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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熟悉和热爱萧乾先生作品的读者很多。
他是一位集著名作家、著名记者、著名翻译家和著名学者四重身份于一身的前辈，而且在每一个领域
，他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萧乾先生30年代初开始写作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短篇小说中的不少篇章，都带有明
显的自叙传性质，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他的散文作品也是独树一帜，不论是早期创作中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散文作品，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
末以后写的大量说真话、抒真情的优美散文作品，都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热血心
肠。
　　作为一位著名记者，他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即开始写作通讯特写作品的。
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写的那些国内通讯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写的那些欧洲战地通讯特写，
都蕴含着深沉的哲理，并具有优美的文采，是今天的大众传媒从业人员，应该认真精读，作为典范文
章加以学习的。
　　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好兵帅克》、《里柯克小品选》、《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培尔·金特》、《屠场》、《战争风云
》（与人合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等书，他的辛勤劳动，让我们能够认识和了解这些外国作
家，同时也为今天的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学习语言技巧的范本。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80岁的高龄之后，还与夫人文洁若女士一起，携手翻译出版了乔伊斯的巨著
《尤里西斯》，这种敬业精神，堪称典范。
　　作为著名学者，他用自己的睿智与豁达，把他本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细微观察，化作
朴素简练的真知灼见，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告诉给了读者大众。
　　萧乾先生不仅用中文写作，不仅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而且还用英文写作。
20世纪40年代在伦敦，他就出版过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并非华夏》、《吐丝者》、《龙须与蓝图》和
《千弦琴》等书。
80年代他又用英文写作了《及其他》、《及其他》等书。
　　像萧乾先生这样，将四种著名身份集于一身的人物，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或现代新闻史上，实属
罕见。
萧乾先生本人在《回忆创作生涯六十年》一文中曾经自谦地说过：“综观我这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
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其实，只要看一看萧乾先生在文学、新闻、翻译、学术、英文写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可
以说，仅仅说萧乾先生在事业上“两栖”是远远不够的，不妨说他是事业上的“四栖型”，甚至“五
栖型”。
　　萧乾先生儿时不幸，命运多舛，但他凭着超人的志气和艰苦的个人奋斗，完成了高等教育，在青
年时代，就成为享有盛名的记者和作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位游遍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深知中国是如何贫穷与落后的著名记者，这个对中
国、对世界都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著名作家，坚决地谢绝了英国剑桥大学等的规劝与邀请，毅然决
然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即使以后遇到了种种预想不到的打击与厄运，他仍然初衷不改，坚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同时，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智者，他又具有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他殷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克服诸多的弱
点与不足，走上真正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康庄大道。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对民族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关切，都是中国知识份子衷
心敬仰的品格。
　　1995年春天，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庞旸女士约我编选《萧乾名作欣赏》一书，我立即非常高兴地答
应了。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此书原版已于1998年顺利出版，全书共40万字。
　　今年夏天，庞旸女士告诉我，中国和平出版社决定再版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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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读者朋友们提供更好的视觉享受，需要增加大量照片，并把文字部分压缩至适当的篇幅。
因此，在重新编选的过程中，不得不对第1版里收录的萧乾先生名作的若干篇目及其鉴赏文割爱；同
时，对仍然保留在此的“序言”和诸篇“鉴赏文”也作了删节。
　　本书的编目仍按体裁分类，按写作日期先后排列顺序。
唯有特写部分的欧战通讯几篇，是按事件发生的顺序排列的，这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因为有的通
讯是后来补写的。
　　在此，感谢文洁若先生为本书提供家庭照片。
也再次感谢鉴赏文的诸位撰稿人，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都是热爱萧乾先生作品的
人士。
他们各自都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写了出来，附在每篇原作的后面，供读者诸君在阅读萧乾先生作品时
参考。
附录部分收入了文洁若先生作《萧乾作品要目》，以飨读者。
　　2008年9月于北京静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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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周汝昌、启功、王安忆⋯⋯领衔解读大师名作！
中学教师授课参考，高中学生高考必读，优秀家长自修教材！
　　《名家析名著丛书》为你呈现真的礼赞，善的祭坛，美的盛宴，是青少年文学修养的全攻略！
