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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书房

古代文人的书房一般必须要摆放的

书房家具有书桌、书椅、书柜或者博古

架，每个时期的书房家具也各具特色，李

白的书房设计很简单，一张书椅，一张书

桌，书桌上摆放笔墨纸砚等，书架上摆放

文史典籍，李白的诗作就是在这样的书

房诞生的。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

诗仙。

陆游书房老学庵

南宋诗人陆游年老体衰，依然坚持学

习。用一句时髦的话概括：叫活到老，学

到老。基于此，陆游晚年的书房便取名

叫老学庵。

刘禹锡书房陋室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篇脍炙人口的

文章，说的正是自己的书房。一篇《陋室

铭》，既表达了诗人高洁的志行和安贫乐

道的情趣，也使得他的书房——陋室名满

天下。说老实话，刘禹锡的书房是个名

副其实的陋室。他的书房不仅兼有卧室

的功能，而且竟然“苔痕上阶绿，草色入

帘青。”但是，因为刘禹锡的德行和才华，

我们完全可以说陋室不陋。

张溥书房七录斋

明代文人张溥，酷爱读书，凡是所读

的书必定亲手抄写，诵读数遍后烧掉，然

后再抄，再读，再烧，如此反复六七次，他

的书房即由此得名，曰：七录斋。

蒲松龄书房聊斋

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则在路边摆

起茶摊，免费提供给来往过客，路人只需

讲个故事或陪他聊天即可。这就是聊斋

的由来。在这间名为聊斋的书房里，蒲

松龄创作出了不朽的《聊斋志异》。

梁启超书房饮冰室

梁启超自称饮冰室主人，在他的书房

饮冰室中，成就了奇绝文章，身处清末乱

世，仍旧保持冷峻的思考，给人以启迪。

田壮壮引发的启蒙

“著名导演田壮壮1996年到合肥曾小

住半个月，是我全程陪同的。而我第一次

知道电影碟片，就是从他那得到的讯息。”

原来，当初田壮壮对赛珍珠的《大地》

产生浓厚兴趣，知道赛珍珠曾在安徽宿州

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便通过编剧找到祝凤

鸣了解情况。在他居住合肥的时间里，祝

凤鸣始终陪伴。

一天，田壮壮的助理突然问祝凤鸣：

“您知道合肥哪里可以买到电影碟片的？”

这一下把祝凤鸣问懵了。在此之前，他只

知道磁带，对电影碟片的概念一无所知。

情急之下，他只好说：“在城隍庙！”因为那

里有很多卖磁带的小店，所以给出了这个

答案。

“助理的发问，实际上也就是田壮壮本

人的要求。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碟片里

肯定有‘宝贝’，才会让大导演如此重视！”

祝凤鸣回想道。

从深圳开始的收藏路

从田壮壮那得到的讯息，让祝凤鸣对

电影光盘也产生了兴趣。只是当时合肥

卖DVD碟片的很少，因而他能买到的也只

有寥寥几张。

1999年去深圳出差，是他收藏的一个

转折。

去深圳是在采访《我的小学》的过程

中，祝凤鸣碰到了在安徽的老朋友郭熙

志，那会儿，老朋友在深圳电视台任纪录

片导演。在闲聊中，祝凤鸣透露买DVD碟

片的想法，郭熙志立马自告奋勇，带他去

了相熟的专卖电影光碟的店，在那里，祝

凤鸣在老朋友的推荐下，一口气选了200

多张电影DVD碟片。

“那批碟片对我的眼界和影响很大。

其中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

凝视》印象最深。”

这一路走来，祝凤鸣逐渐收纳了几万

张的电影DVD碟片。如今，由于数目很多，

他把碟片按国家分成了20多个类别。

只看大师的电影

在祝凤鸣的收藏目录里，没有一张是

有关好莱坞商业片：“全部都是艺术片，都

是大师级导演的作品。”

现在他买得少了，只有出现新的好碟

片他才会再买下：“各国的电影大师的所

有作品我这都能找到！”

这些碟片，对祝凤鸣的意义不仅只是

收藏或知识的了解，而是成为了他的精神

支柱。

当他在写稿时，每遇到困惑和沮丧，他

都会选些电影来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的电影我经常看，而安哲罗普洛斯的《养

蜂人》是我的最爱，看了有十几遍之多。

每次从电影里，我都能和主人公产生精神

共鸣。”

对他来说，它们，更多的是，孤寂时候

精神的陪伴。

祝凤鸣的书房：
电影的诗意灵魂

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说起祝凤鸣的名字：“他是个诗人！”

是的，他是个诗人，人们读起他的作品，总是和“忧伤”、“神秘”、“唯美”等字符画上

等号。殊不知，在1998年，他曾经任职于安徽电视台社教中心期间，其电视纪录片《我的

小学》曾获“金熊猫”国际纪录片大奖，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及最佳编导奖。而论文

