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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

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

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

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

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

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朋

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

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

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

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

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

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

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

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

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

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

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

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

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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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

实，原籍是浙江绍兴，于１８９８年生于江苏省海州。因三代人定

居在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

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

朱自清于１９２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学生时代就

开始创作新诗，后来又开始写作散文。在１９２０年的秋天，创办

了《诗刊》。于１９２５年到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教师，不

久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系主任。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西南联

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以后，朱自清仍在清华大学任教，他积极

支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在１９４７年，朱自清在

《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对当局任意逮捕群众表示抗议。１９４８

年６月，在北京参加了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游行，并在《抗议美

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上签名。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

日，因病在北平逝世。

朱自清的主要著作有《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

《你我》、《伦敦杂记》，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记雅俗共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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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析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小品文。他的作品

题材主要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

景抒情的散文，代表作有《春》、《荷塘月色》、《绿》、《桨声灯影里

的秦淮河》等。二是以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为主的一组抒情散

文，主要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

味。代表作有《背影》、《儿女》、《悼亡妇》等。三是以描写社会生

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有《生命价

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

记》。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是前两类散文，其中《春》、《荷塘月

色》、《背影》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朱自清的散文具有真挚、含蓄、蕴藉的特点。他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巨匠，我国著名教育家杨振声曾经这样评

价朱自清：“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

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一条平坦大

道，这条道将永久领导我们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朱自清对

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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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

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的佯笑，强烈的揶

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

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

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

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

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

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

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

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袴，受了

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

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

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的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

平凡的事；况是一个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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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

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

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

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

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

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

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

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

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

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

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

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

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

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

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汩汩地向他说知别后

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

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

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现那

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

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

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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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

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

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

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摸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

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

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

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

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

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

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

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

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迫促了。那时

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

古旧的混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

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

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

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

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

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

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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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

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

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

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

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

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

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

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

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

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揣

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

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

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

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的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

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

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

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

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

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

我便写一信复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

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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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

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

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

“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

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

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

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

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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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氵祭

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說。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

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

谓“雾壳”，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

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

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

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

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帖帖地缩

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

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朱自清散文精选
　

· ９　　　　 ·

绿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

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

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

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

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

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

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

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

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

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

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

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

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

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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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

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

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

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

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

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

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

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地

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

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

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

渣，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

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

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

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

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

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

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滑呀。———那醉

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

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

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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