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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让清扬与美丽伴随你（代前言） 

 

“生命之中本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只要你的心永远向着太阳，

那么每一个清晨就会向你展现出一个等待着由你来开启的美景。”当

你远离喧嚣的城市，或者从繁杂的生活重负里走出来，沏上一杯清

茶，静静地品读这段大卫·梭罗的美文时，在心灵的深处，你是否感

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静谧与安详…… 

一篇优美的散文散发的是清扬与美丽，品读优美的散文，与众多

散文名家作心灵深处的交流；在优雅温馨的艺术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哲

理、感悟生活的真谛、陶冶性情、舒畅襟怀，如此这样你一定能缓解

身心的疲惫，从中感受别样的清扬与美丽，带给你无限快意与乐趣。 

众所周知，散文的题材最广泛，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

体裁。 

文学是表现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通常来说，小说、诗歌、戏

剧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在格律、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都有很

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却可以随便自由些，看来只是不经意地抒写着

一己的经历和感受，所表现的多是零星杂碎的片断人生。在这里，读

者虽不能愉快地贪图到像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可歌可泣、可爱可悯

的有系统的人生断面，却能出其不意地找到在人生里随处都散布着的

每颗沙砾的闪光，使你惊叹，使你欣喜，以之为不易掘得的宝藏。所

以读散文要用心来读，用心来体会。当你的心和作者的心达到真正相

接的那一刻，你才算是真正地透过散文那五彩缤纷的“形”，体会到

它那凝而不散的“神”。此时你所体会到的就是散文灵魂的真善美，



 

 

那就是作者通过散文表达出的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思索；那就是能带你

通向更远的有着万千风景的世界的道路；那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灵进入

片刻小憩的乐园。 

散文是美的，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然而什么样的散文才是最美

的散文呢？秦牧曾说：“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

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好散文，还是

不多。”他还说：“一篇好的散文，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

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 

品读精美的散文，宛如清风般涤荡沐浴；让散文的清扬与美丽永

远地伴随你。 

编者 

200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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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美） 

作者简介 

厄尼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美国著名作家，曾于 195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那简约有力的文体和多种现代派手法的出色运

用，在美国文学史曾引起过一场“文学革命”，许多欧美作家都明显

受到了他的影响。海明威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以及长

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

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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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高贵 

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每个人都是领航员。 

但是，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

以最幸福的人的人生为例——它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线。丧亲之痛

和幸福祝愿彼此相接，使我们一会儿伤心，一会儿高兴，甚至死亡本

身也会使生命更加可亲。在人生的清醒时刻，在哀痛和伤心的阴影之

下，人们与真实的自我最接近。 

在人生或者职业的各种事务中，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

的作用不如心情，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 

我始终相信，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生活得更朴

素。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类真正需要的

东西是非常之微少的。 

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名篇鉴赏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真实的高贵是什么?在《真实的高贵》这篇

富含哲思的散文中，文学大师海明威以隽永的语言为我们做了诠释。 

在作者看来，人的生活不可能永远都是风平浪静的，而是交织着

欢乐与痛苦，他甚至觉得：“在人生的清醒时刻，在哀痛和伤心的阴

影之下，人们与真实的自我最接近。”这是作者在阅尽人世悲欢之

后，对人生的一种顿悟。 

谈到人类的需要，作者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一个

“内心生活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生活得更朴素”，而在一个

“奢华浪费的年代”，实际上，“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之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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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的话语富含哲理、隽永深刻，犹如一把锋利的宝剑，直刺

人类的“虚荣”和“贪婪”。 

既然幸福和欢乐非人生之目的，而奢靡与浮华也非人类之所需，

那么人应该追求什么呢?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悔恨自己的错

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

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卒章显志，将本文所要论

述的主旨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超越自我，优于过去的自己，才

是人最应该追求的东西，也是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 

诚然，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努力超越过去的自己不失为人生的

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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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贝克（美） 

作者简介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年），美国著名作家。他的许多作

品都表现了底层人物的善良、质朴，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

象。由于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

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的观察”，于 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

主要作品有《愤怒的葡萄》、《煎饼坎》、《鼠和人》、《月亮下

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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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树 

