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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外国，散文是一文学大类，包括一切非韵的文章，甚至小说、戏剧等，这是广义的散文（Prose
）。
同时也存在狭义的散文，即文学性的散文，它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样式，在《大英百科
全书》里称为非小说性散文（Literaturenonfictionalprose），其中还存在着一种。
随笔”（Essay）。
外国散文厚重的个性，浓郁的情愫，思辨的色彩，雍容絮谈的文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外国文
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外国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广义散文（Prose）和狭义散文（Literaturenonfictionalprose）两大流向。
广义散文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产生了。
随着语言文字的产生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际，散文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
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话语用非韵的文字记载下来，加以整理，便成了散文。
在古希腊，人们最早用碑文的形式来记事，后来逐渐发展成对历史和地形测量的记载。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一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赫卡泰奥斯和希罗多拉斯，才有确切的文字流传下来
。
虽然他们的作品已经失传，但从残篇断片中，可以看出，现代观念的散文用法在这时期已经形成。
在古罗马，用拉丁文写作的是公元前3世纪的最早的编年史作者赫米拉，他用散文的形式叙述古罗马
的历史。
以后，虽然也出现了不少政治演讲、哲学论著的散文，但大都失传了。
值得提出的是古罗马的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他把古罗马散文中的
演说辞推向了顶峰。
他晚年的小品文《论友谊》、《论老年》文采斐然，句法谨严。
音韵柔和，说理透彻，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后来的欧洲散文家所崇奉。
他遗留下来的八百多封书信，为研究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史料，一直是。
书信体。
散文的楷模。
广义散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早期从拉丁文翻译而来，成为开创各国散文的先
河。
直到13世纪，从情趣、审美和德育等目的出发，首先在法国开始出现了一种非小说性散文。
非小说性散文（狭义散文），其形式有政论、辩论、传记、自传、宗教经典、普及哲学和伦理著作等
，比之于广义散文，它排除了长篇的记叙和单纯逻辑的说理，而增强了情感的因素和文学的色彩。
16世纪，随着欧洲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文化和
思想上早已开始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到这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当时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
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要求个性解放。
因此，在散文创作领域顺乎潮流地兴起了一种“私文学”，即用书信、日记、忏悔录等形式作多少带
些掩饰的自我表白和自我剖析，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蒙田（1533—1592）。
他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
历史人物传记”的影响下，结合自己对于道德的反省和自我的剖析，终于创立了一种絮语式的散文体
裁：Essay（随笔）。
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
感想文章”。
它的内容“不限于个人经历、情感、家常掌故、社会琐事，然而这种经历、情感、掌故、琐事确是它
最得意的题材，国家政闻、社会舆论不大说的，有时也许讨论得着，但不是严词正意地有头有序地记
出来，只是散漫地零碎地写着”。
所以，这种散文需将作者意志的、情感的、观察力的结晶融会贯通，笼统地熔铸在暗示里，让细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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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去领会，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接着，英国的培根（1561—1626）吸取蒙田的艺术营养并结合个人的独创，发展了Essay体，开创了英
国散文之先河。
他深通哲学，蜚声政坛，将有关道德的问题结合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发出忠言谠论，供一般有志进取
的人阅读。
