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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是日常生活中心情、感悟、新观点、新发现的

记录。生活如浩瀚大海，博大宽广，时时处处事事都可

以写成文章。有文就录，有感就发，有事就记，有理就

说，率性而为，或讲述文化知识，或发表学术观点，或

评析世态人情，随手拈来，不拘形式，这就形成了丰富

多彩的随笔精品，这也造就了文笔奇妙的随笔大家。

人的生命形态主要由许许多多细小的琐事组成，

大多平平凡凡，寻寻常常，随处皆是，这是生活的常

态。只有那些专于注寻常琐事，并热心于生活的人，

才能在其中体味出无尽的趣味，他的心境才不至于枯

涩，他的心泉才不至于干涸，他一旦弄笔写作便会自

然容易找到感觉，很快进入境界，并能挥洒自由。对

于琐事总不放在心上的人，在平常生活中发现不了诗

意的人，其情感自然会干枯无趣，其心灵自然会顽劣

粗糙，当然就很难对生活充满情趣和热爱，他的生活

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和苍白无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注

意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许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浪花。

只有当你在生活中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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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能从平常的生活中获得共鸣，才能生发出启迪心

智的哲理，也才可能与写作结下一份良缘。其实，妙

语神笔，嘉言华章是天地间早就有了的，它在随笔式

的自由写作中最容易呈现出来，只是它需要凝神遐

思、用心体味才能妙手偶得，才能浑然天成。

写作和其它艺术一样，只是人的一种生命享受与精

神自救。用一颗善良之心、真诚之心去贴近平常生活，

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触摸时代的脉搏，寻觅真善美的

所在，并忠实地将其诉诸笔端，这就是随笔的绝妙之处。

为了使广大读者领略精品散文的神韵，我们特地编

写了这套“当代名家随笔精品”丛书，包括《鸟兽通人

性·动物卷》《草木孰无情·植物卷》《好景春常在·景

物卷》《万水千山情·游记卷》《万物亦通灵·物品卷》

《万里诗书路·文化卷》《沧桑人间道·人物卷》《记忆

如拾零·琐事卷》共 8册。本套丛书精选了鲁迅、夏丏

尊、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和戴望舒等数十

位我国散文大家的随笔作品，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

霍桑、布封等国外著名文学大师的随笔精品，这些作品

都十分关注深层的历史、思想、文化以及生活等问题，

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大至社会世情、人生哲理，小至

身边琐事、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学习心得、书籍品评、

亲情友情，等等，它简洁而又精练，朴素而又优美，自

然中透着情韵，博大中闪耀着智慧，凝聚了深刻的人生

哲理和生活精华，是我们阅读体味的最佳范本，也非常

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腊 叶 ● 鲁 迅 ( 1)…………………………………

野 草 ● 鲁 迅 ( 3)…………………………………

桃 花 ● 鲁 迅 ( 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鲁 迅 ( 6)…………………

良乡栗子 ● 夏丏尊 ( 12)……………………………

梨 花 ● 许地山 ( 15)………………………………

生 ● 许地山 ( 17)……………………………………

无忧花 ● 许地山 ( 18)………………………………

马缨花开的时候 ● 郁达夫 ( 32)……………………

超山的梅花 ● 郁达夫 ( 39)…………………………

落 叶 ● 徐志摩 ( 46)………………………………

只有梅花知此恨 ● 庐 隐 ( 67)……………………

玫瑰的刺 ● 庐 隐 ( 68)……………………………

看 花 ● 朱自清 ( 71)………………………………

偶然草 ● 石评梅 ( 76)………………………………

一片红叶 ● 石评梅 ( 78)……………………………

对 花 ● 柔 石 ( 81)………………………………

1



草木孰无情·植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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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 叶

鲁 迅

灯下看 《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

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

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

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

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

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

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

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 这是病叶呵! 便将他摘了下

来，夹在刚才买到的 《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

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

同飘散罢。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

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

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

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

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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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早经秃尽了; 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

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

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 《语丝》

周刊第六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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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草

鲁 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我将开口，同

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

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

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

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

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

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

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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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

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

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

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

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

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

楼上。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北京 《语

丝》周刊第一三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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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花

鲁 迅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 桃花红，李花白。”

(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 “杨妃红”。

好小子! 真了得! 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 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新青

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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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

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 文公的子孙了，连那

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

一些野草 ;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

树，紫红的桑椹; 也不必说鸣 蝉在树叶里长吟，肥

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 ( 云雀) 忽然

从草间直窜 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

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

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 还有斑

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 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

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

有 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

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 以成仙，我于是

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

泥墙，却从来 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

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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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

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 先前，有一个读

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

美女的 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

兴; 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 机关。说他

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 “美女蛇”了; 这是人首

蛇身的怪物，能唤人 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

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

，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

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 着，———当然睡不

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 门外象是风雨

声。他正抖作 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

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 光也

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 后来，老和尚说，

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 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

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 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

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

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 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

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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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想。但 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

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 自然是常

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 雪一下，可就两样

了。拍雪人 ( 将自己的全形印在 雪上) 和塑雪罗汉

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

只好来捕鸟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 总须积雪盖了

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 好。扫

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

来，下面撒些秕谷，棒 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

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

一 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

的 “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 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

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

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

小半天 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

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 道: 你太性

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

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 的书塾。也许是因

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

的梁家去了 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

……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 我将不能常 到百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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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

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

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 门进去，第三间是书

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 三味书屋; 扁下面是一幅

画，画着一 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

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 算是拜

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

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 白了，还戴着大眼镜。

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

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

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 “怪哉”，冤气所化，用酒

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

是不知道的，因为她 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

可以问先生。

“先生， ‘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

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 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

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 至于不知道，所谓

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

此，我遇见 过好几回了。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

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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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

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 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

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 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

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

音。然而 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

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 一同回去，也不行

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 用，也有罚跪的规矩，

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

念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有念 “笑人齿

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 “上九潜龙勿用”的，有

念 “厥土下 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

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 去了，

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金叵罗，颠

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

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

起，摇 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

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 做戏。我是画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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