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

13位ISBN编号：9787807081579

10位ISBN编号：7807081570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长江

作者：傅德岷//韦济木

页数：4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

前言

　　中国是散文的国度。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灿若繁星。
早在殷商时代，在甲骨卜辞和青铜 器铭文上，已见散文（广义）的踪影。
春秋战国，诸子蜂起，汪洋雄辩，形 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勃兴局面。
两汉更化，《史记》超群脱俗，将 历史散文推向顶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魏晋南北朝，重 “文”（韵）轻“笔”（散文），但山水散文与笔记文得到了发展。
唐宋繁荣 ，散文“八大家”高举古文运动的旗帜，反对六朝以来风靡三百年的骈律 ，主张新鲜活泼
的文风，无论在散文理论的建立，写作题材和手法的多样 化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是继先秦诸子
散文发展的又一次高峰。
明清 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突出“自我”，空灵透逸，达到了个性 鲜明的新境界。
鸦片战争炮击，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社会，许多仁人志士为求民族的自强和
国家的独立，与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
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激 荡嬗变，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使散文这一短小精悍、极富时代性和主体
性 的文学样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名家名篇迭出，佳作奇葩纷呈异彩，“时 代推动了散文，散文反映和表现了时代”。
　　中国百年散文是思想启蒙、民主思潮不断发展的记录。
正如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 的中国人，经
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 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那时 ，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西方文艺复兴 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8世纪启蒙时期的“人权、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思想
，纷纷传入中国，促进了国人思想的启蒙和民主思想的滋生。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袁世凯“皇帝梦”的 破灭，张勋复辟丑剧的完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我国人民“科 学～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绵延迁衍，直至2Q世纪末
，仍然是我国人民思 想上追求的目标。
中国百年散文中有不少篇章正是这种思想追求的记录。
　　诸如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绪论》、于右任的《 中国万岁 民主万
岁》、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秋瑾的《致徐小淑绝命 词》、林觉民的《与妻书》、李大钊的《“
今”》、蔡元培的《我在北京 大学的经历》，以及林非的《询问司马迁》、王充闾的《土囊吟》、余
秋 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均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封建专制制 度的批判和与其决裂的
坚定态度，对民主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热烈的向往与 追求。
　　中国百年散文是个性解放和人性觉醒的载体。
经过“五四”新文化的 启蒙，“王纲”解纽，封建正统思想逐渐崩溃，思想大解放，人们的认识 已
同过去不一样，决非。
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而 是“为自我而存在了”。
这种个性解放和觉醒的思想促使散文家们打破古 文的桎梏，以白话文为体用，叙事、议论、抒情、言
志。
所以，郁达夫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 一个作家
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文化运动逐渐从启蒙主义 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曾
经显示了思想启蒙特点的“民主”、“科学”的口 号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
个性的、人性意识的觉醒，导致民族意识与阶级 意识的觉醒，进而导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全面觉醒
。
这些不同层次的奔 向现代观念的思想内涵，在中国百年散文中均有所体现。
鲁迅的《秋夜》 和《风筝》、周作人的《苦雨》、郑振铎的《海燕》、朱自清的《背影》 和《给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

