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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现代著名作家和学
者。
朱自清的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主要作品多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代表作有《背影》
、《儿女》、《给亡妇》、《温州的踪迹》、《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
　  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亲切，读来有一种娓娓动
人的风采。
他的作品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作者著文总是要为了留下什么痕迹。
朱自清的散文从取材上可分为两类：一类反映社会人生，现实性较强，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
；另一类写身边的琐事、个人见闻，艺术性价值较高，是其散文的代表，也被公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
范。
　  本书，取名为《朱自清散文精选》，自然是因为朱先生著述颇丰，篇幅有限，不能尽取其中。
但是，编者精选了最能代表朱自清艺术水平的几十篇名篇作品，如《匆匆》、《背影》、《荷塘月色
》、《春》等，以飨读者。
　  编  者　  2011年5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内容概要

本书，取名为《朱自清散文精选》，自然是因为朱先生著述颇丰，篇幅有限，不能尽取其中。
但是，编者精选了最能代表朱自清艺术水平的几十篇名篇作品，如《匆匆》、《背影》、《荷塘月色
》、《春》等，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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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
主要作品有《寻朝》、《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
指导举隅》、《伦郭杂志》、《国文教学》、《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
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朱自清以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
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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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踪迹
　匆匆
　歌声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温州的踪迹
　航船中的文明
背影
　背影
　阿河
　哀韦杰三君
　荷塘月色
　儿女
　旅行杂记
　说梦
　海行杂记
你我
　扬州的夏日
　看花
　我所见的叶圣陶
　论无话可说
　给亡妇
　冬天
　择偶记
　说扬州
　南京
　潭柘寺戒坛寺
欧游杂记
　威尼斯
　佛罗伦司
　罗马
　滂卑故城
　荷兰
　柏林
　巴黎
集外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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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哀韦杰兰君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
这一天我正坐在房里，忽然有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
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
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
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
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
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
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
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
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
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
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
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
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
”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
”我们就点首作别。
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
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
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
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
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
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
，笔记做得很详细的。
”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
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
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
我谈。
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
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
'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
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
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
”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
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
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
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
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
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
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
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
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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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
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
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
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
我很怅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
”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
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
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
这真是十分遗憾的！
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人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
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
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
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
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
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
照相毕，人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
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
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
唉，我们可以想见了！
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
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
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
魂也彷徨着吧！
　　1926年4月2日。
　　（原载1926年4月9日《清华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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