之说。元遗山《游天坛杂诗》有《仙猫洞》一首自注：“土人传燕家鸡犬

升天，猫独不去。”因云：“同向燕家舔丹鼎，不随鸡犬上青云。”正咏此事。吾家苗介立之亡，亦其证

也。（３２８则）

（十二）审定《红楼梦》

俞平伯校订《红楼梦》稿，分同人审订，余得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回，盖以有正书局本为底本，荟萃

诸本，笔削增删，意在集千狐之腋，成百衲之衣。择善从长，固徵手眼，而见异思迁，每添疮痏。如七

十五回，“你们这起兔子，就是这样专没上水”，平伯订正“没”为“洑”字；七十九回，“若论心里的邱壑

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平伯据別本改“泾渭”为“经纬”，此类皆惬心贵当。（５９９则）

５５１　　　　　　　　　　　　　　　　　｜随笔散论｜



（十三）胡先骕《忏庵诗稿》

阮大铖《咏怀堂诗》，南京国学图书馆印本。三十年前，是书方印行，见散原、太炎诸人题词，极

口叹赏，胡丈步曾复撰《跋》标章之。取而讽咏，殊不解佳处安在。今年端午庚子以诗稿六巨册属删

定，忽忆集之此书，因复披寻，乃知得法于钟、谭（参观第６９０则），而学殖较富，遂以奥古缘饰其纤

仄，欲不瘦又不俗。（６９７则）

（十四）编《文学史》

校改同人撰《文学史》稿，因思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一首，古今说者皆未中肯窾。此篇写喜新厌

旧分两层：第一层指故人言，其事易晓；第二层指新人言，则窥见者鲜矣。盖新人入门以后，相习而

成故；故人出阁以后，缘別而如新。是以新渐得人嫌，而故能令公喜。（７０５则）

（十五）编《文学史》

同人撰《文学史》稿，索予删订，因复取郭元釪《全金诗》翻一过，殊未完善。（７１９则）

（十六）编《唐诗选》

诸君选注唐诗，强余与役，分得王绩等十七人，因复取《全唐文》温读一过，合之十年前评释，录

于此。（７２９则）

（十七）生病

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

言动，通身汗如濯，心 跃 然 欲 出 腔 子。《明 文 授 读》卷 十 五 李 邺 嗣《肺 答 文》云：“风 自 外 干，涎 从 内

塞”，“未发云云，辄闻喀喀”，“积邪大涌，蕴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释”，不啻为我言之。如是者

十二日，始胜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来复矣，仍殗殢无生意，杜门谢事。方疾之剧，如林黛玉

临终喘甚，“躺著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红楼梦》九十七回。每夜劳绛卧起数回，真所谓“煮

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冯梦龙《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终日闷

睡，自云“有林黛玉意思”《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九月廿四、廿五日。余今岁五十七，亦自拟平儿呻

吟气绝状，皆笑枋耳。病榻两梦圆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岁。二月初六日书。起床

后阅《楚辞》自遣，偶有所得，率笔之于此。（７６１上则）

（十八）谜语

贾琏之诃平儿，即英俚语之“ｃｏｃｋ－ｃｈａｆｅｒ，－ｔｅａｓｅｒ”……余尝戏谓此三句可为谜面，打《论语》二

句：“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７９８中则）

（十九）记张遵骝

吾友张君公逸遵骝，与吾同患气疾，相怜甚而相见不数数。然见必剧谈，虽伤气，无所恤也。君

博究明人载籍，又具史识，搜罗而能贯串焉。余闻言辄绝倒，改易耳目，开拓心胸，亦浑忘其伤气矣。

一日问余曰：“明末有奇女子刘淑，倘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刘名挂君乡孙静庵《明遗民录》中，

其书君先人尝序之。”因出示此集，盖虽六十年间一再印行，而若存若亡，去湮没无几尔。古来不乏

才媛以词章名世，吕温诗所谓“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也。然集众千人，转战数县，提一

旅以赴国难，而余事为诗，情韵不匮，則刘殆绝类离伦者乎！刘序康雪菴夫人诗，自道有“伯夷、灵均

之志”。公逸以意 逆 志，钩 玄 抉 隐，玩 风 花 月 露 之 词，得 陵 谷 海 桑 之 旨。参 之 史，而 其 诗 愈 重 矣。

（８０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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