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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鲁迅的小说创作，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空前
的高度，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
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在1924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说：“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
，因为时间过近，我们不便一一的下评判。
⋯⋯但成绩最大的却是鲁迅。
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另外一位同时代的文学史论家郑振铎则在1926年《论》中说鲁迅的小说“那是一个新辟的天地，那
是他独自创出的国土，如果他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不朽的作品，那么，他的这一方面的成绩，至少是不
朽的”。
    鲁迅的小说创作结集出版的有3本集子。
《呐喊》写于1918年至1922年，收有14篇作品，其中除《阿Q正传》为中篇外，其他都是短篇小说。
鲁迅之所以把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命名为《呐喊》，是为了给革命“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南腔北调集
·自选集自序》)，“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
”(《呐喊·自序》)《呐喊》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现实，作品以丰满
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索，显示
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彷徨》写于1924年至1925年，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
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新文化阵营内部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并且落得一个‘作
家’的头衔，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他在《彷徨·题辞》中引用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实地反映了他绝不消
沉而要继续探索、努力前行的决心。
在继承《呐喊》的传统，继续向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挑战的过程中，《祝福》中的祥林嫂“出逃”、
《离婚》中泼辣的爱姑进行了“不惜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的抗争，使这种“挑战”较《呐喊
》显然是有了进步。
此外，《彷徨》也以丰满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批判了他们革命的软
弱性和不彻底性；与此同时，对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也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嘲讽。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写于1922年至1935年，时间跨度很长，却只有8篇作品，然而
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
这些作品，无论是取材于史实，还是取材于神话或传说，都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故事新编·序言》)的。
在“故事”中，作者不但有崭新的发现或深刻的洞见，而且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赋“新编”以独
特的含义，因而同《呐喊》和《彷徨》一样，也充满了战斗的锋芒。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鲁迅，称鲁迅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在其同时代作家里无人可以比肩，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鲜有望其项背者。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塑造了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狂人”的形象。
作品通过“狂人”的感受和自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吃人
。
吃人者即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统治者的特征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鲁迅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所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
吃人的民族，因此成篇。
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无论是认识的深度，还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与之战斗的坚定和彻底，在那个时代，鲁迅都是
第一人。
    《药》的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它不仅满怀深情地礼赞了民主主义的革命者秋瑾，而且通过“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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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这一生动的艺术细节，描写了人民群众的愚昧和麻木。
他们对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行者冷漠甚至嘲笑，还以为掺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可以治病而吃掉
了，令人痛心的现象既揭示了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必然失败的惨痛教训，同时也反映了启
发和教育群众特别是农民，是何等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阿Q正传》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挖掘了以阿Q“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民
族性格痼疾。
对民族劣根性的发现、暴露和批评，几乎贯穿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成
就之一。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时代和社会认识的深度，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民族命运和前景的
真知灼见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同时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思想的力量。
    两三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的国家，农民始终都是社会的主体。
然而真正以农民为描写对象、以平等的姿态来观察感受农民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和诉求，在文学史上鲁
迅可为第一人。
在鲁迅的全部小说创作中，以农民为题材的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这些作品以其真实的描写、强烈的抗议力量和沉郁顿挫的风格而震撼人心，永葆艺术魅力。
    在《故乡》中，鲁迅像亲兄弟一样讲述了闰土的故事。
那个带着银项圈在月光下的瓜地里刺猹的闰土，那个活泼、结实、可爱的少年，在“故乡”的时光雕
刻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拘谨、麻木、呆滞的老人，“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闰土的悲惨命运不是哪一个坏人强加给他的，而是“兵，匪，官，绅”的盘剥和累积造成的，是“多
子，饥荒，苛税”这些天灾人祸对他无情摧残的结果。
对于童年伙伴的遭遇，鲁迅心灵的痛苦和不安以及深深的同情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比闰土还要悲惨。
她本是一个勤劳、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然而生活对她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残酷，终于使她无路可走
，在祝福的鞭炮声和烟雾中悲惨地死去。
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参与祥林嫂命运中的一些人，柳妈、她的婆婆甚至鲁四老爷都不是彻头彻尾的坏
人，也不是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把她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作品令人信服地指出，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和吃人的社会扼杀了她的人生。
作品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座大山对妇女的压迫。
这样的描写，使祥林嫂的悲剧负载了丰富的社会蕴涵。
《阿Q正传》正面描写了农民与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鞭挞了地主对农
民的无情盘剥和政治打压，再现了农民没有尊严的地位和悲惨的生活，挖掘了农民内心深处的革命要
求和反抗的愿望。
    在直面农民悲惨生活并探究其原因的同时，鲁迅通过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令人战栗的艺术细节，
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精神世界。
闰土在呆滞和麻木表情下，还有深入其骨髓的等级观念；对于痛苦的现实和非人的生活，他也逆来顺
受，毫无怨言，没有任何反抗意识。
他把未来完全寄托在香炉、烛台所代表的迷信之中。
祥林嫂在反抗遭到失败后彻底地“认命”了，与闰土一样，在饱尝了人间的种种不幸和苦楚之后，把
自己积攒了多年的血汗钱捐了一个千人踏、万人踩的“门槛”。
闰土和祥林嫂的奴性、迷信和对生活重压的感知麻木，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而
