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半亩荷塘留清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半亩荷塘留清梦>>

13位ISBN编号：9787510430459

10位ISBN编号：7510430453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朱自清

页数：227

字数：1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半亩荷塘留清梦>>

前言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
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
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
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
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
他没有说哪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
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
；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
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
握。
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
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
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
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
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
《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年）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
夏丐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
章。
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
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
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
第二是短篇小说。
⋯⋯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
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
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
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
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
；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
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
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
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
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
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
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竞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
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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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
⋯⋯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
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
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
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
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
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
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
——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
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
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
不因此抹杀的。
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
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
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
原有的位置。
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
，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
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
不同的价值。
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
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
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
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
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
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
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
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
。
——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
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
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
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
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
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
做诗。
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
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
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
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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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
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
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
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
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
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
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做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
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
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
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
的。
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
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
但火就不如此。
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
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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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朱自清先生的46篇经典散文。
这些散文在内容上或是写亲友间的交往、家庭里的琐事，或是写真实的见闻和感受，或是发表真实的
议论，虽然题材上较为狭窄，但是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包含了作者对社会与时事的思索以及对生活的
独特理解。
书中作品构思精巧，文笔秀丽，语言质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面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
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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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散文家、诗人。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1年至1932年之间留学英国，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大学
任教。
1948年因病逝世，享年50岁。

朱自清一生著述丰厚，包括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等多个方面，约二百万字。
其中，他的散文成就最大，历来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温柔敦厚之美”。
主要作品有诗与散文合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及文艺论著《诗言志
辨》、《论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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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白采 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
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
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
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
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儿；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
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
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
，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
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
人。
 “不打不成相识。
”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
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
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
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
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
我很懊悔我的徐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
正在这时，平伯转来自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
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
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
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
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
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自解，听之而已。
 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
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
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
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赢疾者的爱》给我看。
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
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
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
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
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
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
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
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
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
天啊！
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
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
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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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
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
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
上海的西门地方。
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
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
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
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
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
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
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
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
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
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半亩荷塘留清梦>>

编辑推荐

《半亩荷塘留清梦》中作品构思精巧，文笔秀丽，语言质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面貌，具
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半亩荷塘留清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