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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清以降，文坛各体竞秀，笔记体小说和随笔于其间奇峰突起，佳作联袂而出，一时蔚为大观。
沈复所著《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
的位置，百十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喜爱的闲情妙书。
　　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年无考。
沈复生于“衣冠之家”，钟情闺房之乐，留恋山水之趣，广交名人雅士，出人青楼酒肆，放浪形骸，
无功业见之史籍。
以传统标准量之，沈复无疑是极不成功的败家之子，几近一无是处。
然而，“祸福相依”，沈门之不幸，却玉成了文坛之_大幸。
中年以后，尤其是其爱妻陈芸死后，沈复将半生游历和家庭生活的情景付诸笔端，给我们留下了一部
不可多得的妙书《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成书并流行于世，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直被某些人视为“香艳小说”。
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浮生六记》确有其香艳的一面，若仅以表现夫妻情趣相投、恩爱意浓、夫唱妇随生活的第一记《闺
房记乐》而言，自可视为香艳之经典情话之楷模；设若综观全书，视其为香艳之作则大谬不然了。
　　《浮生六记》的取名，得自于李白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
体悟和感慨。
从内容来看，全书按不同的专题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字里行间保持了作者的真性情真
面目，准确地说，《浮生六记》实在是一部相当完满、别具风采的自传文。
古往今来，中国不乏著名的自传文字，但像沈复《浮生六记》这样的自传却并不多见。
　　此书自刊布流转以来，一直为文人雅士所钟爱，好评如潮，经久不衰。
在当代，亦不乏知音。
据传在香港，《浮生六记》曾一度被学校指定为学生课外必读书目。
作家贾平凹对此书情有独钟，并写进了著名小说《废都》之中。
但是，《浮生六记》并非十全十美，白璧无瑕，阅读者且不可不加分析甄别地全盘肯定，悉数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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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浮生六记》为清朝“文字爱好者”沈复的一篇题材较为广泛的自传，作者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述了
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闲情异趣、山水游记等，字里行间流露
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格气质和美学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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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复（1763—1825），字三白，号梅逸，长洲（现在江苏苏州）人，清  浮生六记
代文学家。
工诗画、散文。
至今未发现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载。
据其所著的《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
与妻子陈芸志趣投合，情感深厚，愿意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但因封建礼教的压迫和贫
苦生活的磨难，理想终未实现，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
妻死后，他去四川充幕僚。
此后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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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 闺房记乐卷二 闲情记趣卷三 坎坷记愁卷四 浪游记快卷五 中山记历卷六 养生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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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出生于乾隆癸未年（1763）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值太平盛世，我的家庭又是官宦门第，居
住在苏州沧浪亭旁边，老天对我的厚爱，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苏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
”如果不用笔墨把它记录下来，未免辜负了苍天对我的厚爱。
由于考虑到《关雎》排列在《诗经》三百首的第一篇，所以我也将描写夫妇的篇章排在了第一卷，其
余的内容我将依次慢慢道来。
惭愧的是我少年失学，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不过是将实情实事记录下来罢了。
如果一定要考究文章的文字章法，那就等于责怪一块污垢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有点强人所难了。
　　我幼年时与金沙（今江苏南通）于家的女子定了亲，不幸于氏八岁时夭折了；后来娶了姓陈的女
子为妻。
陈氏名字叫芸，字淑珍，是舅父陈心余先生的女儿。
陈芸生下来就十分聪明，学说话时，教她白居易的《琵琶行》，很快就全背会了。
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陈芸与母亲金氏、弟弟克昌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生活十分艰难。
陈芸长大后，擅长刺绣，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她的一双手来维持，克昌的学习费用也从来没有短缺过
。
有一天，在放书的竹簏中找到一本《琵琶行》，对照记忆一字一句地认，这才开始识字。
利用刺绣空闲坚持不懈，渐渐学会了吟诗作文，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的好诗句。
　　我十三岁时，随母亲到舅母家探亲。
与陈芸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看见了陈芸的诗句。
虽然赞叹她的才思隽秀，暗暗担心她的福分不深，但是，心中对她的钟爱不能消除，于是向母亲说：
“如果要给儿子挑选媳妇，非淑珍姐姐坚决不娶。
”母亲也爱陈芸温柔和顺，当即就脱下金戒指为我们定了亲。
这一天是乾隆乙未年（1775）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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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事如春梦了无痕”。
然而，用敏感的心灵细细同味，再久远的事情也会依稀币现。
大概人生总是不得完美，借生命的重温以获取一些活泼的暖意。
清乾隆年间，一位不那么有名的书生沈复，用简约俊逸的文字，回忆自己的纯真少年和忧患中年，记
录那段时光里所经历的闺房之乐、坎坷之愁、闲情之趣，浪游之快⋯⋯处处流露不随人是非的市美眼
光和浪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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