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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外国散文历史悠久，名家名作浩如烟海。尤其是近百年来，随着

科技和文化的不断进步，外国散文创作更是日益繁荣。在广阔而丰富

的外国散文天地中，如果能接触、阅读更多的散文佳作，无疑能拓宽

我们的视野，加强与世界的思想交流，从而汲取更多的精神营养。

外国散文百年精华的作品内容极其丰富。有的描绘令人陶醉的优

美景色，在米哈伊尔·普里什文的《林中小溪》里一览小溪潺潺、树

木繁茂的林中之景；在让·吉奥诺的《特利埃夫之秋》中细品秋天跳

跃的脚步；在赛珍珠的《中国之美》中领会你不曾发现的祖国之美；

有的深藏让人感同身受的深情，不仅有井上厦对母亲的赞美怀念，还

有高尔斯华绥对和平的深深渴望，以及乔治·奥威尔童年观赏癞蛤蟆

的纯真乐趣；还有诸多的叙事内容，可以了解到斯蒂芬·巴特勒·里

柯克如何过母亲节、海伦·凯勒对光明的深切渴望，以及高尔基对雄

鹰般革命战士的讴歌；作品中还有着发人深省的哲理，如罗素对年老

的坦然理智，蓬热对蜗牛的独特认知，罗伯特·林德从无知中领会到

的乐趣……纷繁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让人不禁沉醉

其中。

外国散文百年精华的作品艺术手法极其多样。除了运用传统的手法

外，还大量使用了象征、荒诞、内心独白、蒙太奇等现代技法，如托马

斯·曼的《幻象》采用意识流的手法，由一支烟引发出无尽的想象；加

夫列尔·米罗的《老鹰和牧羊人》通过牧羊人和老鹰的象征意义，表现

了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和斗争；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运

用荒诞的手法，展现了一个原始、魔幻、具有拉丁美洲地域特色的神秘

世界。这些艺术手法不仅体现出作品强烈的个性，也给作品增添了深邃

的艺术内涵，同时也体现出作者浓郁的自我表现意识。

外国散文百年精华的作品表现手法丰富多彩。既有泰戈尔的旅行

日记、威廉·戈尔丁的风景游记，也有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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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随笔，还有里尔克的书信、萧伯纳的音乐评论等等。表现形式

异彩纷呈，也让读者久久徜徉于文学的海洋。

书中对每篇作品做了简要鉴赏，希望能够加深读者（特别是中学

生）对原作的把握和理解，从而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书中还简单介

绍了作者的相关情况，并插入作者图片和文章相关图片，让读者能够

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文章。

本书选编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著

名散文大家的代表作品，虽力争涵盖全面且具有代表性，但由于佳作

繁多，篇幅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还望读者海涵。由于编者水平有

限，作品理解难免存在不当，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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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威廉·赫尔·怀特

威廉·赫尔·怀特（1829—1913），英国作家。出生于英格兰中部。常

用的笔名是马克·罗塞福。他的作品有《马克·罗塞福自传》《马克·罗塞

福的释放》《皮匠街的革命》《米丽亚姆的教育》《约翰·班扬》等。

大旱的消失

三个月来几乎并没有落一滴雨。大概总是西北风，从那边来，向东

边吹去。偶有微风来自西南，云气也浮起来了，但终于没有雨；并且没

有真的西南风，不数小时，报风计依旧在原方向了。云未尝不是时时聚

集，并且有着各种表号，以示变化在即。在这等时候，风雨表日复一日

地渐渐下降，终于降到普通将起暴风雨的一点，然而没有大风雨，风雨

表又升上去了。我们知道希望已经无益，风雨表回到原有的高须经一礼

拜，方有下降的机会，最后，失望到这般强，将这仪器拿开了。还是不

去看它的好，希望无意中会降下来。青草已经变成黄色，生在许多地方

的都死到根株。因为没有草，成队的蠋便残食果树了。溪水也干涸，饮

牛的水须向几里外的池或泉里去汲来。道路开裂；空气中则浮着沙尘；

藩篱上的美丽的绿色也填罩了尘土。食蠕虫的鸟，如白嘴鸦已经受饿，

并且被迫得远远地去找寻奇特的食物了。看见它们在地上试啄坚如岩石

的泥土是很可怜的。永续的光辉比冬天的阴沉还要坏，在田野的人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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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焦渴地感觉这样的苦恼。我们遇到旱荒