因此，就文章的风格而言，培根是不同于蒙田的，其内容质朴而富实，充满格言警语，其形式短而有
序，缺乏个人絮语的风趣。
他们都是外国散文的开拓者。
17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发达国家均有所增长，但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不同，又出现了发展的
不平衡性。
在文学上，古典主义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
它是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强调文学的社会
作用，主张文学反映生活，注意人物的心理分析，另一方面又崇尚理性，缺乏个性，设置了许多新的
清规戒律。
因此，讲究礼貌和培养绅士风度便成了时髦的社会风尚，而这也成了许多散文作家的主题，成为非小
说性散文绚丽多姿的花朵。
18世纪，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
启蒙思想家们把非理性作为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权威的武器，提倡自由的科学精神，肯定人类的进步
思想。
在文学上，他们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常常深入浅出地把深奥难解的哲学思想写得
通俗易懂，以图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
这时期的散文呈现着明显的繁荣和发展。
尤其是由于新闻事业的兴起和定期刊物的创办，在报刊上产生了一种“人物状写”（又称“人物素描
”），而后成为“期刊小品”，其内容多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探讨，于促进思想的启蒙有着重要作用。
在表达方式和文笔上，由于思想的活跃、题材和体式的多变，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19世纪，欧洲掀起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
浪漫主义作家们虽然跳不出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其思想核心仍
然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但他们强烈要求突破封建束缚，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追
求个性解放，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在文学上，他们主张描写理想，展示作家的主观世界和对事物的内心反应，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强
调描绘大自然景色，常常把自然的“美”同现实的“丑”进行对比，从而抒发作家的心灵感受、寄托
理想。
他们还采用民谣、民间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和借鉴，喜用夸张手法展现作家的思想倾向。
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加之报刊的盛行，散文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其发展达到了全盛阶段。
20世纪，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角逐，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更加不
满和绝望。
在文学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它具有极强的反叛性和挑战性。
作家们强烈要求摆脱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的传统基础，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和人生价值
观念等的传统意识提出疑问；他们打破公认的规范和正统，不断引进遭禁止的题材，创新艺术形式，
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宣布自己的主体性，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的姿态。
散文创作也受这股文学思潮的影响。
散文家们对现实存在表现了极大的怀疑，对想象和虚幻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幻象之物不仅出现在小品、游记中，而且出现在传记、忏悔录、历史著作和评论中。
加之报刊讲求实效，避免长篇大论，小品散文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英国的史密斯（1865—1946）
、吴尔芙（1882—1941），美国的海伦·A·凯勒（1880—1968）、斯坦倍克（1902—1968），法国的
纪德（1969—1951）、科莱特（1873—1954）等，以及各国卓有成就的散文家，他们的小品散文创作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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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生活，散文作品的情感因素和文学色
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散文由于有着深厚的传统，密切地联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必将突破“应用”的樊篱回