妇》、张闻天的《飘零的黄叶》、梁实秋的《槐园梦忆》、何其 芳的《雨前》、茅盾的《雷雨前》、
瞿秋白的《—种云》、方志敏的《清 贫》、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以及黄秋耘的《丁香花下》
、梁衡的 《觅渡，觅渡，渡何处？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马丽华的《渴望苦 难》等，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展现了个性（人性
）、民族、阶级、社会 主义思想意识的全面觉醒。
　　中国百年散文是中华儿女团结御侮、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史诗。
百多 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 入侵，使我国大片国土
沦亡，人民遭受残酷的屠戮。
“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爱国的作家们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纷纷走出大都市的“亭子间” ，走
向乡村，走向内地，走向敌后，走向大后方，救亡图存，为民族的独 立与解放，拿起笔作刀枪，以血
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参加“以我们 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伟大斗争。
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是对 英、日帝国主义发动“五卅惨案”、屠杀中国人民血腥暴行的控
诉。
郭沫 若的《银杏》、茅盾的《白杨礼赞》、丰子恺的《还我缘缘堂》、夏衍的 《野草》、巴金的《
灯》、杨刚的《沸腾的梦》、施蛰存的《驮马》、陆 蠡的《囚绿记》、丽尼的《鹰之歌》、靳以的《
红烛》、萧红的《给流亡 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白朗的《月夜到黎明》 
、方敬的《赞美》等，是中华儿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判“ 亡国论”，坚持抗日斗争，
顽强不屈的民族意志的赞歌，是不朽的爱国主 义精神的壮丽诗篇。
　　中国百年散文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颂歌。
新中国成立 后，社会制度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重组，生产力的解放，全国人民有了当 家作主的自豪
感，生产热情高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散文家 们用他们的笔记录了这些灿烂的篇章。
老舍的《北京的春节》、李广田的 《花潮》、杨朔的《茶花赋》、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碧野的《
天山景 物记》等，盛赞了新中国人民新的生活，新的风尚，新的山川风物，新的 爱国主义情感，讴
歌了新中国“春光似海，盛世如花”！
 20世纪80年代吹起的改革开放的骀荡东风，将神州大地吹拂得绿意葱 茏，花红烂漫。
散文冲破了“左”的思想和古典主义艺术趣味的束缚，得 到了新的崛起，迎来了散文史上的又一个春
天。
冰心的《绿的歌》、林斤 澜的《春风》、峻青的《雄关赋》是对觉醒了的人民力量的赞颂，是对社 
会主义祖国“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的讴 歌。
贾平凹的《丑石》、刘再复的《读沧海》、傅德岷的《伫立西湖畔》 则是对拔擢人才的伯乐的呼唤，
是人生奋斗与进取之歌，是对历史的反思 和对数典忘祖思想的批判。
　　中国百年散文是海外炎黄子孙思乡恋乡的乐曲。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海外游子远离祖国数十年，心里、梦里思念的仍然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 的那
一片故土。
正如《我的中国心》中所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 依然是中国心！
”因此，海外散文家纷纷用他们的笔写下了对祖国、故土 的思恋，萧白的《响在心中的水声》、张晓
风的《愁乡石》、张拓芜的《 纺车》、郭枫的《老家的树》、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陈浩泉的《
南 音牵乡情》、李成俊的《深夜倾听“洪湖水”》、於梨华的《亲情·旧情 ·友情》、阚家蓂的《
我依然想回祖国》、聂华苓的《“国”格与“人” 格》，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乡思与乡恋之情，以及
对民族自尊与独立的“ 人格”“国格”的赞颂。
　　中国百年散文是中西文化融合、艺术多元化的画卷。
这百年是中西文 化碰撞、融合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现代 艺术技法，
加上散文家主体意识的加强，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电影 等文体的交叉与渗透，散文的笔法得到
了更新与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 势。
百年散文中除了纪实的富于现实主义特征的散文而外，还有抒写主观 情感、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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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式，除了常见的小品、随笔、游记 、印象记而外，还有对话体、告白体、书信体、寓言体⋯⋯其
手法，有纪 实的、象征的、梦幻的、怪诞的、意识流的⋯⋯其人称，有第一人称“我 ”的，有第二
人称“你”的，也有第三人称“他”的，甚至三种人称综合 运用于一篇作品之内，构成了多姿多彩的
艺术画卷。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一书就是从中国百年散文宝库中精选出来 的。
这些作品具有：（一）经典性。
经时间的淘洗，大多是有定评的名家名 作，即使少数不太为人们所熟悉的作者，其入选作品也属上乘
佳作；（二） 抒情性。
无论记人、叙事、写景、状物，这些作品均情真意挚，朴素隽永 ，展时代风貌，抒浓浓的亲情、友情
、乡情、国情；（三）哲理性。
哲理是 “在最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恩格斯），是 散文家对生活本
质的认识和人生奥秘真谛的揭示，本书所选的不少篇章冷 峻深邃，饱含人生底蕴，能给人以人生启迪
。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集作者简介、原作和鉴赏于一体，读者不 仅在短时间内能饱览百年散
文的精华，更能从鉴赏文字中进入原作思想艺 术的堂奥，增知启慧，励操砥志，怡情养性。
它将为提高民族文化精神添 砖加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傅德岷 韦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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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是从中国百年散文宝库中精选出来的。
这些作品具有：（一）经典性。
经时间的淘洗，大多是有定评的名家名作，即使少数不太为人们所熟悉的作者，其入选作品也属上乘
佳作；（二）抒情性。
无论记人、叙事、写景、状物，这些作品均情真意挚，朴素隽永，展时代风貌，抒浓浓的亲情、友情
、乡情、国情；（三）哲理性。
