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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冰心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她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福州，在烟台海边度过了金色的童年，1914年
考人北京贝满女中(现北京第一六六中学)，1918年升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
1919年，冰心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一位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
。
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促使她创作了一系列问题小说。
作品通过鲜明的生活图景，揭露了男女不平等、封建包办婚姻对女子的摧残，发出了知识青年报国无
门的呐喊，描绘了农民的贫困境况，展现了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小说以广泛的题材，浓郁的时代气息，清新的哲理，忧愤的格调，惊动了读者万千，开创了“问
题小说”的创作风气。
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冰心的作品拉开了叙事散文的序幕，她的情文并茂的美文，为确立白话文
的文学正宗地位，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的一系列散文都洋溢着抒情诗的韵味和风景画的明丽，语言委婉、精致、凝练、脍炙人口。
著名的评论家阿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说：“广大青年模仿她那诗似的散文的文字，隐隐产生了一
种'冰心体'的文字。
”冰心的《繁星》、《春水》，以深邃的哲理，勉励青年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珍惜青春，展望未来
，而且语言清新，音韵和谐，拨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弦。
青年们都仿效这短小的形式，清隽淡远的诗格，创作了许多小诗，在新诗发展的长河里，掀起了一阵
巨大的波浪。
“繁星体”“春水体”风靡一时，“形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
20世纪20年代初，儿童文学领域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极为贫乏。
冰心的《寄小读者》成了儿童文学新苑里的鲜花，吸引了成千上万天真纯洁的少年儿童，像蜜蜂那样
，在花丛中飞舞。
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儿童，在几代人的心灵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鲜明的印记。
海内外的许多读者都是在冰心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著名的作家。
冰心不仅在创作上独树一帜，而且在翻译工作上，也取得了大的成就。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她相继翻译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先知》，印度伟大哲人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泰戈尔诗选》、《泰戈尔小说选》，剧本《齐德拉》、《暗
室之王》，书信集《孟加拉风光》以及《回忆录》等。
她还译过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印度作家
安纳德的童话《石榴女王》。
此外，她还翻译了美国、加纳、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作家的作品。
冰心还和吴文藻、费孝通等教授，共同翻译了两部卷帙浩繁的史书：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
世界史》上、中、下三册；英国大文豪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这些史书为中国读者开辟了一个了解世界历史的窗口，对中外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学贯中西，特别是掌握了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学的词汇，使她的译文准确、优美、传神，受到了读者
的赞赏。
她的翻译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荣获“彩虹翻译奖”中的最高“荣誉奖”。
黎巴嫩总统授予冰心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
在这部文集里，可以看到冰心对于翻译和外国文学有着独特见解。
冰心曾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日本东京大学任教。
她以渊博的学识、启发诱导的方法，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冰心不仅教育学生，而且精心爱护学生、珍惜人才。
她曾资助学习成绩优异、家境贫寒的学生，使她们从中途辍学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许多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教授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国际荣誉奖章的获得者，都曾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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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
她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冰心曾相继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至第九届全国
政协常委、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
问、名誉主席，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委，全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副会长等。
她曾多次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起，赴全国各地视察工作，对考察的项目，特别是教育改革，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她为文学、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冰心为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曾13次出国出席各种国际性会议，参
加各类代表团，访问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在频繁的国际活动中，冰心都积极、主动，勇挑重担，既掌握原则，又讲究分寸。
在从容的言谈举止之间，表现出东方大国的国格。
她的机智和胆识，令人钦慕。
她的自尊、自强，体现了中国妇女崇高的、独立的品格。
冰心积极扶持新生力量。
许许多多年轻的作家，都寻找各种机会，向冰心求教，她热情地同年轻人交流写作经验⋯⋯从这部文
集里，可以看到她为众多作家的新作写了序言，给他们以勉励和指点。
她看到许多年轻的作家迅速成长起来，感到由衷喜悦。
每当她读到一篇好作品，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写出评论文章，让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作家，感到
万分惊喜。
冰心是一位“爱和美”的使者。
早在1924年，她就怀着深情写道：“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
