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

!

王
瑜
明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4年10月19日 星期日 第 !"!期 # # 责编：赵 美 视觉：叶 聆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曾听说，华东师范大
学的校园里，有个爱书的
老教授———读书界、文学
研究界大名鼎鼎的陈子
善。他爱买书、读书、研究
书，他是个爱书的人，也是
个藏书大家，他曾说，每本
书都有它独特的生命轨
迹。陈子善的家中，大约有
两万册的藏书，去世界各
地旅行，他必会买书回家。
前几天，我在华师大中文
系办公室找到了陈子善，
他，身材高瘦，笑起来两颊
往里凹，衬着尖尖的下巴，
很精练。我们的聊天就从
他刚出版的新书《纸上交
响》开始。

! ! ! !一直以来，坊间都有“如果你是个读书人，就不
会不知道陈子善”的说法。其实，除了读书爱书，陈子
善对古典音乐也很有兴趣。他和古典音乐的不解之
缘还得追溯到“文革”期间。当时他和邻班有位爱好
文学的同学鲁兄因为时常“交换”书看，成了莫逆之
交。鲁兄还有个拉小提琴的爱好，一次，陈子善被他
拉的《梁祝》深深吸引了，鲁兄告诉他，还有精彩的西
方古典音乐。于是，鲁兄介绍陈子善认识了小学同窗
陈兄，他也是文学迷加古典音乐迷。!"#$年到 %"&"

年间，他们三人时常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
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从此，古典音乐一直伴随
着陈子善。
“我在研究中发现，许多现代作家都与美术有

关系，其实，现代作家和音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陈子善说，他和曾经的同事格非在一起时，几乎不
谈文学，只谈古典音乐，格非还写过很多古典音乐
的随笔。“研究音乐的人做的事现在很多作家也在
做，所以我也加入了其中。”陈子善说，新书《纸上交
响》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就是他写的现代作家
和古典音乐关系的文章。“郭沫若、郁达夫、丰子恺
的作品中都写到瓦格纳；徐志摩专门为瓦格纳写过
一首诗；沈从文对莫扎特十分着迷，也许和夫人张
兆和的弟弟张定和有关，%"'&年，他写过一篇《定和
是音乐迷》，记述他和张定和的音乐因缘……”陈子
善娓娓道来。
《纸上交响》的第二部分，记录的是陈子善听古

典音乐的体会。“我比较喜欢冷门
的作曲家。”说到这里，他笑了
起来，“前年去斯洛伐克访
问，我让人带我去唱片店，专
找冷门的唱片买。”巧的
是，在一家店里，陈子善找
到了他十分喜爱的作曲家
胡梅尔的碟片，意外的收
获是还顺便去了他的故居
参观。“我竟然是第一个来参
观的中国人。”陈子善很自豪。
说《纸上交响》初步梳理了

!"()年代到 *)年代现代作家与
古典音乐的各种因缘一点不为
过，陈子善用活泼的文字讲
述了鲁迅、郭沫若、郁达
夫、徐志摩、沈从文、
刘荣恩、张爱玲、
傅雷等与古典
音乐家的关
系，说文
又谈史。

! ! !陈子善常说，他的文学启
蒙从旧书店开始，由此走上
了藏书之路。他小时候住在
虹口区东余杭路，那时属于
提篮桥区。在他的记忆中，他
从初三开始逛上海旧书店的
提篮桥门市部。“当时已是
‘文革’前夕，旧书店里还有
不少好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的‘文学小丛书’、中华
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
典文学普及读物’，价廉物
美，我经常一次买好几本，马
南邨（即邓拓）的《燕山夜话》
也是那时买的。”陈子善的阅
读兴趣越来越浓，兴致好的
时候，放学后还会走半个多
小时，去上海旧书店四川北
路门市部看书。
工作后，陈子善从事过

《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同
时参加了现代文学的教学工
作，图书馆的藏书已不能满
足他的需要，借阅图书在当
时也有很多限制。于是，陈子
善再次求助于旧书店，又成
了上海各种旧书店的常客。
但在那时，进入旧书店买书
必须要有介绍信，陈子

善被挡在了门外。
一次，他在书
店遇到在上
海新闻出版
局工作的倪

墨炎，正巧，倪墨炎要把一本
买重复的书退掉，陈子善一
看，竟然是沈从文的《边城》初
版本，还是毛笔签名本，陈子
善要求让给他，结果只花了
)+&)元，就把这本书收入囊中。

陈子善始终保持了对旧
书的爱好，他说，旧书带着很
多记忆和故事，收藏旧书就是
收藏历史。由于经常逛旧书
店，许多旧书店的老板也认得
了陈子善，大家常常一起喝茶
聊天，偶尔也会帮他留意好
书。陈子善说：“旧书店存在的
意义，就是帮书找读者，帮读
者找书。”