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
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经不仅仅是阿Q自身的思想或品质，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精
神顽症了。
毛泽东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对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最睿智的洞见
，这也是鲁迅多年来通过文学孜孜以求的根本原因。
不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蒙昧和民族性格，任何努力和革命都是没有希望的。
    鲁迅在展示广阔的农村生活画卷时，充满了强烈而复杂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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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的悲惨境遇，他是感同身受，十分同情。
他所说的“哀其不幸”，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情怀。
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情感和思考没有止于良知，而是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怒其不争”
。
鲁迅对农民身上种种弱点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怒”，这种怒，实际上是一种博大深沉的爱，是敢于
正视而决不回避、粉饰的勇气和担当，体现了高尚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都不是最终的诉求，而“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才是他始终如一的目的
。
    知识分子是鲁迅小说又一重要题材，鲁迅从不同的侧面描摹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命运，塑造了
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同属于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
孔乙己醉心功名却沦落一生，在成亨酒店里是唯一“穿长衫却站着喝酒的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
伪本性体现在诸多精彩的细节里，因为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却狡辩说不是“偷”而是“窃”；陈士
成的灵魂被锈蚀得更为严重，为了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居然连续考了16年，在第十六次名落孙山后
，他的精神也同时坍塌，出现幻听幻觉后他终于疯掉了。
这两个人物的身世经历虽各不相同，其结局是同样悲惨的。
科举制度在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和性格的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生命。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他们充满了人生的理想，对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勇敢地与之抗争。
结果呢，10年后的吕纬甫变得锐气全无、精神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安心于教“子日诗云
”以此了却残生；魏连殳的变化更加令人惊诧，在他屡受挫折、走投无路时，竟然采取报复手段，当
了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
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是他们争斗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自身的软弱、动摇和妥协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
他们的命运说明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反抗，必然导致悲剧的结局。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他们受过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洗礼，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敢于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冲破封建思想和封建礼
教的束缚，也曾获得了暂时的快乐。
然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重压下，幸福之花转眼之间就凋谢了。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宣布了个性解放的破产。
    《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等虽然也读过书也有些知识
，但他们却是封建思想自觉的卫道士。
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的。
小说对他们剥削盘剥劳动群众并同时走向灭亡的阶级属性，对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
女娼的虚伪本质，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和毫不留情的鞭挞。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都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在刻画他们的特征时富有分寸感，从而把
躲在他们身后的吃人的封建制度暴露出来，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故事新编》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众多的历史人物画廊里，既有鲁迅投入了满腔热情歌颂赞扬的
，也有他怀疑、否定和批评的。
《奔月》中的羿，用箭射落了天上的9个太阳，杀死了残害生灵的封豕和长蛇，是勇敢、勤劳而朴实
的劳动人民的代表。
《补天》中的女娲是一位炼五彩石补天的英雄，她的胸怀、境界和精神是广阔、崇高而伟大的。
《铸剑》中的宴之敖者，不从个人恩怨出发，代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向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的坚毅果敢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激励人心的。
《非攻》中刻画了勤劳、机智而勇敢的墨子，他反对非正义战争并且提出了“明战术，重实力”的战
略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理水》中，作者塑造了一心为公、不辞劳苦为民治水的英雄大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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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感人肺腑，启人思维，光照后人。
这些历史人物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鲁迅对他们的描写和歌颂，给人以现实的启示和斗争的鼓舞。
    与这些英雄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一些人物。
《采薇》塑造了“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批判了他们脱离实际、虚伪可笑的消极抵抗的思想，
他们最后的双双饿死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
《出关》的老子和《起死》中的庄子都是鲁迅否定的人物。
前者逃避现实和斗争的“无为”思想和后者没有是非的虚无主义，鲁迅给予了辛辣的嘲讽，批判了其
骗人和虚伪的本质。
至于《补天》中那些“古衣冠的小丈夫”之类封建卫道士等，鲁迅的讽刺和抨击更是尖锐而毫不留情
的。
    鲁迅小说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在结构上，鲁迅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把人物的经历压缩在极为有限的几个生活场景中，使作品显
得简洁而精练。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是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
他不但善于在情节的推进中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而且重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剖析。
苏雪林对此曾有形象的论述：“有人说鲁迅是曾经学过医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
到文学上来。
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
他不管我们多么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
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和掩藏最深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
观察。
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学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写脑筋简单的乡下人用笔每比较宽恕，一到写到《
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爷，《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便针针见血，丝毫不肯容
情了。
⋯⋯”    鲁迅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然而他不拘泥于传统写法。
不断地追求艺术创新，善于学习并且融会贯通外国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和现代主
义的一些手法在鲁迅的作品中都有精彩的表现。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是极其真实的。
作者对这一迫害狂患者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的把握相当到位且有严格的分寸感，在这些描写和刻画