《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锐度与广度》曾获“第二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

奖”。

祝凤鸣说，他把电影当成真实的存在，从主人公的苦难中得到力量：“电影就是诗！”

因而，在他偌大的书房里，我们看到了数万张电影DVD碟片，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

位置。 张亚琴 文/图

历史名人文豪的
书房

历代文人雅士非常注重自己的书房，

书房是文人心灵的栖息地，在这方小小

的天地里，可读书抚琴，可吟诗作画，可

焚香品茗，亦可执棋对弈，悠然自得。一

般来说，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房。有了书

房，就得有书房名。文人的书房也是如

此，不仅名号要字斟句酌，颇为讲究，书

房名中所包含的意思更是五花八门，丰

富多彩。

张亚琴

人物简介人物简介：：

祝凤鸣祝凤鸣，，19641964 年生于安徽省宿松年生于安徽省宿松。。诗人诗人，，艺术评论家艺术评论家，，纪录片导纪录片导

演演。。 著有诗集著有诗集《《枫香驿枫香驿》》等等。。 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录片《《我的小学我的小学》》曾获曾获““金熊猫金熊猫””

国际纪录片大奖国际纪录片大奖。。现居安徽合肥现居安徽合肥，，任职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所任职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所，，

从事历史与艺术研究从事历史与艺术研究。。

近万册的“宝贝疙瘩”

受研究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祖父影响，钱念孙接

触到了很多的古籍。开始，他并不明白这些又破又

旧的书籍有何价值，可耳濡目染久了，他认识到古

籍版本与善本的不同，也开启收藏古籍之端。

“在我书房近1万册的线装书里，主要是文史

哲类的古籍居多，还有安徽地方文献、各种诗文集、

带版画的书（现称插画），这其中，有很多都是手写

上版刻印精美的软体字。”钱念孙说起那些“宝贝疙

瘩”们，很是骄傲。

说着，钱念孙拿出一套用纸精心包好的线装

书，只见书中标签上写着，《毛诗稽古编30卷》：“你

看，这套书共8册，是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 年）的

庞氏刊本。像这样的书，现在的价值要比几年前翻

了好几倍！”

拍卖会上品“酸甜”

原来，钱念孙的古籍大多是在北京、上海、天

津、山东、四川等地的拍卖会上买来的：“这些拍卖

机构会定期寄些拍卖图录给我，我得闲时翻翻，如

果看到满意的，有时候去拍卖现场买下来，有时候

就打个电话委托竞拍。”

而买了这么多年的古籍，钱念孙最大的感慨就

是：“书价涨得太快了！”

他举了个例子：前几年，他在北京琉璃厂的中

国书店（注：中国书店是 1952 年成立的，它主营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类书籍，包括古籍善本、

碑帖字画及新印线装古籍），看中一套康熙年间

的书，共 40 册，开价 4 万多。钱念孙觉得价格偏

高，但还是买下了它。没想到过了两年，钱念孙

再去时，看到书店还有同样的这套书在卖，只是，

价格翻了9倍。他心想：“价格涨得太快了！这么

贵，肯定没人买”。没想到过两天再去时，已看不

到这套书的踪影了，书店工作人员告诉他，最后

一套也卖掉了。

新善本的“民国旧书”

钱念孙曾出过一本书，名叫《无法尘封的历史

——抗战旧书收藏笔记》，当时在收藏界引起不小

的轰动，在当年还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奖。

说起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并不是偶然。早在

1994年，钱念孙作为国家公派高级访问学者，赴英

国杜伦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大半年。期

间，他在两校的图书馆里，翻阅台湾和香港地区出

版的有关抗战史的图书时，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因

为书中讲述的内容与他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有很

多不同之处。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钱念孙

的心中充满疑问。

2005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六七千册民国旧书翻

检一遍，发现里面有关抗战的旧书有两百多种，这些

旧书全部是抗战当事人所写，并在当年发表印行的，

真实性非常之高。

“新善本中‘新’字的含义是相对古籍旧善本而

言的，其收藏范围是从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之前的书刊资料及名人手稿书札。它记录了

近现代中国经历的多次革命变革，见证了近代中国

历史发展最动荡的时代，具有极大的历史研究价

值。有时甚至比古代线装书的价格还高。”钱念孙

解释着。

收藏古籍和旧书，对钱念孙而言，更是一种享

受：“在这些书海里，我获取知识的养分，而且，古

人做书不惜工本，是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做。而这

种艺术上的陶冶，现在却由我来分享了。”

钱念孙的书房：
古籍和民国旧书的世界

它们，记载了一段厚重而悠长的历史；它们，是早已成为过去但永远鲜活的经典；它们，已落下帷幕但

仍与我们血脉相连过往……

它们，是钱念孙书房里最珍贵的一部分：线装古籍和民国旧书。

“阅读古籍，是一次智慧之旅。从那里，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祖先，也发现了我们自己。正是有了这样

