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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家”叶灵凤的藏书情怀

对于当下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叶

灵凤”这个名字显得较为生疏而遥远。

在阿来书房的分享会上，就有一位读

者提问李广宇，为何对如此“冷门”的

一个现代文人有如此探索、书写、推广

的热情？

李广宇回答说：“他是冷门的，但是

本不该这么冷门。这也正是激励我进

行叶灵凤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李

广宇看来，叶灵凤曾经被误解、被忽视、

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但一旦走近他，

深入到他的独特世界，会发现他被低估

的价值和被忽视的魅力。事实上，除了

别具一格的读书随笔，叶灵凤在绘画装

帧、小说创作、报刊编辑、文学翻译、香

港史地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卓著的

成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叶灵凤

《读书随笔》在内地读书界的一纸风行，

同样喜欢书、喜欢写读书随笔的李广宇

宛如找到了一个“超级知音”。身为法

学专业人士的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一直未曾停止对叶灵凤的追寻。

叶灵凤是江苏南京人，早年在上海

求学、工作，之后长期居住在香港。他

用文艺散文兼科学小品的笔法写出的

《香港方物志》，填补了香港方物记载的

空白。这是一部集合了香港史地、花草

树木、动物虫鸟等各种资料的书，内容

出自他在 1953 年于报纸副刊开的专

栏。这些短文不但资料丰富，更经过多

番查考求证。因此叶灵凤被视为香港

史地研究的先驱。

以“爱书家”自称的叶灵凤，对古今

中外的书籍涉猎极广。“不停地藏书、买

书、读书、写书贯穿了他的一生。在

1938年到香港躲避战乱之前，他就已经

藏书上万卷，其中不乏珍本。但叶灵凤

是一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不是死

守书籍的书奴。”李广宇说。

叶灵凤所藏有关香港书籍特别丰

富，其中有中文、英文、葡文。“他最得意

的藏书就是一部清朝嘉庆年间的《新安

县志》。在近年新版的《香港方物志》

中，第一幅插图就是《新安县志》所载九

龙沿海岛屿地图，第二幅插图是《新安

县志》卷三《物产志》书影一页，以上特

别标出‘作者藏’的字样，可见他对藏有

这部海外孤本的欣悦之情，真是跃然纸

上了。”李广宇说。

因深圳、香港历史上同属宝安（新

安）县，《新安县志》所载所记，皆事关两

地共同历史，所以非常珍贵。《新安县

志》不仅是最完备记录深港两地历史沿

革、经济状况、社会变迁和人文风物之

文献，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记载深港

地区全史之官修县志。如今以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角度视之，《新安县志》更有

寻根问祖的文化纽带作用。

李广宇说，叶先生生前曾断然拒绝

西方某图书馆的重金开价，他的家人在

他过世后，遵照他的心愿，将这部海外

孤本捐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

叶灵凤与鲁迅之间的“论战”

谈叶灵凤，不能不谈到鲁迅。当

年，鲁迅与叶灵凤之间有过几次笔墨官

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那

个年代言辞激烈的‘辩论’是常见的，我

觉得不要污名化他们之间的论战。”两

人之间的论战，周之江用“相爱相杀”来

总结，这也得到了李广宇的认可。

“叶灵凤与鲁迅，同气不相求。”在

李广宇看来，叶灵凤年少气盛，初生牛

犊不怕虎；鲁迅则秉持“一个都不宽恕”

的斗争精神。但细究起来，两人其实在

许多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

两人都很喜欢美术，都喜欢做图书装帧

设计，都欣赏英国‘短命鬼才’比亚兹

莱，钟情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甚至共

同为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木刻连

环画故事集作序，两人还都是新兴木刻

运动的推手，等等。”

至于一度笼罩在叶灵凤身上的所

谓“汉奸”疑云，李广宇说：“已经有确切

档案资料表明，叶灵凤不仅不是汉奸，

还是在隐蔽战线为抗战服务的情报人

员。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字里行间，都

充满了对故国的怀念、向往和眷恋。南

国红豆最相思，他相思的，就是心心念

念的祖国。”

一个复杂丰富多才多艺的
宝藏人物

作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科班生，

叶灵凤加入创造社出版部之后，为创造

社的刊物绘制了大量封面、插图和装饰

画。他自己主编的多种杂志也以图文

并茂著称。后期，他虽然不再作画，但

对于美术的喜好始终未变。他收藏了

大量名画复制品和画册，并且在报刊上

撰写了很多美术赏析文章，可以说，他

为读者领略西洋名画之堂奥提供了难

得的指引。

叶灵凤还是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

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这次李广宇入川

分享，特别带来了一整箱珍贵的叶灵凤

版本，在阿来书房做了一个“李广宇珍

藏叶灵凤版本展”。其中有叶灵凤自己

的小说散文集，有他的翻译作品，有他

主编的杂志，更有他的多种装帧设

计。面对这些百年旧刊，参观者无不

惊艳于书籍的历久弥新，也惊艳于它

们的美艳和前卫。李广宇指出，叶灵凤

对于装帧艺术的贡献远被低估了，值得

深入挖掘。

在阿来书房的交流互动环节，有读

者问李广宇：您能否对叶灵凤究竟是怎

样一个人做个简单小结？李广宇回答：

“叶灵凤是一个复杂丰富、多才多艺的

宝藏人物。同时，他又非常简单纯粹

——爱书爱画，爱国爱港。”

在分享活动中，李广宇还特别转达

了叶灵凤女儿叶中敏对于他这次在成

都作分享活动的祝贺：“她和她的家人

特别感谢广大读者对她父亲的关注和

喜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祖木热提

图片除署名外由阿来书房提供

来蓉细述宝藏作家的隐秘故事
李广宇：叶灵凤是真正的“爱书家”

在很多人的阅读经历
中，都有可能会持续追

读一个特定作家，但像李广宇这
样，几十年痴迷叶灵凤，不间断地
阅读、发掘、研究，一再捧出相关
著述的，不太多见。叶灵凤到底
有什么魅力吸引他如此投入？他
从叶灵凤那里获得了哪些珍贵的
滋养？

10月14日下午和15日上午，
李广宇携新书《南国红豆最相
思》，先后来到2023天府书展的两
个分会场——轩客会书店和阿来
书房，作了两场主题分享。他为
成都读者详细讲述他为什么痴
迷叶灵凤，全面讲述自己研究、
收藏叶灵凤相关作品的心路、收
获，详细讲解叶灵凤的方方面
面，尤其是叶灵凤的藏书、读书
世界，带读者一同跨时空畅享藏
书家的纸间瑰宝。

在阿来书房举行的分享会
上，来自贵阳的爱书人、孔学堂文
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之江担任主
持。周之江也是一位叶灵凤粉
丝，他透露自己很早就读到叶灵
凤的文章，非常喜欢，没想到这次
能与叶灵凤研究专家李广宇面对
面深入交流对谈。

李广宇（左）与周之江在阿来书房对谈。

叶灵凤为郭沫若翻译的外国
文学作品设计封面。

叶灵凤与潘汉年1926年创
办的杂志《幻洲》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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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宇在阿来书房。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