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名家经典散文选 /冯志远编 . —西安: 西安出版社，1995
( 2010. 1 重印)

ISBN 978 － 7 － 80594 － 218 － 6

Ⅰ. 名… Ⅱ. 冯… Ⅲ. 散文 －作品集 －中国 －当代
Ⅳ.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09) 第 090216 号

名家经典散文选

编 者: 冯志远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 xacbs. com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1168mm 1 /32
印 张: 40
字 数: 76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4 － 218 － 6
定 价: 238. 00 元 ( 全 8 册)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宏论博天下·议论卷



散文作为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往往通过生

活中偶发的、片断的事象，去反映其复杂的背景和深

广的内涵，使得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

情”。可以说，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散文。

散文也像生活一样，广阔无边，多姿多彩。特别

是散文利用潇洒的行文，不拘的形式，鲜活的文气，

新颖的语言，机智的幽默，含蓄的寓意，以及多种多

样艺术技巧的自如运用，使得散文作品精彩纷呈，美

仑美奂，也使得生活更显浓墨重彩，趣味盎然。

数千年来，散文名篇佳作迭出，浩如烟海，一直

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特别是进入

现代以后，白话散文更凭借几千年的丰富文化沉淀，

含英沮华，异彩纷呈，名篇佳作如春潮涌出。诸如，

鲁迅的犀利深刻、冰心的隽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

泊、林语堂的厚重平实、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等，

各大名家笔下的绝妙文字是尽显风采，美不胜收。而

广大读者在这些散文中，不仅可以读到文采，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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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大家的精神见解，感受文字中所蕴含的优美意

境，从而给人一种精神的陶冶。

为了让读者能够领略到名家散文的风采，我们特

别编辑了这套 “名家经典散文选”，包括《万事融笔

端·叙事卷》《挥笔如传神·写人卷》《情动于心中·

抒情卷》《情景两依依·情景卷》《滴水见阳光·哲理

卷》《闲情说理趣·随笔卷》《提笔如出鞘·杂文卷》

《宏论博天下·议论卷》共 8 册。本套散文所选文章

除了当代我国的名家精品之外，还选择了一些当代外

国名家经典散文，诸如法国作家雨果、大仲马，英国

哲学家罗素，印度文豪泰戈尔等。这些中外文学大家

的作品，知识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开阔眼界、

提升素养都有极大的帮助。这些散文大多以一种轻松

随意的文笔，朴实自然地展现出了名家散文的基本状

况，并以这些名家生卒时间为顺序进行编排，充分体

现了这些名家散文的个性魅力和风格特色。

散文素有 “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

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经

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

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

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

力。因此，这套散文丛书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

的良好版本，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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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

人生什么最苦呢? 贫吗? 不是。失意吗? 不是。

老吗? 死吗? 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

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 若能

安分 ( 不多作分外希望) ，虽失意不苦; 老、病、死

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

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

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 因为受那良心责备

之过，要逃躲也没地方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

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

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 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

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对

不住他呀! 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 不

独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

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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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

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

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

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

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死，可以

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

痛，当然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

翻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 自然责任完了，算是

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 “如释重负”，俗语

亦说: “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

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

责的日子乃越长; 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

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 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

乐才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

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

间一种趣味; 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

是自己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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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睁了眼看

鲁 迅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

目: “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 ( 《猛进》十

九期) 。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

说，敢作，敢当。倘使连正视也不敢，此外还能成什

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

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

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

已教人 “非礼勿视”的了; 而这 “礼”又非常之严，

不但 “正视”，连 “平视” “斜视”也不许。现在青

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

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顺良的百

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最近一月来的

新说，还不知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 “正视”问题去: 先既不敢，后便不能，

最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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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

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

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

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

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

“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

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 “天之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

不平，也就不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

要 “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 放心喝茶，睡觉大

吉。再说废话，就有 “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

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 倘将一位久蛰洞房

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

金小姐拖到旷里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

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

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

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 瞒和骗。

中国婚姻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

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

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 “终

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

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不失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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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 ，实际却

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

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 才子及第，

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一压，

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他也一点没有了。假使

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

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

异性; 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

墙壁实 “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 据 《封神

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

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

不完，管不及的; 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瓷可

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

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

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

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

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

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

的能有几个，已经是 “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

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

结: 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

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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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即冥中另配，必令 “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

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

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说过: 人

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

《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

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

他们作墓志，竟会说 “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

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

醮纸火盆，妄希福祐，是见于 《元典章》的; 剧本

《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

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

于一同自杀的; 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

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

便大抵改，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

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

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

飞; 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

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

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

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

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

6



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

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

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

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 遭劫一次，即造

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

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

而给中国人发挥 “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

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

此上也有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

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

仰的高大的柱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

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

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

榨出，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 否则，

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

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

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

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

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 早就应该有一

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

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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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 A或 O，或 Z，一样是虚

假的; 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

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 “爱国”

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或者本来就闭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

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8



未有天才之前

鲁 迅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

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

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

反证两件事: 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

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 也许有着

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

以说没有; 不但天才，还有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

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

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

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

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 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

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

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

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

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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