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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散文

繁星·春水

【作者介绍】

冰心（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５日—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

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

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男士等。

谢婉莹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１９１３年随父迁居北京。１９１８
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洪流，于１９１９年８月

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

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之后发表了极具影响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

等“问题小说”，并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同一时期的小诗《繁星》《春水》的发表，引

起了文坛的反响，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１９２３年１月，诗集《繁星》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小诗１６４首。５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她的第二本诗集《春水》，收小诗１８２
首。《繁星》《春水》成为冰心的代表作。

【成书背景】

冰心写作《繁星》和《春水》的时候，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至高潮刚刚过去之

后。几年前，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刚刚发表过“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等主张。

冰心比他们年轻，“五四”运动爆发时还是一名学生，她的家庭环境优裕，就读的又是教会学

校。所以，她与当时活跃于思想界的男性作家们不同，她接受的思想除了爱国主义、民主主

义之外，还有基督教教义和爱的哲学。在当时那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社会环境

里，冰心成了文学研究会中的一员。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在冰心的“问题小

说”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只有组诗《繁星》和《春水》，才能更直接地反映冰心这位

青年知识女性内心的感触和情思，诗集以母爱、自然、童真为主题。

冰心坦承她的《繁星》和《春水》是接受了泰戈尔诗作的影响，这是她最早的两本诗集，也

是“五四”时期出现较早的诗歌作品。《繁星》最初在《晨报副刊》与读者见面时，被认为是开

一代诗风的郭沫若的《女神》刚刚出版５个月。然而，《繁星》和《春水》的艺术风格，却与《女

神》的狂飙突进有着极大的差异。冰心的诗作温柔，细腻，微带着忧愁，微含着哲理，有一种

超凡脱俗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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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繁星》《春水》的内容，是诗人平时随便记下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后来，她受到

泰戈尔《飞鸟集》的启发，觉得自己那些三言两语的小杂感里也有着诗的因子，这才整理起

来，成为两本小诗集。《繁星》共收短诗１６４节，《春水》共收短诗１８２节，它们都是作者“随时

随地的感想和回忆”，是“零碎的思想”的汇集，因此诗的内容非常宽广丰富。诗集的主要内

容是以“爱的哲学”为核心，赞美母爱，赞美童心，歌颂自然，探索人生。冰心在当时大约不会

想到，她这两本含蓄隽永、富于哲理的小诗集的出版，竟会使那么多青年的久已沉默的心弦

受到拨动，从而在她的影响下，促使“五四”以来的新诗，进入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作品主题】

《繁星》和《春水》是冰心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写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

是将一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总的来说，它们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冰心，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女作家，她一步入

文坛，便以宣扬“爱的哲学”著称。而母爱，就是“爱的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她认为，母爱是

孕育万物的源泉，是推动世界走向光明的根本动力。在《繁星》和《春水》中，她把母爱视为最

崇高最美好的东西，反复加以歌颂。

二是对大自然的崇拜与赞颂。在冰心看来，人类来自自然，归于自然，人与自然应该是

和谐一致的。

三是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艺术特色】

在艺术上，《繁星》和《春水》兼采中国古典诗词和泰戈尔哲理小诗之长，善于捕捉霎那间

的灵感，以三言两语书写内心的感受和思考，形式短小而意味深长。特别是在语言上，清新

淡雅而又晶莹明丽，明白晓畅而又清韵悠长，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冰心以其特有的女性纤柔、清新秀丽的语言写成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语言清新淡

雅而又晶莹明丽，明白通畅而又情韵悠长，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诗集《繁星·春水》，为

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童真”与“母爱”为主题，以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对自然的

赞颂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对孩子的喜爱、对自然

的赞叹及对人生的理解，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繁星格”与“春水体”。

第一，哲理性强是《繁星》和《春水》的一大艺术特点。《繁星》和《春水》中，有许多诗都是

蕴涵着深刻思想的哲理诗。这些深刻的思想往往都是和诗中描绘的具体形象以及诗人深沉

的思绪糅合在一起的，因而仍然具备着诗的情绪，有着诗的美感。

第二，纤柔是冰心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冰心的诗，无处不表现出一种女性的纤柔。

以她“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抒情风格，感情深沉浓烈地歌吟着纯真的爱，描绘着大自

