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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两依依·情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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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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故事

鲁 迅

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 石

油又不是老牌，熏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

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 是昏沉的夜。

我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 捏着

《初学记》的手搁在膝髁上。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有许多美的人和美

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

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

柏，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

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衣裳，和尚，笠，天

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

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

同荡漾。诸影诸物，换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

相融和; 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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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

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是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

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

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

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

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

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

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刺奔送的红锦带。带织入狗

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

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

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

趣，而且分明。

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看

见，———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

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

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

捏住几乎坠地的 《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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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碎影。

我真爱这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

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

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

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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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夜

郁达夫

什么什么?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写的。我会写什么

东西呢? 近来怕得很，怕人提起我来。今天晚上风真

大，怕江里又要翻掉几只船哩! 啊，啊呀，怎么，电

灯灭了? 啊，来了，啊呀，又灭了。等一忽吧，怕就

会来的。像这样黑暗里坐着，倒也有点味儿。噢，你

有洋火么? 等一等，让我摸一枝洋蜡出来。……啊

唷，混蛋，椅子碰破了我的腿! 不要紧，不要紧，

好，有了。……

这样烛光，倒也好玩得很。呜呼呼，你还记得

么? 白天我做的那篇模仿小学教科书的文章: “暮春

三月，牡丹盛开，我与友人，游戏庭前，燕子飞来，

觅食甚勤，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我现在又想了一

篇，“某生夜读甚勤，西北风起，吹灭电灯，洋烛之

光。”呜呼呼……近来什么也不能做，可是像这种小

文章，倒也还做得出来，很不坏吧? 我的女人么?

暖，她大约不至于生病罢! 暑假里，倒想回去走一

趟。就是怕回去一趟，又要生下小孩来，麻烦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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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里还有酒么? 啊唷，不要把洋烛也吹灭了，风声

真大呀! 可了不得! ……去拿么，酒? 等一等，拿一

盒洋火，我同你去。……廊上的电灯也灭了么? 小心

扶梯! 喔，灭了! 混蛋，不点了罢，横竖出去总要吹

灭的。……噢噢，好大的风! 冷! 真冷! ……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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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的晴雨

郁达夫

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

有白，前两星期，源宁来看了西湖，说他倒觉得有点

失望，因为湖光山色，太整齐，太小巧，不够味儿。

他开来的一张节目上，原有西溪的一项; 恰巧第二天

又下了微雨，秋原和我就主张微雨里下西溪，好教源

宁去尝一尝这西湖近旁的野趣。

天色是阴阴漠漠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冷，

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车过方井旁边，

自然又下车来，去看了一下那座天主圣教修士们的古

墓。从墓门望进去，只是黑沉沉，冷冰冰的一个大

洞，什么也看不见，鼻子里却闻吸到了一种霉灰的

阴气。

把鼻子掀了两掀，耸了一耸肩膀，大家都说，可

惜忘记了带电筒，但在下意识里，自然也有一种恐

怖，不安，和畏缩的心意，在那里作恶，直到了花坞

的溪旁，走进窗明几净的静莲庵 ( ?) 堂去坐下，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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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碗清茶，这一些鬼胎，方才洗涤了个空空脱脱。

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

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像我们那么高坐了汽车，

飞鸣而过古荡，东岳，一个钟头要走百来里路的旅

客，终于是难度的俗物，但是俗物也有俗益，你若坐

在汽车座里，引颈而向西向北一望，直到湖州，只见

一派空明，遥盖在淡绿成阴的斜平海上; 这中间不见

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

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 过秦亭

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

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

秋的半中间。

从留下下船，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芦

花浅水里打圈圈; 圆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

光，还不足道; 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后的一带湖上的

青山，不知不觉，忽而又会得移上你的面前来，和你

点一点头，又匆匆的别了。

摇船的少女，也总好算是西溪的一景; 一个站在

船尾把摇橹，一个坐在船头上使桨，身体一伸一俯，

一往一来，和橹声的咿呀，水波的起落，凑合成一大

又圆又曲的进行软调; 游人到此，自然会想起瘦西湖

边，竹西歌吹的闲情，而源宁昨天在漪园月下老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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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求得的那枝灵签，仿佛是完全的应了，签诗的语

文，是 《鄘风桑中》章末后的三句，叫作 “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后便到了茭芦庵，上了弹指楼，因为是在雨

里，带水拖泥，终于也感不到什么的大趣，但这一天

向晚回来，在湖滨酒楼上放谈之下，源宁却一本正经

地说: “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

前天星期假日，日暖风和，并且在报上也曾看到

了芦花怒放的消息，午后日斜，老龙夫妇，又来约去

西溪，去的时候，太晚了一点，所以只在秋雪庵的弹

指楼上，消磨了半日之半。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

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

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

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

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

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

要几时才能全白? 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

说: “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 若有月亮，更为出

色。”说后，还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条件，要我们到那

时候，再去一玩，他当预备些精馔相待，聊当作润

笔，可是今天的字，却非写不可。老龙写了 “一剑

横飞破六合，万家憔悴哭三吴”的十四个字。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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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和着抄了一副不知在哪里见过的联语: “春梦有时

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

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

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哪里去摸

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

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像是七月

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9



情景两依依·情景卷

海 上

郁达夫

大暴风雨过后，小波涛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继续

些时。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满清的末代皇帝宣统下了

退位之诏，中国的种族革命，总算告了一个段落。百

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

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

穿了洋服。为改订司法制度之故，民国二年 ( 一九

一三) 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职的哥哥，就拜了

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于是我的将来的修学行程，也

自然而然的附带着决定了。

眼看着革命过后，余波到了小县城里所惹起的是

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却拥着怀疑，在家里

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

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

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

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

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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