的大智慧，我们才能如此骄傲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多年的收藏兴趣，钱念孙是如此评价的。

张亚琴 文/图

人物简介：

钱念孙 ，安徽芜湖人，现为全国人

大代表、省文联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盟

安徽省委副主委。出版著作23部，发表

论文两百余篇，先后五次获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两次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三次获“中国图书奖”，另获“冰心文学

奖”一等奖、“田汉戏剧奖（戏剧理论

类）”一等奖等。

偶得奇石形如神龟

萧迹说，自己是个急性子的人，做事

也常是随意性。这书房的得来也很偶然。

2007 年 9 月，萧迹陪一朋友去买

房。没想到在一售楼处，在销售人员的

推荐下，倒是萧迹自己当即交了定金买

下这一室一厅的小户型。

房子是定下了，可思前想后这房子

自住投资都不太适宜。萧迹说，好在自

己总能为做的事情找到理由。“我的朋友

比较多，平时相聚时不是在茶社就是在

咖啡屋，到了公众场合就有了种种限制，

而有了自己的空间，那一定就是尽兴的

事了。”

房子装修好后，便时不时地有朋友

送来一些必需品。其中有一位朋友主动

上门要送给萧迹一块百年奇石。萧迹一

看此石头形如千年老龟，甲裙层叠，青色

纯正，心中便很欣喜。“古人云：得千年龟

宝石者，贵！此石亦是人生幸事啊。”

在朋友的帮助下，将此石运回小屋

中，便有了这“石龟趣缘斋”。

抛开名利静心创作

在萧迹的书房中，最能体现宁静祥

和的便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南无

阿弥陀佛”，是弘一法师生前的作品。

那时，萧迹刚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一位学佛的朋友将珍藏已久的这幅字送

给萧迹并告诉他：“在文学创作中，一定

要抛开名利思想，静下心来，沉下去，多

思考多体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除了写作，萧迹也很喜欢收藏，还因

此特意弄了一个博古架摆放古玩。不过，

仔细观察发现博古架上始终空着一个位

置。萧迹说，那里曾经摆放着自己最喜爱

的一件宋钧窑荷叶执碗。“当时费了不少

劲从一个收藏家那里淘来的，后来忍痛割

爱送给了一位外地朋友，不曾想被他小心

翼翼地呵护回家之后，却掉到地上碎了。

从此，博古架上那个空格我再也没有放其

他的古玩了，一直为它而空守着。只为了

我自己心中的那份愧疚。”

努力成为有责任感的作家

陕西向来是一块文学热土，涌现出

了一批文学大家。而萧迹也深深地受到

他们的影响，在他的书房里也很容易发

现这样的印记。

萧迹和陈忠实先生的这张合影拍摄

于陕西方言小说《白鹿原》首播座谈会

上。而萧迹和陈忠实很早便相识了，早

在2002年，长篇小说《团委书记》出版不

久萧迹便去拜访过陈忠实。当时，陈忠

实对于年轻作家的关爱，让萧迹很是感

动。“他是一个低调豁达的人，总是无私

热情地帮助他人。”

陕西省作协搞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

研讨会，也是提升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平

的好机会。萧迹和贾平凹先生的合影便

拍摄于研讨会期间。

“他们在我的创作之路上，给予了很

大的支持。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

着我，让我努力地去成为一个有责任感

的作家。”

萧迹的书房：
趣缘斋中博古论今

萧迹给自己的书房取名“石龟趣缘斋”。在他看来，隔三差五，携一两友品茗赏

画、观石鉴宝、谈古论今，是人生一大乐事。志同道合的朋友能相聚在一起，便全凭这

一个“缘”字。至于书房的“镇宅之宝”——石龟，与萧迹更是缘分匪浅。

在这一方小天地，写作、书法、绘画、篆刻……萧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体会“活

着，并努力快乐着”的人生。 朱玉婷

人物简介：

萧 迹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生于鲁，长于秦。吸秦鲁

之文化，笔耕不辍。已出版长

篇小说《网上杀手》、《团委书

记》、《宣传处长》、《平凡人生》、

《活给别人看》、《谁是你的情

人》、《面子》、《古城》、《大铁

路》，散文集《请珍惜在一起的

日子》，共300多万字。

钱念孙的收藏钱念孙的收藏：：首次被中国学者陈启修翻译的首次被中国学者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资本论》、》、鲁迅在日本留学写的鲁迅在日本留学写的《《中国矿中国矿

产志产志》、》、陈三立所题的陈三立所题的《《合肥诗话合肥诗话》》（（从左至右从左至右））

祝凤鸣的电影DVD碟片占据了他书房的大半空间

萧迹的“趣缘斋”中博古

架上陈列了他收藏的古玩

奇石形如千年老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