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仿佛还在昨天，邓云乡先生带
着我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坊淘书；仿
佛还在昨夜，我在邓公的“水流云
在书室”的淡淡书香里安眠。孰料
逝水无情，蓦然回首之际，却发
现，邓公仙逝已经十年了。

一
一直想写写我与邓公的书缘，

却迟迟未敢动笔，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个话题在我的心中实在太沉重了，
以至于我不敢轻易去触碰它。邓公有
一本随笔集，叫做《书情旧梦》，这四
字箴言一语道破了古往今来爱书人
的心灵秘辛。是的，书是有情的，它能
唤醒我们那些隐匿于内心深处的旧
梦。而对我来说，每每翻阅邓公的遗
作，就仿佛再次亲聆邓公那略带山西
语音的普通话，就仿佛重新坐在邓公
面前沐浴那浓郁的文化馨香。这些留
有邓公手泽的书页，延续着作者的精
神血脉和文化生命，也同时维系着生
者与逝者的心灵对话。

我与邓公结缘于书。那是在
!""#年夏天，我所供职的报社要开
办一个综合文艺副刊$ 定名为《雅
园》，顾名思义，这个版面的内容主
要是刊发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文人
雅事”相关的文字。在商量约稿时，
责任编辑毕敏提出想请邓云乡先生
给我们撰稿，我当即表示赞成。此
前，我读过邓公的一本小书叫《草木
虫鱼》，知道这位民俗学家具有旁人
难以企及的本事，能把原本很原始
很民间的东西，写得很清雅很有趣，
把原本很浅显的东西写得很精深。这
是需要大学问大视野大手笔才能办
到的事情。而他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
就，更随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风
靡而广为人知———邓云乡先生担任
这部戏的学术顾问，对把握彼时彼地
的风情习俗、服饰陈设、园林景观、文
人雅趣等等细节和特征，贡献良多。
而他的红学专著，如《红楼风俗谭》、
《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红楼
梦忆》等等，如今已经成为涉足红学
者的案头必备。当时我们想，若能请
到邓公这样的重量级作者给我们撰
稿，岂不是令小小雅园蓬荜生辉么？
可是$我们都没接触过邓云乡先生，
不知道他肯不肯为我们这样一个刚
刚创刊的副刊屈尊赐稿？我们商定，
先由毕敏写封约稿信投石问路。幸
好，邓公很快就写来回信答应了，这

使我们喜出望外。
我与邓公是在鱼雁往还一年多

以后才见面的。那是在 !""%年夏
天，他访问香港之
后，顺便来深小住
几日。我先是在毕
敏先生的家中初会
邓公，随即邀请他
有暇来寒舍一聚，
邓公慨然应允了。
那时节，我还住在
临时周转房中，条
件简陋不说，家里
连件像样的家具都
没有。我把邓公迎
进家门，抱歉地对
他说，我这里可是真正的“寒舍”，请
您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呢！邓公却
说，这比他当年的居住条件要好多
了。坐定之后，邓公问知我是天津
人，立即来了兴致，就跟我讲起他四
十年前在天津的见闻，对天津卫的
各种小吃如数家珍，还特别提到天
津的大对虾、天津的曲艺、相声和戏
曲名伶……很多掌故旧事，就连我
这土生土长的天津人都闻所未闻。
这一席之谈，着实让我领悟到了何
谓学识渊博何谓广见博闻。我见邓
公兴趣如此之高，便取出一本专供
造访寒舍的嘉宾题词的宣纸册页，
请邓公也留个墨宝。邓公笑道：“好，
正合我意！”我当即笔墨伺候，只见
邓公沉思片刻，便展卷挥毫，一首
《忆江南》小令跃然纸上：“津门好，
最忆是春时。一苇渡江南国去，歌台
舞榭总相思，豌豆记虾肥。”书罢小
词，又随兴写下一段长跋：“四十年
前，客津门半载，别后无限思念。十
三年前，遇花小宝女士于申江，已垂

