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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自清散文一类反映社会人生，现实性强，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
比如在《阿河》里，作者写了一位18岁的农家少女阿河的悲剧，作者真挚的同情、理解和人道主义精
神铸成这类“血泪”散文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中，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
的外交史”。
另一类散文写身边的琐事，个人见闻，艺术价值较高，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
　　朱自清散文以其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朱自清散文精选》选取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内容人都是身边的凡人琐事，但是在这些事情中
传达着他对生活的思索和感悟。
朱自清先生的语言清丽凝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在平淡中传递着真挚的感情。
《朱自清散文精选》中，《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匆匆》等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
，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也让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因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自清散文精选>>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江苏、浙江一带中学任教，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
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1年赴英，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南联大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欧游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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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
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
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
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
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
日子久了，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
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
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
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
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
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痨病死了。
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
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
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
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的是正太太生的大
小姐。
他说那边要相亲。
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
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
叮嘱自己留心些。
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
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念什么书一类的话。
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
总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
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
老妈子的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
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里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
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摧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
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
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
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那时正是光复的前年，还讲究这些，所以他们乐意做这门亲。
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
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
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
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
母亲心冷了。
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鸦片烟了。
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
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末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
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
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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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担心我的事。
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
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
轿夫说是的。
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
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
P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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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经典是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和表情。
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的期望，鼓起现在的勇气
，不再虚空浮华、怀疑未来。
    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以久的词句，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
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却又是最宝贵的。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
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
感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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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自清的散文风格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
本书收录了他的《荷塘月色》、《背影》、《匆匆》、《绿》、《春》、《威尼斯》等一系列散文作
品,这些作品有的写景，有的抒情，还有一部分作者在国外的游历见闻，显示了他不凡的语言驾驭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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