哲理是“在最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恩格斯），是散文家对生活本质
的认识和人生奥秘真谛的揭示，《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珍藏本）》所选的不少篇章冷峻深邃，饱
含人生底蕴，能给人以人生启迪。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集作者简介、原作和鉴赏于一体，读者不仅在短时间内能饱览百年散
文的精华，更能从鉴赏文字中进入原作思想艺术的堂奥，增知启慧，励操砥志，怡情养性。
它将为提高民族文化精神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珍藏本）》由傅德岷、韦济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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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报》发刊词少年中国说《革命军》绪论致徐小淑绝命词中国万岁民立万岁与妻书“企”我在北京
大学的经历秋夜雪风筝故乡的野菜苦雨白马湖之冬我的母亲银杏访沈园荼靡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秋天的
况味五月的北平雷雨前白杨礼赞钓台的春昼故都的秋翡冷翠山居闲话芦沟晓月快阁的紫藤花海燕还我
缘缘堂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雷峰塔下北京的春节秃的梧桐一种云清贫飘零的黄叶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笑一只木屐绿的歌秋日风景画野草榴裢听潮黄叶小谈街雅舍槐园梦忆灯再忆萧珊咬菜根人生哲学的一
课北游漫笔风雨中忆萧红山水花潮记一辆纺车沸腾的梦驮马雨中登泰山途中茅店塾师花床囚绿记鹰之
歌苏州拾梦记红烛铁匠窗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月夜到黎明雨前我歌唱延安向日葵采蒲台的苇卖琴
赞美（节选）茶花赋长江三日社稷坛抒情黄昏枯叶蝴蝶天山景物记丁香花下幽径悲剧松坊溪的冬天葡
萄月令更衣记黄山小记春风雄关赋筏子紫藤萝瀑布询问司马迁土囊吟凝思伫立西湖畔读沧海珍珠鸟六
骏踪迹巩乃斯的马一个王朝的背影觅渡，觅渡，渡何处？
清洁的精神我与地坛丑石渴望苦难杏黄月活到老真好响在心中的水声失去的森林听听那冷雨愁乡石谢
谢纺车老家的树我的空中楼阁教授的底牌多情的雨故乡的榕树桥南音牵乡情香江赋深夜倾听“洪湖水
”西湾四笔斗室漫笔（六题）“国”格与“人”格亲情·旧情·友情我依然想回祖国追忆丰子恺回忆
郁达夫一些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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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 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
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 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
的蜈蚣风筝。
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 ，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
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 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
和 。
我现在在那里呢？
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 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 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 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
，我又不许放，他只 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 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
他的这些， 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 拾枯竹。
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 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
了他。
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 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
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 ，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
着，将 要完工了。
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 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
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 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
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 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
里。
后来他怎样 ，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
　　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 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
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 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
变了铅块，很重很重 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 放。
我们嚷着，跑着，笑着。
——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 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 毫不怪你呵。
”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有 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 我的心很沉重。
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 年时代的胡涂。
“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 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
”他惊异地笑着说，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 。