垂老矣。乙亥夏，归自香江，途径深
圳，于津沽寄荃斋主人座上话沽门
旧事，不胜今昔岁月如驰之感。对虾
最重豌豆青者，昔只数角一斤，尽则
无处可觅矣。留题小词，博寄荃主人
哂之。”由这首小词引发，邓公的话
题又转向自己的诗词老师俞平伯先
生，转向了当时刚刚萌生的旧体诗
词复兴的征兆……转眼之间，两个
多小时飞逝而去，邓公依旧谈兴未
尽，我们相约下次到沪上再接着聊。
临别之时，我提出想和邓公合影留
念，邓公看到客厅墙上挂着我自题
的“茶禅一味”木匾，就说：“就在这
个匾额下面照吧，正好把你的书法
也捎走。”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后来，邓公真的把这张照片作为他
的一篇谈茶散文的配图，发表在浙
江的《茶博览》杂志上。这是后话。

二
自此之后，我与邓公遂成忘年

之交。在此其间，邓公每有新书出

版，必先寄赠给我，每本书的扉页上
均以从不变样的格式签名，且在名
下钤一精巧图章。每次寄书还必附
一封短笺，那一笔清秀潇洒的钢笔
字以及充满书卷气的行文，总是令
我如沐春风，依稀看到中国传统文
人那种气定神闲的优雅情致。在当
今浮躁蹇促的世风中，这种情趣盎
然的赠书方式本身，就如同是山阴
道上的空谷足音。
陆陆续续的，我得到邓公十几

册签名本，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先在
我们的副刊上首发的。我每每在书
中发现这些熟悉的文字，都会感到
由衷的欣喜并会心一笑。邓公当时
非常勤奋，真可谓文思泉涌，新作迭
出，《水流云在杂稿》《文化古城旧
事》、《水流云在琐语》《增补燕京乡
土记》（上下卷）、《春雨青灯漫录》
《黄叶谭风》等等，都是在那段时间
问世的。据我所知，邓公不习电脑，
所有稿件都是手抄。作为编辑，我深
知如此浩繁的文字量，要一笔笔一

页页写出来，那要耗费多少心血和
精力啊！邓公毕竟是七旬老人了，何
堪如此重负？因此，每回与他通电话，
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劝导老人家放慢
节奏，注意节劳，不要给自己规定写
作任务。我还特别告诉他，我从来不
允许编辑们向他催稿，以免给老人造
成压力。但是，邓公却给了我一个意
想不到的回答———有一次，他在电话
中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说是编辑
催稿给了我压力，我的压力不是来自
他们，是来自我自己，是我自己催着
自己要赶紧写，还要多多写，为什么？
因为我耽误不起！你们还年轻，你们
哪里知道我们当年那种有话不能说、
有笔无处写的痛苦啊！你算一算时间
吧，反右三十年，“文革”十年，我们
耽误了多少时间啦……
我攥着电话听筒，默然良久。是

啊，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更有几个
三十年？邓公少读群书，怀抱利器，
本有兼济天下之志，但却生逢乱世，
难以独善其身。早年多逢战乱，他颠
沛流离，奔波南北。此后又因出身不
好，读大学时的恩师无一不是“反动
学术权威”，在极左风潮席卷中华大
地的几十年中，虽风华正茂却无用
武之地。而他最钟情也最擅长的中
国传统文化，则统统被扫进“封资
修”的垃圾堆。置身此境，他的内心
是何等孤寂与荒凉，恐怕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他才像被发现的出土文物一样，重
新为学界所重，而他的才思与妙笔
也才得以像火山爆发一般，喷发出
多姿多彩的锦绣华章。是的，对于邓
公来说，八九十年代堪称是他文化
生命的浴火再生和凤凰涅槃，他像
一匹久困樊笼的骏骥，一旦挣脱缰
索，立即纵横驰骋，腾骧于中华文化
的广阔天宇之间———邓公本名云
骧，那是一匹翱翔于云端的行空天
马。而后来被他改为云乡，这一字之
易，或许正折射出邓公一生坎坷的
人生境遇对其心态的深刻影响。

三
我与邓公的书缘，不光体现在

互相赠书上，更令我深感幸运的是，
邓公还曾带着我专门去上海福州路
的旧书店淘书。那是在邓公访深的
几个月后，我正好有机会到上海开
会，散会后就被邓公接到自己家中，
就住在邓公的书房里。每日朝夕相
处，开怀畅谈。那天，邓公说要带我
去淘旧书，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
我们一老一少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州

