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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一世纪的百年中，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确如鲁迅所说，中国文坛上“散文小品的
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个中原因，不难揣摩。
我国有悠久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其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
无法攀比。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
其后，欧美文学一步一步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
小说、戏剧的思想内涵、感情色彩虽仍然是民族的，但在形式上，同欧美的则毫无差异。
诗歌学西方，读起来是越读越乏味。
而散文则相反，虽在情调方面，在韵味方面，也受到西方的影响，然中国的白话散文凭借着几千年的
丰厚积淀，含英咀华，吸萃扬芬，吞吐百家，熔铸古今，所以“五四”以来的诸多文体中，散文堪称
一枝独秀。
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隽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
曼妙、丰子恺的厚重平实、杨朔的镂金错彩，其余大家，也是各有千秋。
这百年中的散文，特别是其中之美文，不可不读。
　　所谓美文，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
美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幻造；
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且感情真挚。
　　美的散文往往写的是身边的琐事，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名篇。
我所说的身边琐事，范围极广，人生旅途中的所历所感，无不包容于其中。
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撷取其中一颦
一笑，写出那些美好的、悲哀的、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
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
　　这套分类选编的“百年美文”中，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许多文章曾陪伴我多年，可以称作老
友；当然，也有不少作者的面孔是陌生的，不少作品是初次读到的，但这些文章都足堪咀嚼，颇耐品
味，虽是新交，亦感亲切。
古人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这套丛书中的作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确为关文，我相信它们足以行远传后。
　　季羡林　　200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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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编著的《百年美文(1900-2000)：读书卷》中所选的是百年来中国散文最经典的顶级作品，是
值得您反复阅读的优美名篇，是诸多文学大师奉献的华章盛宴。
传世名篇开卷有益，作者逸事雅俗共赏，展现出一道靓丽的文坛风景线&hellip;&hellip;百年美文，浩如
烟海，《百年美文(1900-2000)：读书卷》为您挑选出了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让您尽情领略文学
大师的笔下风光，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感受百年历史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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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读书经验读书杂谈灯下读书论为什么读书城隍庙的书市书买书谈买书买书谈读古书读书书的毁灭
书房读书的习惯人与书我之书癖书籍与我书痴谈谈怎样读书谈读书读书与读自然书我的读书经验怎样
略读和摘读书斋&middot;书灾北平书摊儿爱书人多，爱书家少&ldquo;象牙塔&rdquo;内的臆想怎样读
中国书书的抒情野味读书书海遇合谈读杂书读廉?书我的第一本书买书结缘书缘四题我和书阅读是一种
孤独你读书吗？
童年读书看老书书痴藏书印买旧书爱书人的肖像&ldquo;书太多了&rdquo;侍弄旧书乐无穷我的书斋我
的书房史父亲的书房禁书读书种子藏书忧书卷人家爱书家的乐趣恨书读热烈的书我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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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鲁迅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
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
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
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
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
我想在座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
，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对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
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
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
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
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
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
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
但现在的社会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
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
放出来之后还是打。
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
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
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
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
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
许始终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
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
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
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
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
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
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l‘‘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
”，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
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
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
”“我在用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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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
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
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
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
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
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
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瞳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
原理。
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
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
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
听说美国小说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
铺，每篇卖过二十元。
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
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
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
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
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
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
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
所以在外国，称这“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
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
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
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
目。
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问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
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
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
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
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介绍，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
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
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
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
可以大略了解了。
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人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
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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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起。
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
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
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
挂了刀。
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
作文根底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
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
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
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
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庀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
；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
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
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mard 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
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
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骑马。
较好的是思索者。
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
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
我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
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
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
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
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
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
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
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
，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导读】　　杂谈自己的读书经验，会令作者在时光陡转中，将历练过的人生，在心里搅碎了，
成了一团分不清楚色泽的菜肴，其中必有如忠言逆耳般的辣，但细品之下，却让肠胃舒畅，回味无穷
。
　　演讲的受众是中学生，常人总会不小心就堕入道学家的陷阱，面目可憎，一副说教的嘴脸。
但先生的这篇演讲，却生动自然，没有艰涩得让人难懂的语句，恰恰相反，文章中这些比喻、类比，
让文字读来生动活泼。
　　为了说明读书要懂得“趣”，明白所谓职业性和嗜好性的读书，自有天差地别，作者形象地说：
“嗜好之读书犹如打牌，定要天天打，夜夜打，即使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也要继续打。
”将读书和打牌做类比，突显出如果带着功利心读书，有必赢大钱的心境，那是怎么样的紧张不安。
若真能做到趣字当头，自动读书，妙处就好像是赌徒摸起一张一张牌来，变化无穷之中，尽尝人生百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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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收束部分，将全文一言以蔽之：读书是很私密的事，“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单从这样一次独特的对话，你就可以想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聪明的读书人，“更应用自己的眼晴
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实践验证了他的读书之论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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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编著的《百年美文（1900-2000）：读书卷》收集了值得您反复阅读的优美文字，让您尽情
领略文学大师的笔下风光，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感受百年历史的文化底蕴。
书中鲜为人知的作者逸事，将使您的阅读更有情趣。
浓缩百年，萃取经典，营造迷人书香，大师手笔，传世名篇，奉献千古美文，智慧文字，行云流水，
享受品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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