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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色》收入周作人的散文精品数十篇。
周作人是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鲁迅二弟。
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是新文化运动
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陈，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
遒劲的一途”。
全书内容丰富，题材新颖，是文学爱好者的首选，对于写作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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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作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
动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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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偶然看书讲到民间邪教的地方，总常有吃菜事魔等字样。
吃菜大约就是素食，事魔是什么事呢？
总是服侍什么魔王之类罢，我们知道希腊诸神到了基督教世界多转变为魔，那么魔有些原来也是有身
份的，并不一定怎么邪曲，不过随便地事也本可不必，虽然光是吃菜未始不可以，而且说起来我也还
有点赞成。
本来草的茎叶根实只要无毒都可以吃，又因为有维他命某，不但充饥还可养生，这是普通人所熟知的
，至于专门地或有宗旨地吃，那便有点儿不同，仿佛是一种主义了。
现在我所想要说的就是这种吃菜主义。
吃菜主义似乎可以分作两类。
第一类是道德的。
这派的人并不是不吃肉，只是多吃菜，其原因大约是由于崇尚素朴清淡的生活。
孔子云，&ldquo;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rdquo;，可以说是这派的祖师。
《南齐书&middot;周颙传》云，&ldquo;颙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
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rdquo;黄山谷题画菜云，&ldquo;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rdquo;&mdash;&mdash;当作文章来看实在不很高明，大有帖括的意味，但如算作这派提倡咬菜根的
标语却是颇得要领的。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卷五说：&ldquo;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
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
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
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
所怪于世者，弃美名不居，而故异端其说，谓佛法如是，是则谬矣。
吾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
忍或忘者矣。
&rdquo;笠翁照例有他的妙语，这里也是如此，说得很是清脆，虽然照文化史上讲来吃肉该在吃菜之先
，不过笠翁不及知道，而且他又哪里会来斤斤地考究这些事情呢。
吃菜主义之二是宗教的，普通多是根据佛法，即笠翁所谓异端其说者也。
我觉得这两类显有不同之点，其一吃菜只是吃菜，其二吃菜乃是不食肉，笠翁上文说得蛮好，而下面
所说念兹在兹的却又混到这边来，不免与佛法发生纠葛了。
小乘律有杀戒而不戒食肉，盖杀生而食已在戒中，唯自死鸟残等肉仍在不禁之列，至大乘律始明定食
肉戒，如《梵网经》菩萨戒中所举，其辞曰：&ldquo;若佛子故食肉，&mdash;&mdash;一切众生肉不得
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
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mdash;&mdash;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rdquo;贤首疏云，&ldquo;轻垢者，简前重戒，是以名轻，简异无犯，故亦名垢。
又释，渎污清净行名垢，礼非重过称轻。
&rdquo;因为这里没有把杀生算在内，所以算是轻戒，但话虽如此，据《目莲问罪报经》所说，犯突吉
罗众学戒罪，如四天王寿，五百岁堕泥犁中，于人间数九百千岁，此堕等活地狱，人间五十年为天一
昼夜，可见还是不得了也。
我读《旧约&middot;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
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
《入楞伽经》所论虽然详细，但仍多为粗恶凡人说法，道世在《诸经要集》中酒肉部所述亦复如是，
不要说别人了。
后来讲戒杀的大抵偏重因果一端，写得较好的还是莲池的《放生文》和周安士的《万善先资》，文字
还有可取，其次《好生救劫编》《卫生集》等，自郐以下更可以不论，里边的意思总都是人吃了虾米
再变虾米去还吃这一套，虽然也好玩，难免是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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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菜食是为了不食肉，不食肉是为了不杀生，这是对的，再说为什么不杀生，那么这个解释我想
还是说不欲断大慈悲佛性种子最为得体，别的总说得支离。
众生有一人不得度的时候自己决不先得度，这固然是大乘菩萨的弘愿，但凡夫到了中年，往往会看轻
自己的生命而尊重人家的，并不是怎么奇特的现象。
难道肉体渐近老衰，精神也就与宗教接近么？
未必然，这种态度有的从宗教出，有的也会从唯物论出的。
或者有人疑心唯物论者一定是主张强食弱肉的，却不知道也可以成为大慈悲宗，好像是《安士全书》
信者，所不同的他是本于理性，没有人吃虾米那些律例而已。
据我看来，吃菜亦复佳，但也以中庸为妙，赤米白盐绿葵紫蓼之外，偶然也不妨少进三净肉，如要讲
净素已不容易，再要彻底便有碰壁的危险。
《南齐书&middot;孝义传》纪江泌事，说他&ldquo;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rdquo;，觉得这件事
很有风趣，但是离彻底总还远呢。
英国柏忒勒（SamuelButler）所著《有何无之乡游记》（Erewhon）中第二十六七章叙述一件很妙的故
事，前章题曰《动物权》，说古代有哲人主张动物的生存权，人民实行菜食，当初许可吃牛乳鸡蛋，
后来觉得挤牛乳有损于小牛，鸡蛋也是一条可能的生命，所以都禁了，但陈鸡蛋还勉强可以使用，只
要经过检查，证明确已陈年臭坏了，贴上一张&ldquo;三个月以前所生&rdquo;的查票，就可发卖。
次章题曰《植物权》已是六七百年过后的事了，那时又出了一个哲学家，他用实验证明植物也同动物
一样地有生命，所以也不能吃，据他的意思，人可以吃的只有那些自死的植物，例如落在地上将要腐
烂的果子，或在深秋变黄了的菜叶。
他说只有这些同样的废物人们可以吃了于心无愧。
&ldquo;即使如此，吃的人还应该把所吃的苹果或梨的核，杏核，樱桃核及其他，都种在土里，不然他
就将犯了堕胎之罪。
至于五谷，据他说那是全然不成，因为每颗谷都有一个灵魂像人一样，它也自有其同样地要求安全之
权利。
&rdquo;结果是大家不能不承认了的理论，但是又苦于难以实行，逼得没法了便索性开了荤，仍旧吃起
猪排牛排来了。
这是讽刺小说的话，我们不必认真，然而天下事却也有偶然暗合的，如《文殊师利问经》云：&ldquo;
若为己杀，不得啖。
若肉林中已自腐烂，欲食得食。
若欲啖肉者，当说此咒：如是，无我无我，无寿命无寿命，失失，烧烧，破破，有为，除杀去。
此咒三说，乃得啖肉，饭亦不食。
何以故？
若思唯饭不应食，何况当啖肉。
&rdquo;这个吃肉林中腐肉的办法岂不与陈鸡蛋很相像，那么烂果子黄菜叶也并不一定是无理，实在也
只是比不食菜心更彻底一点罢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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