然的美；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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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字轻柔雅丽，韵律浑然天成，意境优美清丽。《繁星》和《春水》中词句的运用，仿

佛是信手拈来，处处透露着轻柔雅丽的风格。

【名家评析】

一是用字的清新，二是回忆的甜蜜。

———赵景深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

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茅盾

……冰心，并没有费劲于试探，她好像靠她那女性特具的敏锐感觉催眠似的指导自己的

径路一寻便寻到了一块绿洲。这块绿洲也有蓊然如云的树木，有清莹澄澈的流泉，有美丽的

歌鸟，有驯良可爱的小兽……冰心便从从容容在那里建设她的诗的王国了。而《繁星》则是

她的王国上空的第一颗明星。

———沈从文

冰心的诗，将那些常人抓不住和猜不透的人生、哲学内涵，通过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

花的呜咽，一声小鸟的娇啼，都能发现其中的妙理；甚至连一秒钟间所得于轨道边花石的印

象也能变成这一段“神奇的文字”。她的诗虽是几句，有时数万言的哲学讲义都解释不出来，

而“她只以十几字便清清楚楚表现出来了。

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冰心女士，不能不算一个。……她在《晨报副刊》上披

露了《繁星》和《春水》之后，便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

———苏雪林

【片段赏读】

片段一　《春水》之一七四：

　　　　青年人！

　　　　珍重的描写罢，

　　　　时间正翻着书页，

　　　　请你着笔！

评析：这是一首极富哲理的劝勉诗。诗歌开篇用呼告手法，采用倒装句式，劝勉青年人

勤奋努力地学习，去“珍重的描写”自己的人生诗篇。不要懈怠，不要蹉跎。然后，用一拟人

兼比喻的修辞手法点明原因，催人上进；因为“时间正翻着书页，请你着笔”啊！诗歌与岳飞

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读到此，我们耳畔会油然响起古代那

位哲人发聋振聩的警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而扬鞭催马自奋蹄，勤勉地去抒写辉煌

的人生。

片段二　《繁星》之九十八：

　　　　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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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自己罢！

　　　　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

　　　　也只有你能创造自己。

评析：这首诗重在劝诫青年人要树立自信心。要相信自己，战胜自己，超越自己，不怕人

生路上的艰难坎坷，不畏生活中的风霜雨雪。不要遇到一点困难就鸣金收兵，不要受到一点

挫折就灰心丧气，不要经受一点委屈就意志消沉，不要遭到一点打击就萎靡不振。还是《国

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朋友，“相信自己罢”，“只有你能创

造自己”，只有你自己才能在世人面前亮出自己亮丽的风采，展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片段三　《春水》之三三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评析：诗的哲理通过贴切的形象恰当地表现出来。“墙角的花”，便是这首诗借以抒怀的

形象。诗人用“墙角的花”来形容孤芳自赏者，准确生动，形神兼备，生长在墙角的花，由于不

能充分地得到阳光的沐浴和雨水的滋润，因而缺乏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花朵开得枯黄瘦

小。“天地便小了”，意在告诫人们做人处世应当谦虚，切勿骄傲。生命之花，总是在谦逊的

心境中绚烂开放。一旦陷入孤芳自赏之中，就会枯萎凋谢。是说“墙角的花”如井中之蛙，困

囿于狭小的视野，而看不到广阔的天地。

片段四　《繁星》之一三

　　　　一角的城墙，

　　　　蔚蓝的天，

　　　　极目的苍茫无际———

　　　　即此便是天上———人间。

评析：这几句小诗，有一种苍茫之感。城墙上空有蔚蓝的天，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是边