归到情感的世界中来。
本书所收的145篇散文，均系名家名作。
这些散文，有的长于抒情，抒发了浓浓的爱国情、乡情、亲情、友情、理想之情等；有的长于叙事，
叙述了“我与绘画的缘分”、“红色圣女”的壮烈、“童年轶事”的情趣、“我怎样考试”的经过、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欢乐等；有的长于描绘，描绘了林园之美、森林
之美、青山之美、海湖之美、风雪之美、晨昏之美等；有的长于思辨，思考了“老之将至”、“性与
美”、“创造”、“信仰自由”、“远和近”、“永不道别”、“怎样发大财”、“知识尘埃”、“
人生之秋”、“思想的诞生”等。
这些散文在艺术上除了运用传统手法外，大胆创新，大量使用了象征、荒诞、意识流、内心独白、对
话、蒙太奇等现代技法，给作品增添了深邃的艺术内蕴，都有强烈的个性与自我表现意识，饱含着浓
郁的情愫。
在本书中，我们还对每篇作品就其思想与艺术作了精要鉴赏，目的在于让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
）加深对原作的理解与把握，从而达到爽目怡情的审美效果。
同时，加强对百年来外国散文创作新成就、新面貌的认知，便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与世界各
国人民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拓宽视野，汲取更多有益的精神营养，促进我国新世纪散文创作与研究
的发展。
　　傅德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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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珍藏本）》所收的145篇散文，均系名家名作。
这些散文，有的长于抒情，抒发了浓浓的爱国情、乡情、亲情、友情、理想之情等；有的长于叙事，
叙述了“我与绘画的缘分”、“红色圣女”的壮烈、“童年轶事”的情趣、“我怎样考试”的经过、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欢乐等；有的长于描绘，描绘了林园之美、森林
之美、青山之美、海湖之美、风雪之美、晨昏之美等；有的长于思辨，思考了“老之将至”、“性与
美”、“创造”、“信仰自由”、“远和近”、“永不道别”、“怎样发大财”、“知识尘埃”、“
人生之秋”、“思想的诞生”等。
这些散文在艺术上除了运用传统手法外，大胆创新，大量使用了象征、荒诞、意识流、内心独白、对
话、蒙太奇等现代技法，给作品增添了深邃的艺术内蕴，都有强烈的个性与自我表现意识，饱含着浓
郁的情愫。
　　在《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珍藏本）》中，我们还对每篇作品就其思想与艺术作了精要鉴赏，
目的在于让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加深对原作的理解与把握，从而达到爽目怡情的审美效果。
同时，加强对百年来外国散文创作新成就、新面貌的认知，便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与世界各
国人民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拓宽视野，汲取更多有益的精神营养，促进我国新世纪散文创作与研究
的发展。
《外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珍藏本）》由傅德岷、余曲、蒋剑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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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英国大旱的消失林鸟贝多芬百年祭论雨伞道德旅伴远处的青山论老之将至送行我与绘画的缘分我的林
园无知的乐趣钱匣果园里闹鬼的房子性与美鸟啼论无所事事法国塞纳河岸的早晨一个树木的家庭论创
造鼠笼沙漠年轻的母亲红色的圣女松鼠最后的炉火卖花女郎蜗牛水蒂巴萨的婚礼德国上学的第一天童
年轶事论年龄告别优哉游哉前苏联海燕鹰之歌静秋水滴和石头林中小溪黄色的光球花风铃草白草贝加
尔湖啊，贝加尔湖我是株百岁的白杨树西班牙山民牧唱上书院去的路瑞典父亲与我丹麦人生我怎样考
试波兰影子草莓夜宿山中捷克田园诗情奥地利世间最美的坟墓裁缝的童话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南斯拉
夫铃兰花荷兰海的坟墓阿尔巴尼亚樱桃保加利亚孤独的树黑的玫瑰花（三则）赤脚的孩子美国一撮黏
土信仰自由给我三天视力女性的智慧《宽容》序中国之美不散的筵席大海和吹拂着的风远和近巨人树
拯救桑树街的冬天旅游者的祈祷我有一个梦想破产者与荒诞结婚永不道别加拿大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
的怎样发大财伐木抒怀雪墨西哥郁金香窗外尼加拉瓜笑声哥伦比亚我的回忆：拜访教皇秘鲁知识尘埃
智利母亲的诗歌声归来的温馨阿恨廷匕首乌拉圭航船巴西上帝睡着了波多黎各铅盒里的秘密日本自然
与人生（三则）三位来客旷野日本的庭园我的伊豆花未眠报春花·蒲公英春将至一片树叶听泉无情的
梦母亲的消息山恋书斋：藏污纳垢的场所印度我的童年自由孟加拉风光·西来达黄昏和黎明光辉逝去
废墟黎巴嫩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在寺院门口壳与核人生之秋以色列人像一根麦秸科威特但愿夫妻
不再陌生伊朗雨珠·露珠·泪珠阿富汗生活及其他两个农夫巴基斯坦妻子的亲戚泰国舞娘韩国音乐之
车菲律宾泪与笑埃及那第一杯生活是美好的时间的价值思想的诞生鸟与人与花儿攀谈阿尔及利亚他乡