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
凉。
”“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
”在她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把清新、隽美的作品，博大、坚贞的爱，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
少年儿童。
深沉的爱，促使她在民族危难时刻，奋起抗争；无私的爱，使她勇于面对现实，针砭时弊，为人民的
利益而呐喊；真诚的爱，使她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改革教育而一再呼吁；博大的爱，使她多次为
“希望工程”、洪涝灾区捐款；纯贞的爱，激发了她的文思，使她撰写了无数雄健的、优美的篇章。
这些洋溢着真情实感、弘扬爱心的作品，对今天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依然有着极大的
现实意义。
这次新编《冰心文集》，将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冰心文集》中的第六卷，即冰心晚年新
创作的小说、诗、散文、序跋，分别按体裁编入各卷。
这样全套文集的体例就统一了。
为了各卷的篇幅相对平衡，在分卷和编排顺序上，都作了调整。
新编《冰心文集》，按体裁分为五卷：第一卷，小说：《去国》、《超人》、《往事》、《姑姑》、
《冬儿姑娘》、《关于女人》、《陶奇的暑期日记》，未结集的小说。
第二卷，诗：《繁星》、《春水》、《冰心诗集》，《小橘灯》中的诗篇，未收入集子的诗；散文：
《冰心散文集》、《寄小读者》、《南归》、《平绥沿线旅行纪》，1919年至1949年创作的未收入集
子的散文。
第三卷，散文：《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
、《晚晴集》、《关于男人》。
第四卷，散文：1950年后创作的未收入集子的散文；学术著作：《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第五卷，杂感、评论、序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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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文集仍以作者自编的各种集子的最初或较早的版本为依据，未结集的作品，则以最初发表的报刊
为准，只对刊印的错漏作了校正。
文集所收的篇目，依然保留作者生前审定的篇目。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在编辑工作上，会有一些不适当和不细致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
卓如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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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为散文卷。
收入《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关于男
人》和《小橘灯》（散文部分）。
为便于阅读，将未收入集子的《我入了贝满中斋》等4篇编入《晚晴集》，《追忆吴雷川校长》等6篇
编入《关于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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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
为冰心 。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
被称为“世纪老人”。
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
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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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归来以后  归来以后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印度之行  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  印度重游记  访
日观感  广岛——控诉的城市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观舞记——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从
“到此一游”说起  “面人郎”访问记还乡杂记  从北京到福州  少年造船厂  小朋友们体操、朗诵和木
偶剧的表演  少年农场  少年园艺场  福建军区授衔典礼  从福州到厦门  国防最前线上  最可爱的人  两个
少年工厂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我们这里没有冬天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记幸福沟  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  一
个最高尚的人  大东流乡的四员女健将和女尖兵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  奇迹的三门峡市  朝阳和夕照  
伟大的友谊  象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忆意娜  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  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  回忆“五四”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关于散文  漫谈语文的教与学樱花赞  仰望天安门  每逢佳节  象蜜蜂
一样劳动的人们  再到青龙桥去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人民坐在“罗圈椅”上  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  
最痛快的一件事  樱花赞  日本人民在战斗  日本归来  日本的浅草公园  一寸法师  中野绿子和小慧  一只
木屐  尼罗河上的春天  访英观感拾穗小札  序  走进人民大会堂  “你不感到自豪吗？
”  塞北变江南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花洞”的生活方式  “晚霞”和“莱阳绿”  我们的家庭  
元旦试笔  雪窗驰想  祖国母亲的心  雨鞋的喜剧  从苹果脸姑娘说起  北京的印象——一个拉丁美洲访华
妇女代表的谈话  为了共产主义的幼苗  文艺大军的骨干  最可爱的姑娘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花光和
雪光  记广州花市  只拣儿童多处行  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  从“公社果”谈起  福州工艺美术参观记  梳
妆台做成的书桌  第九个浪头  春喜上眉梢  戴着丝手套的贼手  “空前的信心和勇气”  早期的中国反美
民歌  游街示众的旅行  绿杨宜作两家春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  话说文化交流  祝贺古巴人民  盛开的革命
花朵——和贾米拉会见  介绍一篇好小说  河南的曲剧  用画来歌颂  《佐仓宗五郎》观后  喜读《耕云记
》  《主席走遍全国》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  不是“山穷水尽”！
  “人难再得始为佳”  谈信封信纸  我看见了陶渊明  孩子们的作品  《年华似锦》和《似锦年华》  谈
最新最美的图画晚晴集  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北京来信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悼郭老  追念振