　　本册将带大家欣赏萧乾先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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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凤，女，北京市人，生于1937年。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教授。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0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老电视艺术家”。
1992年9月被韩国高丽大学文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冰心传》、《庐隐传》、《萧红传》、《文学与爱情》、《韩国之旅》、《肖凤
散文选》、《幸福家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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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肖凤）小说邮票（鉴赏人：彭迎）篱下（鉴赏人：彭迎）特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鉴赏人：王
强）流民图（鉴赏人：王强）初访伦敦（鉴赏人：车镇宪）伦敦一周间（鉴赏人：阿真）矛盾交响曲
（鉴赏人：张静滨）到莱茵前线去（鉴赏人：张静滨）美国散记（鉴赏人：张静滨）瑞士之行（鉴赏
人：张静滨）散文珍珠米（鉴赏人：朱文衡）叹息的船（鉴赏人：丁亚平）朦胧的敬慕——悼念鲁迅
先生（鉴赏人：贾焕亭）未带地图的旅人（鉴赏人：耿光怡）北京城杂忆（鉴赏人：侯江）八十自省
（鉴赏人：池田梦）在洋山洋水面前（鉴赏人：孙怡）离歌唱给文洁若（节选）（鉴赏人：肖凤）父
子谈心（鉴赏人：吴军）回忆创作生涯六十年（鉴赏人：房丽）附录怀念萧乾先生萧乾作品要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萧乾名作欣赏>>

章节摘录

　　生活里转着多种多样的轮。
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
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
在课室里还研究球洞和路线，梦里仍像握着那根细长粗头的球棍，朝着一个极蜿蜒的球门撞。
撞着了，会乐得把被子踢个窟窿。
可是这把戏一熟，就没味儿了。
我有着许多知心朋友，在我对这玩艺儿的兴趣刚要告尽时，就又拖我到别的上面玩。
人家都捧我，说我这不会发愁、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
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了功课，我给人作过多少大揖了。
　　今年又给一个同学传染上收集邮票的癖好。
起初，人家分我几张印着热带植物或美国自由神塑像的邮票。
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夹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拥有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
闷的时候就把这些被舟车由地球各角载来的纪念物倒了出来，排在桌角摆弄摆弄，欣赏诸民族伟人的
丰采，或那辽远国度的山水风光。
愈看愈觉得这些废物潜藏着一种价值，就决定买上一个本子，分类贴了起来，并请国文班黄老师为我
题上“万国邮票集”五个颜字。
　　起初，贴本子的目的只不过是免得遗失。
一贴起来，便像个有家室的人，占有欲竟勃发起来了。
我不但要多，而且要齐全。
如果全世界的邮票都给我弄到手，那份欣悦不比当个皇帝小。
　　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
，就开始向熟人讨。
见到人总忘不了问一声：“有什么用过了的特别邮票没有？
”常常忘记，问重了，就会被人嘲作邮票迷。
对于一切问起我近来做什么消遣的人，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
有了可别忘记给我。
”　　从此，被人唾弃的字纸篓就成了我的金矿。
我总希望在那堆废纸里摸到一张——比方说，北伐的纪念邮票吧。
这想望显然不会实现，有时反而摸到很脏的东西。
为了邮票，我不怨天，也不尤人。
　　同学中认识我的，爱逗我说：“有多少国了？
”我的回答总掩饰不住自己的贪心：“不多，等你给我呢！
”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班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形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张
新弄到的大清帝国邮票。
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上来。
为了怕引起先生注意，我赶忙把它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眉间带点苦相的脸。
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姓赵，去年才转学来的。
哪个同学也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
除了这门，我们每礼拜几何学也邻座。
晚上自修他在我前头三行，好像是75号。
按说该认得，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动，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
活着不痛痛快快的，整天愁眉苦脸，像是打了闷头官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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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爱看人苦相。
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挟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
这人可不。
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一行小松树来回踱。
在班上，两眼常发呆。
要是教员突然问到他，他总是抓耳挠腮，不摸头绪。
有时，他在课本的天头乱画。
他不像我，爱偷偷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
先写成双钩，又描成立体，然后填成黑字，终于涂成一个大大黑团。
我从不睬他的瞎闹。
有一回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
这人在我耳边用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
”这辽宁口音逗得我直笑。
我答了一句：“玩玩罢咧。
”他偏过身子去，半叹息半哼哧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一大片土地都玩丢了。
”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下去，可是我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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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在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长大，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的学生。
他学贯中西，有很深厚的个人修养和很深刻的民主思想。
　　——肖凤　　更不用说那些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诸国情形的华美篇章了，真可以说是走
遍了天下，写尽了人生。
　　——池田梦（日）　　作品呈现出总体上的意象暗示，又体现并显示着作者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
子所禀具的操守、智慧与力量。
　　——丁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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