了！为一切生命的泉源的大西洋是睡着，倘

使永不醒来则如何！我们不懂它的道理，它

嘲笑我们的科学了。盖在我们的近旁就存着

这个不可思议的大神秘，我们却赖此而生存

的。为什么柔软的湿气之甜潮会不流到我们

这里来的呢？也没有理由可说，为什么各种

青草和生物不死灭；没有理由，除却一个信

仰，这是瞎的。因为我们无所知，滋生生命

的海的气流会得放弃陆地，而它会得变成沙

漠的。

一天夜里，灰色的云带出现于西面的天空，而它们欺骗我们太多

了，我们不再能够相信它们了，可是在这天里它们更浓厚，窗索也泛着

潮。从岩壁来的空气是冷的，如果我们敢希望，我们会得说含有海的气

味在里面了。早晨的四点钟就有什么声音拍打在窗上——原来是水的流

湍！不能再静静地睡着，我于是起身出门了。没有生物扰攘，也没有

声息，除却雨的声音。但是忙乱的时间不会有许多长久的时光的，数

千百万的草和谷的叶在狂饮。十六小时的倾泻继续着，到天薄暮时我又

出门去。看见道旁的流水处只有少许的水，并且没有一滴到田边，原来

土地是这样的渴。谢上帝，旱是完了！

鉴 赏

干旱几乎是所有生命的灾难。三个月持续未雨造成的情景可想而知。作

者对雨的渴望可以说已无以复加：风向、风速的细微变化；云层的聚散动

向；不时查看报风计、风雨表——如坐针毡，望穿秋水。一位热爱自然、热

爱生命的作家形象隐身在似无表情的文字深处。

久盼无雨，渴盼无果。然则满眼皆是生命在痛苦呻吟：青草变黄，甚至

死到根株；草的枯黄导致无所可食，转而蚕食果树；溪水干涸，牛儿饮水需

《皮匠街的革命》：

威廉·赫尔·怀特所写的革命

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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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几里以外汲来；道路开裂，鸟儿饥不择食，甚至不知所终……凡此种种，

似乎在预言末日的来临！

大西洋像是在嘲笑人的无知，遥遥无期的甘霖何时降临？人们在绝望中

祈祷，又似乎在祈祷中陷入最后的绝望。

然而，雨，竟然是这样悄然而至了——凌晨四点，在睡梦中叩响了窗

扉！“不能再静静地睡着（又怎能静静地睡）”，看，千万生命的汲饮狂

喝。十六个小时的倾泻，居然只在道路上流了少许的水。其干旱程度与前文

相互印证。

作家两度出门，其对降雨的关注不言而喻。尤其在行文最末：谢上帝，

旱是完了！更是直抒胸臆，长舒了一口气，心可大安了。

短文笔触细腻，字字留痕，天之干旱与情之急切相互交织，也令读者如

临其境，与作者同感焦虑万分。

威廉·亨利·赫德逊

威廉·亨利·赫德逊（1841—1922），著名作家、博物学家、鸟类学

家。他从小热爱观察大自然，尤其喜欢观察鸟类。他的作品大多有关自然风

景和鸟，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主要作品有《紫色的土地》《绿屋》《牧羊

人的生涯》等。

林 鸟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攀登一座低矮宽阔的平顶小山；当

我拨开灌丛，又出现在空地时，我已经上了一片平坦高地，一片四望空

旷、到处石楠与零星荆豆杂生的地方，其间也有几处稠密的冷杉、桦木

之类。在我面前以及高地的两侧，弥望尽是一带广野。那地亩田垄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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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唯独那惊人的青葱翠绿则迄无中断，这点显然与新近降雨丰沛有

关。依我看来，南德文郡①这里的绿色实在未免过多，另外那色调的柔

和与亮度也到处过趋单一。在眼睛饱餍这种景色之后，山顶上那些棕褐

刺目的稀疏草木反而有爽心怡目之感。这块石楠地宛如一片绿洲与趋避

之地；我在那里漫步许久，一直弄得腿脚淋湿；然后我又坐下来等脚晒

干，就这样我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高兴的是这里再没有人前

来打搅，不过鸟类友伴并不缺乏。路边丛薄间一只雄雉的鸣叫似乎已在

警告我说我已闯入了禁猎地带。或许这里的禁猎并不严格，因为我便看

到我所熟识的食腐肉乌鸦出来为它的幼雉觅食。它在树上稍停了停，接

着掠我而过，便不见了。在这目前季节，亦即在初夏时期，当飞起时，

它是很容易同它的近亲白嘴鸭分别清楚的。前者在出来巡劫时，在空中

的滑翔流畅而迅速，并不断地改变着方向，时而贴近地面，继而又升腾

得很高，但一般保持着约与树齐的高度。它的滑翔与转弯动作略与鲱鱼

鸥相似，只是滑翔时翅膀挺得直直，那长长的翎翮尖端呈现一稍稍上翘

的曲线，但最主要的区别还在飞行时的头部姿势。至于白嘴鸭，则像苍

鹭与鹤那样，总是把它的利喙笔直地伸向前面。它飞时方向明确，毫不

犹豫；它简直可说是跟着自己的鼻子尖跑，既不左顾，也不右盼。而那

寻觅肉食的乌鸦则不停地转动着它的头部，像只海鸥或猎兔狗那样，忽

而这边，忽而那边，仿佛在对地面进行彻底搜查，或集中其视力于某个

模糊难辨的事物。

这里不仅有乌鸦，我从羊齿丛中走出时，一只喜鹊正在吱喳叫着，

只是拒不露面；过了一会儿，一只 鸟又对着我啼叫起来，那叫法在鸟

中实在够得上十分独特。对于这聒噪不已的警告与咒骂里所流露的一腔

忿激，对于这位受惊的孤客在骇睹其他生物侵入其林中净地时胸头盛怒

的这种猝然勃发，我有时倒也能深表同情。

这个地方的小鸟相当不少，仿佛此地的荒芜和贫瘠对它们也有着

某种吸引力量。各类山雀、各类鸣禽、云雀以及鸴鸟正在飞来跑去，到

①英国西南部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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