路。邓公对这一带是熟门熟路，很多
店员见到他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
有几位老者还要凑上来跟他窃窃私
语一番。可见，邓公在这个领域是绝
对的“大腕儿”，我跟在邓公的身后
似乎也提高了几分“身价”，那感觉
格外惬意。一边看书，一边听邓公给
我讲在上海旧书店淘书的门道———
邓公告诉我，上海是二三十年代中
国的出版业中心，你要挑选那个时
期的图书，非到上海来不可；还有，
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集散
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比北京、广州
都要多，你要淘这方面的书籍，也要
到上海来；此外，上海的线装古籍也
不少，这是因为周边的江浙一带，都
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读书的风气自
古就很浓厚，古旧书的流通量自然
是其他地方所没法相比的，而这些
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这个大
码头来交易，所以，时常能在这里遇
到意外的惊喜……
我们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

惊喜，是淘到了一册由江阴谢初霆
编撰的《汉熹平石经碑录》稿本。这
书是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粗粗
一翻，发现有些页眉页脚处，写着些
蝇头小楷异常精美，便拿给邓公审
看。邓公看过也觉得这书稿单凭这
一笔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况书中
所讲的汉石经，乃是印刷术发明前，
中华文化典籍传承发展的最重要载
体。这样一部很有学术性的手稿，不
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书肆冷
摊了。邓公说，你如果有兴趣，还可
以继续研究这门学问。要知道，石经
的研究原本是一门显学，顾炎武、万
斯同都写过《石经考》。只是近代以
来，西学兴起了，这门学问才冷了下
来。我见邓公如此看重这个稿本，当
即不讲价钱收入囊中。我见邓公面露
喜色，不禁自忖，邓公应该不只是因
为帮我淘到好书而高兴吧，他老人家
心里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欣慰：毕竟
这些老祖宗的学问，又有年轻一辈关
注并且喜欢了，这当中不正蕴含着
“薪尽火传”的象征意味么！

回到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
我们都有些兴奋。吃过晚饭，邓公把
那稿本要了去，说是再仔细研究一
下。我当然很乐意请老人家多过过
目。那天晚上，我发现邓公的房间一
直亮着灯，直至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邓公就起床了。

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指着摊
在桌面上的那册书稿，说他昨夜细
读了一下，觉得这位作者很不简单，
不光字写得漂亮，学问也做得扎实，
对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很有研究，对
残石上残存的每一个字，都逐字逐
句做出了精审的校订和考证。“你
瞧，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读书心得’
给你写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读书时
参考。”我连忙俯过身去观看，只见
在书稿的最后一页，邓公以那特有
的清秀潇洒的小楷行书，为我题写
了这样一段跋语：“侯军兄自深圳来
沪，联袂过福州路书坊，以五百番购
得此册。归后于灯下细阅，似汉石经
制版付印之剪贴校正清样，以线装
《辞源》零本翻转面粘贴成册者，应
为七十年前之旧物也，弥足可珍。惜
不知编者江阴谢初霆生平，唯其所
注之蝇头小楷舒展挺秀，一笔不苟，
足见前辈学人功力及严谨之态度。
晴窗展对，景仰久之。爰志数语于卷
末。乙亥重阳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
南窗下。蝠堂邓云乡。”下钦两枚小
小私印，跋前也盖上一枚迎首印，为
邓公常用的“红楼”二字。
这册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沪上之

行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得到这册
珍贵的稿本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也
曾数度研读，且又购回几册与汉代
石经有关的古籍（如嘉定瞿中溶《汉
石经考异补正》），但真正如邓公所
期望的投身于对这卷稿本的研究，
却始终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
无暇他顾，二是这门学问确实艰
深，我初入门径，难以上手。如
今，捧读邓公十多年前的跋语，字迹
犹新，声犹在耳，慨叹书存人杳，不
禁心生愧怍，怅然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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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从业三十余年$先后在天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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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圳大学兼

职教授%

!作者简介"

#

%&&'年

夏天 $邓

云乡先生

正在题写

册页

#

邓云乡

先生赠与

忘年交侯

军的手书

题诗

#

%&&'年秋天在上海开会!会后本

文作者侯军*右+由邓公*左+引领拜

访施蛰存先生*中+时的合影

#

邓云乡先生赠书给作者

的题记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