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
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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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
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 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
的悲哀。
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 —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1925年1月24日 （选自《野草》《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鉴赏】文以情动人
，没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
鲁迅作 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从不隐蔽自己的感情。
一只小小的风筝，会那么长 久地牵动着他的心绪，使他痛苦，使他沉重。
《风筝》一起笔，就写出了 这一点。
“北京的冬季”天空中浮动着的一二风筝，“在我是一种惊异和 悲哀”。
原来它唤起了作者对往日的回忆，使作者想起了幼小时候对小兄 弟的一次精神的虐杀。
事隔二十年，当这一幕重新在眼前展开时，“我的 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一直到现在，异地空中 的风筝“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
作者以风筝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心灵的历程。
　　《风筝》取材于作者的零星感受，描写了生活激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有关风筝的一段记忆，
只是写了幼年时不准小兄弟放风筝和成年后讨 兄弟宽恕的两个片断，情节可谓简单。
可是，作者透过现象，于平凡中窥 到了精深，揭示出自己行动的实质是对儿童的一次精神的虐杀。
因此，才 在人物活动和事件的发展中批判了自己，毫无保留地披露了自己的心灵。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惊服作者生活感受的深刻，不能不感佩作者严于解剖 自己的精神，不能不叹
服一个伟大革命家光明坦荡的胸怀。
然而，文章仅 仅是解剖了自己吗？
不！
人的思想意识来源于社会。
旧中国是一个怎样黑 暗的社会！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味戕杀儿童活泼自然的天性，当时的封建 复古势力更是极力用旧思想、旧文化、
旧道德来束缚儿童。
一般的家庭， 也深受影响。
所以，鲁迅批判自己，正是在同自己身上旧思想的因袭进行 斗争。
他的自我解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解剖社会。
《风筝》的 结尾说：“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 冬，正给我非
常的寒威和冷气。
”这不明明写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么！
作 者以精练的一笔，把具体的事件置于典型的社会背景之中，使自我解剖和 当时的社会紧紧相连。
由此可见，作者剪取的虽然是生活中的点滴片断， 但由于渗透着精深的见解，所以文章以小见大，言
近旨远，以一个独特的 事件，反映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风筝》的形象描写是出类拔萃的。
作者不求“形似”，但求“神似 ”，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寥寥几笔，神情毕肖。
例如，对于小兄弟的“ 形”，作者并未着意刻画，只写了“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几笔 ，
却于具体的行动描写中，为其传“神”。
小兄弟“最喜欢风筝，自己买 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
日 。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 高兴得跳跃”。
一个静的神态，两个动的细节，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对 游戏的浓厚的兴趣。
“我”“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 ”，“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一个大蝴
蝶风筝即将完工，“做眼 睛用的小风轮”，还“用红纸条装饰着”，这个情景又使我们看到小兄弟 
工作得多么专注、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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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肯于钻研，富于创造！
长兄代父，小兄弟看 见了“我”，“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十分准确地揭示 了小
孩子当秘密被发现时的惶悚心理。
“我”俨然是副家长的神态，“即 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并
且“傲 然走出”。
“折”、“掷”、“踏”之后，“傲然走出”，多么穷形极态 ，栩栩传神！
时间的流逝，会洗去旧迹，在生活的辗转中，谁还将幼时的 小事铭记心头？
所以，当两人“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 ”，“我”又重提旧事的时候，“‘有过这
样的事么？
’他惊异地笑着说 ，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
这又是多么俭省的一笔！
这一笔一笔的 勾勒，好像一幅一幅的写意画；这一系列的行动描写，又好像一连串的电 影镜头，将
人物的形态与神韵一并摄了下来，呈现在人们眼前，使人如闻 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风筝》在人物描写上着墨不多，但却真实 地再现了各自的心理与性格，达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
而对旧社会的控诉 ，对幼小者的同情，对自己旧思想的鞭笞，都渗透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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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精选中国百年散文名家之名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饱含人生底蕴
，文笔精美酣畅，实属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瑰宝，是民族文化中无比珍贵的不朽的艺术宝库。
它将为提高民族文化精神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中国散文百年精华鉴赏（珍藏本）》由傅德岷、韦济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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