客归时利此亚震撼人心的纸条苏丹棕榈树南非高速公路上的雄狮坦桑尼亚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澳大
利亚回头的浪子我爹：一份其过失清单生活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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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正沿着海滨大道走着，忽然遇上了急促的阵雨，可是，我并没有撑开我的雨伞。
实际情况是我不能打开那把伞。
首先，那伞架根本就撑不开，再说，即使能撑开，我也不能真去举着那么个玩艺儿，因为我不愿举着
那么一把像伞不成伞的鬼东西在人前露面的心情，大约和当年福斯塔夫决不愿让人看到他带领他那帮
乞丐兵开过考文特时的情况差不多，实际情况是，那根本不是我的伞。
对于那位伞的主人我现在真十分盼望他能有机会读到这篇小文章。
他拿走了我的丝绸雨伞。
我便只好拿了他作为交换留下的这把布伞。
我猜想他准也打着我的那把伞正得意洋洋地在海滨大道上溜达，他要是看到了手里捏着他的那把该死
的破伞，浑身还给淋得透湿的这家伙，准不免会对他投以轻蔑的眼光。
我敢说那流氓在看到这个破玩艺儿的时候，一定忍不住暗笑了。
“啊，”他高兴地自言自语说，“老伙计，那一回我对你可是不客气了。
那玩艺儿我可知道。
你就是玩命儿也撑不开它，而且收起来鼓鼓囊囊像个大口袋。
啊，你再瞧瞧这把⋯⋯”可我让他去昧着良心自鸣得意吧。
他正是那种我愿意叫他是缺乏雨伞良心的家伙。
你明白我讲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决不会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伪造支票，或是撬开别人的钱箱。
可是他却总爱跟人交换雨伞，或者借人的书总忘了归还，或者遇有机会便要跟铁路局开个小玩笑。
实在说，他为人绝对诚实，决不让自己的诚实遭到严重怀疑。
也许他只是随便一伸手从理发店的伞架上拿走了你的雨伞。
他明白，不管怎么着，反正不可能抓到一把伞比他自己原来的更坏。
他却有可能抓到一把稍好一些的。
一直到走出很远以后，他也没正眼看看他手里的那把伞。
然后，“我的天哪，我拿错了别人的伞，”他说，露出一脸吃惊的神色，因为他实在愿意感到自己是
弄错了。
“啊，你瞧瞧，现在再回去也是白跑。
他肯定早走了。
哎，好在我，把我的一把留给他了！
”就这样，我们跟自己的良心捉着迷藏。
光是不让别人抓住还不够；我们也决不愿让自己抓住了把柄。
有许多人一向为人清白，在一般情况下，谁都认为他为人无懈可击，实际也都免不了有点缺乏雨伞道
德。
比如有一位死在头等车厢里的极有声望的牧师，结果却被人发现他口袋里装着一张三等车票。
　　要说到书籍，谁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我记得几年前一位著名的牧师兼文学批评家去世了，他的藏书被公开拍卖。
真是琳琅满目，全是些难得的珍本。
他原是研究十七世纪文学的一位权威，那些书主要也全是有关那一时期作家的作品。
其中大部分书上全都印有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图章。
他把那些书借去后，一直也没有个适当的机会把书还回去。
它们于是便像法院的案例一样在他身边积累下来。
而他可是一位神职人员，讲起道来说得头头是道，这一点我便可以作证。
而且，您如果一定要逼着问我，我怕也得承认，硬要让一个人交出一本他真正心爱的书，的确也是一
件难事。
　　说真话，关于书籍，只有我认识的一位先生所奉行的一套原则是惟一稳妥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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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有个朋友找他借一部书。
“实在抱歉，”他说，“我不能借给你。
”“你没有吗？
”他的朋友问他。
“有的，我有那部书，”他说，“可是我早定下一条规矩决不把书借人。
你瞧，借书的人是从不肯还书的。
这一点凭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完全知道。
来，你跟我来瞧瞧。
”他领着他到他自己的书房去。
“你瞧，”他说，“总共有不下四千部。
没有——一——本——不是——借来的。
”可别借书给人，可别。
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最亲近的朋友您也别相信。
这我知道，那套《吉尔·布拉斯》哪儿去了？
嗯？
还有那套《西尔维奥·柏利科》？
还有⋯⋯还去念叨那些书名有啥用呢⋯⋯他知道。
他知道。
　　还有帽子。
有人就专门跟别人换帽子。
这可是不可原谅的。
这可是越出了那诚实与不诚实难以区分的良心的模糊边缘了。
谁也不可能戴上一顶别人的帽子会心里没数。
可就有人这么干。
我有一次在下院的吸烟室把一顶丝绸帽子挂在帽钩上。
等我去取的时候，帽子不见了。
挂钩上也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丝绸帽。
弄得我只得光着头穿过皇宫大院和白厅再去另买一顶。
我一直总纳闷儿，不知是什么样的一位先生手里拿着自己的帽子，头上却戴着我的帽子走了。
他是一位托利党人？
还是一位激进派？
这决不可能是工党的人干的，因为一个工人即使心不在焉也决不会拿起一顶丝绸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那会让他马上感到火烧眉毛一样的难受。
试想想威尔·克鲁克斯忽然戴上了一顶丝绸帽子！
你还不如穷开心假想着坎特伯雷大主教戴上了高顶帽哩——光是这么想想都是一种亵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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