买旧书、读旧书，去国外
旅游，即使不买纪念品，也要
买几本书。和旧书打了那么多
年交道，陈子善的藏书也越来
越多，问他有多少，他笑答：大
概有 (万册。陈子善家住梅川
路，他的家就是他的书屋。“我
家的客厅就是我的书房”，他
说，进门就可以看见董桥先生
的四字墨宝：“梅川书屋”。客
厅的两面主墙排满了顶天立
地的书橱，曾在华师大图书馆
工作过 ,年的陈子善，整理图
书很有一套，他按照作者分类
将所有书整齐摆放。“我母亲
去世后，她的房间也成了我的
书库。我曾住的老房子，现在
也是我的书库。”

! ! ! !陈子善是国内研究张爱玲最有影响力的人
之一。我们的话题兜了一圈，必然回到张爱玲。
陈子善对张爱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年代中
后期，而且纯属偶然。-",&年，陈子善研究鲁迅
的弟弟周作人，在搜集他的作品的过程中，发现
了张爱玲 !".) 年代初在上海《亦报》上用“梁
京”笔名连载的小说《小艾》，这是张爱玲本人从
未提起过的作品，文学界也根本不知道。-",$年
-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刊登《小艾》后，引起很大
轰动，出现了“张爱玲震撼”。张爱玲还有文章散
失在各种报刊上吗？带着这样的想法，陈子善开
始了对张爱玲的研究，重新梳理她的文学创作。
然而，当时张爱玲还健在，她并不希望别人

看到这些作品。“可能她对这些作品是不满意
的，或者当时她不愿重印这些作品。但我想，作
为研究者，我有责任把这些作品挖掘出来，供研
究使用。”陈子善说，让他释然的是，张爱玲后来
对他的发掘还是认可的。张爱玲最后一本书《对
照记》中收录了几篇陈子善后来发掘出来的张
爱玲的前期散文，说明她已经承认了陈子善的
发现。《对照记》出版时，张爱玲的姑父李开第也
健在，陈子善时常和他见面，请教一些问题。有
一次，李开第问陈子善：我正要给张爱玲写信，
你有什么要求？陈子善表示希望得到《对照记》
的签名本。过了一段时间，他果然收到了一本从
台湾皇冠出版社寄来的《对照记》，封皮上写着
“张爱玲女士嘱寄”，虽然不是签名本，陈子善已
经很高兴了。
这些年来，陈子善发掘出了不少张爱玲散

落的作品，也发现了跟她生平有关的不少大小
事件。有一年台湾作家雷骧到上海拍张爱玲的
文献纪录片，因为张爱玲中学的资料许多都保
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所以陈子善就跟他一起
去，把圣玛利亚女校年刊一年一年调出来，又发
现了张爱玲最早的一篇小说《不幸的她》。

! ! ! !陈子善养猫始于 !""#年代中期! 当时"邻

居养了只猫"可那只猫常被主人家的小孩捉弄"

猫不开心了"就去陈子善家玩"陈子善自此和猫

结缘! 后来"这只老猫生了一窝小猫"又遇上搬

家"陈子善就带了一只小猫来到了新家!

最多的时候" 陈子善养了三只猫" 老大陈

皮#老二陈弟和老三陈多!老大是陈子善的学生

送的"取名$皮%"据说小时候特别调皮! 老二是

太太同事家的老猫生的小猫"取名$弟%"是因为

它是陈皮的弟弟! 老三则是陈子善捡回家的流

浪猫"取名$多%"意思是多出来的意思!如今"和

陈子善最亲的老二已经去世了"老大年事已高"

已成了老猫!

和陈子善聊猫"可以聊很久"说到现代文学

史上爱猫的作家"他更如数家珍"甚至专门收集

整理现当代作家写猫的作品" 编辑出版了一本

&猫啊"猫'的书!&猫啊"猫'由于篇幅的限制"虽

然只收录中国作家关于猫的散文" 但把这些中

国作家琳琅满目的猫文集中起来考察" 就仿佛

在读一部另类的 $#世纪中国散文史! 后来"他

又编选过一本&猫'!

为了能让猫在家玩得开心" 陈子善还专门

准备几堆不那么重要的书和报纸"供猫抓! $它

们很聪明"一般要(练爪)"都会去专门的地方"

不会搞错! 基本不会在我的藏书上搞破坏! %

爱
藏
书
的
老
教
授

陈
子
善

与猫结缘 为猫出书

写书《纸上交响》新谱就

藏书 文学启蒙始于旧书店

编书 发掘张爱玲早期作品
! ! ! !陈子善"文学史家"&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

史研究和教学!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后来在周作人#郁达

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

掘#整理和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张爱玲生平

和创作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 著作有

&文人事'#&发现的愉悦'#&沉香谭屑*张

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中国现代

文学史实发微'+新加坡版,等多

种"编订现代作家文集#

全集和研究资料

集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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