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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书 成 串 儿

整理书房，发现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意写作
系列的书散放在书架上，有好多本，就把所有该系列
的书归拢一下。归拢的结果让自己有些吃惊，竟然有
49册之多，其中有两册重复的。查看出版时间和书中
零散的阅读记录，想起第一次买这个系列的书是2012
年，在书店偶然看见其中一本，出版前言说创意写作
在美国早已作为大学或研究生的一门课程，人民大学
开始引进和出版这门课程的教材，封三折页上还列了
大概五六册的目录，于是买回家开始看。觉得不错，
就按照封三折页的目录继续买。边买边读，发现这个
陆续出版的书目越来越长，一页放不下又换了个新系
列接着一本一本列出来，结果就跟着这个目录买了五
六年，虽然已经将近50册，竟然还没买全。也跟以前
一样，刚开始买还读了几册，后来变成买回来读几
页，最后变成纯粹的买书藏书不读书了，看见这个系
列的书就买，仅仅是因为成套的缘故。这种情况，在
外国已经被定义成一种病症，叫“藏书癖”。

买书的人自己是不会承认有病的，所以我认为这
只是买书成串儿而已。除了上面说的成套的书必须买
全以外，还有其他买书成串儿的情形。比如，一种是
买了唐诗三百首，就要往后买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
首，还要往前追乐府诗集，然后是汉赋、楚辞，直到
诗经三百篇；纵向的买了一整串儿，还要横向买全唐
诗、全宋词、全元散曲等等。另一种是买了一套289册
的二十五史，野心勃勃地开始读史记第一册的时候，
发现好多字不认识，新华字典里又查不到，于是买收
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读到汉书的时候，又发现
地名总变化，不好记，再买一套八册的《中国历史地
图集》；然后还有每一史的入门、导读、选译，于
是，从吃羊肉串儿变成了吃烤全羊。

因为不承认有病，所以一直在为自己的这种行
为寻找理论依据，前些天翻看微信朋友圈里的一篇文
章，发现我的这种情形在理论上叫“冗余”，就是通
过多余的甚至啰嗦的方式进行重复备份，从而保持系

统的可靠性、连续性和应用性。这篇文章举的例子不
是读书，而是养猪——文革期间，几位教授被下放养
猪，一头猪跑进棉花地，找不着，抓不住。正当大家
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数学教授想起了冗余理论，把猪
圈里剩下的猪都放进了棉花地，结果成群的猪，既容
易找，也容易赶，等把整群的猪赶回猪圈的时候，发
现丢的那头也在里面了。所以，如果只养一头猪，丢
了可能就找不回来了，买书读书和养猪一样，也需要
冗余。虽然“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但总看一本会乏味，也不够用，必须把前后左右相关
的诗词歌赋都拿来读，才能养成读书习惯，既能读进
去，又能用得上。一本写作书读10页，买50本就至少
能读500页，写作水平肯定能提高。还有，孩子小的时
候也曾经给孩子买了很多书，当时想，买一本书能认
一个字，买一千本书能认一千字，也是值得的。

现在看来，买书成串儿，或者想吃羊肉串儿，订
一只烤全羊，都不能叫有病，这叫“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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