我在巨人树身边呆了两天。这儿没有旅客，没有带着照相机吵闹

的人群，只有一种大教堂式的肃穆。也许是那厚厚的软树皮吸收了声

音才造成这寂静的吧!巨人树耸立着，直到天顶，看不到地平线。黎

明来得很早，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辽远天空中羊齿植物般的绿叶才把

阳光过滤成金绿色，分作一道道、一片片的光和影。太阳刚过天顶，

便是下午了，紧接着黄昏也到了。黄昏带来一片寂静的阴影，跟上午

一样很漫长。 

这样，时间变了，平时的早、午、晚划分也变了。我一向认为黎

明和黄昏是安静的。在这儿，在这座水杉林里，整天都很安静。鸟儿

在朦胧的光影中飞动，在片片阳光里穿梭，像点点火花，却很少喧

哗。脚下是一片积聚了两千多年的针叶铺成的垫子，在这厚实的绒毯

上听不见脚步声。我在这儿有一种远离尘世的隐居感。在这儿，人们

都凝神屏气不敢说话，生怕惊扰了什么——怕惊扰了什么呢?我从孩

提时代起，就觉得树林里有某种东西在活动——某种我所不理解的东

西，这似乎淡忘了的感觉又立即回到我的心里。 

夜黑得很深沉，头顶上只有一小块灰白和偶然的一颗星星。黑暗

里有一种呼吸，因为这些控制了白天、占有了黑夜的巨灵是活的，有

存在，有感觉，在它们深处的知觉里或许能够彼此交感!我和这类东

西（奇怪，我总无法把它们叫做树）来往了大半辈子了。我从小就赤

裸裸地接触它们，我能懂得它们——它们的强力和古老。但没有经验

的人类到这儿来却感到不安，他们怕危险，怕被关闭、封锁起来，怕

抵抗不了那过分强大的力。他们害怕，不但因为水杉的巨大，而且因

为它们的奇特。怎能不害怕呢?这些树是早期侏罗纪的一个品种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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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孑遗，那是在遥远的地质年代，那时水杉曾蓬勃繁衍在四个大陆之

上，人们发现过白垩纪初期这种古代植物的化石。它们在第三纪始新

世和第三纪中新世曾覆盖了整个英格兰、欧洲和美洲。可是冰河来

了，巨人树无可挽回地绝灭了，只有这一片树林幸存下来。这是个令

人目眩神骇的纪念品，纪念着地球洪荒时代的形象。在踏进森林里

时，巨人树是否提醒了我们：人类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上还是乳臭未

干、十分稚嫩的，这才使我们不安了呢?毫无疑问，我们死去后，这

个活着的世界还要庄严地活下去，在这样的必然性面前，谁还能做出

什么有力的抵抗呢? 

名篇鉴赏 

本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罕见的自然景观——巨人树水杉林。作者

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构思全文。 

首先，作者描绘了巨人树的外在形象：先是总体轮廓“巨人树耸

立着，直到天顶，看不到地平线”。接下来，作者根据一天中时间的

变化，按早、中、晚的时阶，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出巨人树的形象。 

其次，作者写了自己在巨人树林旁体会到的幽深的意境。一起笔

作者即强调人走进巨人树所能体会到的不同感受——“一种大教堂式

的肃穆”。接着，作者又从时序变化入手写了巨人树林的“整天都很

安静”。作者还通过对其他方面事物的描写衬托巨人树林的静，如

“鸟儿在朦胧的光影中飞动，在片片阳光里穿梭，像点点火花，却很

少喧哗”，再如“脚下是一片积聚了两千多年的针叶铺成的垫子。在

这厚实的绒毯上听不见脚步声”。最后作者直接写自己的心灵感受：

“我在这儿有一种远离尘世的隐居感。在这儿，人们都凝神屏气不敢

说话，生怕惊扰了什么。”意境之高远，使读者在阅读中也仿佛与大

自然融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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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作者用饱含哲思的文字叙述了巨人树的历史形成，升华了

文章的主题。巨人树“是个令人目眩神骇的纪念品，纪念着地球洪荒

时代的形象”，它见证着人类、自然的诸多历史，本身散发着一种超

越时空的魅力。“人类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上还是乳臭未干、十分稚嫩

的，这才使我们不安了呢?毫无疑问，我们死去后，这个活着的世界

还要庄严地活下去，在这样的必然性面前，谁还能做出什么有力的抵

抗呢?”——自然永恒，人类渺小，个人更是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应

该顺应自然，推动这个永远活着的世界前进，而不应该做违背自然规

律的所谓的“抵抗”。 

本文描写细腻，感情真挚，富含哲理，通过对巨人树水杉林的描

绘，使人仿佛置身于一种恢宏的境界之中，感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原始

交汇，并从巨人树这宏大的生命中，体验到大自然的永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