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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
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
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
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
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
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  （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
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
连环画）。
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了：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
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
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
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
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
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
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
》等等。
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
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
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
中外名著的作用，就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
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
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
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
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
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
，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
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
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
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
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
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
这可真是功德无量！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
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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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
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
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易中天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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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杂文具有透辟的思想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不拘一格的形式，以
及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抨击了时政、鞭挞了习俗、揭示了生活的哲理。
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
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
     教育部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鲁迅杂文为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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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
“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1898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初步接受了进
化论思想。
902年赴日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大量阅读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写科学论文。
1904年他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弃医从文。
1906年回到东京，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写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等。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爆发时，积极组织宣传活动。
1912年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
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20-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到广
州中山大学，任文科主任和教务长，10月，赴上海，开始了更加光辉的战斗历程，1936年10月19日病
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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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随感录三十八随感录四十八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随感录六
十五暴君的臣民娜拉走后怎样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忽然想到（三，四）夏三虫忽然想到（五，六）杂感北京通信导师长城忽然想到（七）
补白十四年的“读经”这个与耶个学界的三魂谈皇帝黄花节的杂感略论中国人的脸读书杂谈扣丝杂感
小杂感无声的中国太平歌诀铲共大观流氓的变迁习惯与改革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
堂·吉诃德”们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
学之一）谈金圣叹经验谚语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小品文的危机偶成漫与世故三昧谣言世家火作文
秘诀捣鬼心传家庭为中国之基本观斗电的利弊从幽默到正经推背图言论自由的界限文章与题目新药夜
颂推二丑艺术“抄靶子”查旧帐晨凉漫记中国的奇想豪语的折扣踢“揩油”爬和撞帮闲法发隐由聋而
哑男人的进化电影的教训礼打听印象吃教未来的光荣女人未必多说谎“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
朋友清明时节偶感论秦理斋夫人事算账中秋二愿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骂杀与捧杀隔膜买《小学大
全》记说“面子”运命病后杂谈隐士“寻开心”论讽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论“人言可畏”再论“文
人相轻”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逃名“题未定”草（六至九）登错的文章半夏小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老调子已经唱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上海所感关于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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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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