铎  老舍和孩子们  怀念老舍先生  从八宝山归来  我的故乡  我的童年  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的大学生涯  在
美留学的三年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从“五四”到“四五”  后记关于男人  序  关于男人    一  我的祖父    
二  我的父亲    三  我的小舅舅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五  我的表兄们    六  我的老伴——吴文藻
（之一）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七  我的三个弟弟    八  追忆吴雷川校长    九  一位最可爱可
佩的作家    十  怀念郭小川    十一  悼念金近    十二  悼念孙立人将军    十三  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沙
汀  记萨镇冰先生  悼靳以  遥祝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  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  追念闻一多先生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追念罗莘田先生  不应该早走的人  悼念茅公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悼念廖
公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悼念伯昕同志  回忆中的金岳老  忆天翼  悼念梁实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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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今年夏天，我在苏联出版的《新闻》双周刊上，看到一篇关于丁香花的文
章。
园艺爱好者，利·科列斯尼科夫，在莫斯科有一个丁香花园；在他木屋的四围，栽种着形形色色的丁
香花树，逾街越巷，清香四流，成了莫斯科的名胜之一。
国内外慕名来访的人士，可以毫不费力地、寻香问迹地到达。
艺术家堪察罗夫斯基，和作家阿·托尔斯泰，对于这个丁香花园，都十分赞赏。
有一位军人写着说：“花卉是我们的欢乐。
我对于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增加人类生活中之美的人们，有着最崇高的敬慕。
”三十年前，幼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在多灾多难之中，但是新生命已在萌芽怒茁。
从前线回来的科列斯尼科夫，就在那时开始了他的丁香花园之梦，种下了他的第一棵丁香。
科列斯尼科夫，不是一个植物学者，而是一个汽车工人，他以种花为他业余的最“理想的休息”。
他研究了米丘林的接配方法，年年试验新种，年年都有新的出品，他的成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并
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在他的花园最美丽最绚烂的时光，战争开始了。
他参军到了前线。
那年的秋天，残酷的德寇机群，便把为人民所喜爱的“丁香之梦”的花园，炸成灰烬了。
科列斯尼科夫在抗战中负了伤，退伍归来，又开始了丁香的培植。
两年之中，他把丁香花园完全恢复了，洁白如雪的新种——“和平之枝”，在曾是废墟的花园中心，
亭亭开放了。
为着这花园，为着许许多多优异的新种如浅红色的“莫斯科之美”、天蓝色的“卓娅”、白中透蓝的
大朵“米丘林”等，在一九五二年，他得到了斯大林奖金。
和科列斯尼科夫通信的不但有苏联全国人民，还有世界各个角落的园艺爱好者和科学家。
他们一致祝贺他试验的成功，征求他对于种花的意见。
科列斯尼科夫最近的努力，是培植玫瑰花。
他也要在莫斯科和她的近郊，培养出多种多色的玫瑰。
他正以他的美丽的创作来装饰着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的城市。
一个观赏者在科列斯尼科夫的留题本上写着说：“利·科列斯尼科夫，给我们指出，装饰的园艺是一
种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城市必要的一部分。
”菊花是中国人民所最喜爱的花朵。
我们历代诗人，从屈原数起，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歌咏过傲霜耐冷的菊花。
他们赞颂它勇敢坚强的标格，他们歌咏它卓越潇洒的风姿，他们从菊花里面看到了自己人民性格的反
映。
北京本是菊花的城市。
在北国秋天，群芳凋谢，霜叶未红的时节，五彩缤纷的菊花，把我们的首都点缀得更加绚丽，使我们
的劳动人民，在工余游散的时光，不感到寂寞和萧瑟。
在秋天的首都，走到公共场所，走到人家，园中院里，阶畔案头，到处都能看到菊花；但是要集中地
看，只有几个地方。
中山公园里的“唐花坞”，把盆菊摆成花的屏山，一进门来，就不自觉的使人欢喜、赞叹。
这争妍斗艳的千百盆之中，有雪白的如“阳春白雪”，浅紫的如“美女穿珠”，金黄的如“桐花凤”
，还有深绿的如“绿牡丹”⋯⋯瓣的形状有勺瓣的如“陶然醉”，丝瓣的如“花田试马”，宽瓣的如
“杏花春雨”，还有瓣尖带毛的如“金龙献爪”⋯⋯，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白托红心的“踏雪寻梅”，
黄里红面的“金阙芙蓉”，还有触手沾香的“香白梨”。
可惜我游园的那一天，没有约晤公园负责园艺的同志，不能领教到种植培养的一切。
此外，就是新街口刘契园先生的契园。
契园前后院共有“仰止庐”等七间菊展室，存花两千余盆，五百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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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花上开花的“紫凤冠”，金黄细丝的“金缕衣”，碧绿的“碧玲
珑”，黑紫的“永寿墨”，莹白的“云中鹤”⋯⋯。
“仰止庐”外还摆列着许多盆深浅黄色的各种小菊，闪烁璀璨，如繁星万点。
“望湖亭”畔栽有卧菊、悬崖菊多种，错杂纵横，极菊花之盛。
契园老人二十年来以艺菊自晦。
北京解放了，新生命蓬勃地在开始，契园老人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辅助之下，满怀乐观、更加努力地
继续他的劳动。
他在试用米丘林的方法，来培植新种，新的出品如深红大朵的“东方红”，雪白带毛的“白毛女，都
是新种里面最夺目最出色的。
北京的种菊家还有谢鸿宾老先生和他的一班老友，工余之暇，也都在做着这种劳动。
他们不但自己培植，也和南方各省保持联系，交换品种。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今天，各个岗位上不同的劳动，都在奔赴着同一个方向。
园艺也已不止是个人的爱好，而是为美化社会主义城市在做着最细致最科学的准备。
莫斯科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
北京的新的城市建设，已在稳步地进行，眼看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城将更加雄伟，更加广阔，更加整
齐，更加美丽。
在重楼叠阁、宽衢大路之旁，少不得要有草木花卉，来装饰点缀。
将来不但有菊花，而且有各种各色的四时花卉，连接不断地在这绿油油的城市花园中盛开怒放，给工
余的劳动人民以最爽目怡情的游赏休息，给新中国的儿童以最鲜明生动的美育教材。
我相信我们的园艺家，在他们不断地劳动和努力下，会创作出许许多多花卉树木的新种，从北京开始
，来点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
在此我要引用苏联专家乌里扬诺夫同志在契园老人的留题本上的题词，作为结束：“这花海使我们感
到了愉快，我们相信富有创造天才的中国人民，会做出更大的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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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冰心文集3》适用于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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