中又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抒情。
两者水乳交融，难以厘清。
强烈的主观抒情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此外，在《故乡》特别是《故事新编》等作品中，浪漫主义的因素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象征、隐喻、暗示、心理幻觉等现代主义写法在《狂人日记》、《药》、《白光》等作品中都运用得
极其自然而传神，以一当十地刻画了人物，深化了主题。
    鲁迅对汉语的运用已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对白描手法的出色运用，作
品显得朴素、简洁、明快。
刻画人物时善于运用人物的个性语言，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和“多乎哉，不多也”，九斤老太
的“一代不如一代”，闰土的那一声“老爷⋯⋯”，阿Q的“儿子打老子”，庄爱姑的开口闭口“小
畜生”，都使人物的性格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刘绍棠在《向鲁迅学写小说》一文中指出：“鲁迅先生还善于精选和使用生动活泼的农民口语，吸收
和运用富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学的语言。
鲁迅先生通过人物在行动中的动态描写，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他的小说的叙事语言都
极为动态，为刻画人物增色，使情节引人入胜。
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对话少而精，句式短而精，这是由于他精通中国语言，对古典文学具有博大精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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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每写一个场景，都是一个画面，人物活动在情景交融中，给人以立体感。
因此，鲁迅先生虽然是在小说创作中吸收外国文学中某些形式和手法的第一人，却又是最全面地继承
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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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原名周树人，1918年5月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
动的基石：同年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一生有800多万字的著译，包括杂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
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小说精选》选收了鲁迅先生经典的短篇小说32篇，中篇小说1篇。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张秀枫对原著作了必要的注释，并在每篇作品
后附有导读。
相信读者朋友翻阅《鲁迅小说精选》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畅达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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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呐喊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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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彷徨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长明灯
示众
高老夫子
孤独者
伤逝——涓生的手记
弟兄
离婚
故事新编
补天
奔月
理水
采薇
铸剑
出关
非攻
起死
鲁迅年表(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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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孔乙己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
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
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
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
做点事罢。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
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
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
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
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
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孑L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
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
乙己。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便排出九文大钱。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
，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
要讨饭了。
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
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
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
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
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
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孑L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
”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
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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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
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
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
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
”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
⋯⋯我教给你，记着！
这些字应该记着。
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
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
”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
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
多乎哉？
不多也。
”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
。
还欠十九个钱呢！
”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
⋯⋯他打折了腿了。
”掌柜说，“哦！
”“他总仍旧是偷。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
先写服辩。
，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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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打折了腿了。
”“打折了怎样呢？
⋯‘怎样？
⋯⋯谁晓得？
许是死了。
”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
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
忽然问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
看时又全没有人。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
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
”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
你还欠十九个钱呢！
”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
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
”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取笑？
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
”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
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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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鲁迅小说精选》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书中通过精心编排，收录了鲁迅的多部作品集中的精华，希望读者能够从中一窥鲁迅作品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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