塞的风光，这就是天上人间了。每一个人都要有远大的目标，要向前看，无论是谁都要在这

苍苍茫茫的世界中实现目标！即使是天上的。

【考场传真】

一、选择题

１．冰心的小诗深受谁的影响（　　）

　Ａ．现代派诗歌　　Ｂ．印度诗人的泰戈尔Ｃ．新月派诗歌　　 Ｄ．郭沫若

２．下列诗集中，为冰心创作的是（　　）

　Ａ．《新月集》 Ｂ．《飞鸟集》 Ｃ．《女神》 Ｄ．《春水》

３．下列四个选项中，不属于《繁星》《春水》主题的是（　　）

　Ａ．关注母爱 Ｂ．关注自然 Ｃ．关注社会问题 Ｄ．关注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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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冰心早年步入文坛，以宣扬（　　）著称

　Ａ．爱的哲学 Ｂ．泰戈尔诗风 Ｃ．母爱童真 Ｄ．问题小说

５．下列说法中，不属于冰心小诗特点的是（　　）

　Ａ．短小 Ｂ．形式自由 Ｃ．审视现实 Ｄ．富含哲理

６．诗集《繁星》名称的内涵是（　　）

　Ａ．流动的思绪 Ｂ．仰视星空 Ｃ．闪烁的哲理 Ｄ．零星的思想

７．冰心的诗集《春水》被茅盾称为（　　）

　Ａ．小诗体 Ｂ．新月体 Ｃ．飞鸟体 Ｄ．春水体

８．冰心称《繁星》《春水》是（　　）

　Ａ．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 Ｂ．美好童年的回忆

　Ｃ．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Ｄ．对社会问题的探索

９．冰心诗歌的抒情风格是（　　）

　Ａ．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 Ｂ．零碎的思想的汇集

　Ｃ．开放的自由的思想 Ｄ．委婉含蓄的风格

１０．对下列这首小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大海啊／哪一颗星里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

清响？

　Ａ．诗人由大海联想到星光和花香

　Ｂ．诗人用星光和花香衬托大海对自己的影响

　Ｃ．大海之于诗人，如同星光之于夜空，玫瑰花香之于爱人

　Ｄ．诗人久居海边，酷爱大海，耳边总是回响着大海波涛的喧嚣

二、填空题

１１．冰心原名　　　　　，是著名的　　　　　、　　　　　、　　　　　、　　　　　。

１２．冰心于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两部诗集是　　　　、　　　　，创作上受到印度诗人　　　
的　　　　影响，其诗歌作品，在当时吸引了很多青年的模仿。

１３．冰心的诗有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并恰当地运用对比，如：“言论的花开得愈大，　　　

　　　　　　　　　　　　　　　　　　”。

１４．冰心早年艺术上，追求“　　　　　　　　　　　”的境界，她的诗也具有这些特点。

１５．“春江水暖鸭先知”是　　　朝　　　的诗句，在冰心笔下有着同样的诗句：“人在廊

下，书在膝上，　　　　　　　　　　　　　　　　　　　。”

１６．冰心在《繁星》里回忆童年的美好：“童年啊，　　　　　　　　，　　　　　　　，　

　　　　　　　。”

１７．冰心的《繁星》诗中发人深省的格言式小诗触目皆是，如：“成功的花，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

是一首哲理小诗。诗人把人生事业的成功比喻为　　　　，把成就事业的起步阶段比喻为

　　　　，把奋斗的辛劳比喻为　　　　，把自我牺牲比喻为　　　　，生动贴切，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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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

１８．冰心的早期小说创作以“问题”小说为主，如　　　　　　　　、　　　　　　　　
等。我们教材中学过冰心写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　　　　　　。

１９．冰心是　　　　派的代表诗人，这些诗特点是　　　　　　　　、　　　　　　　、

　　　　　　　　。

２０．作者以“冰心”为笔名，在《　　　　　　》一文中，作了说明：一来是　　　　　　；

二来是　　　　　　。

２１．总的说来，《繁星》《春水》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　　　　　　　歌颂；二

是对　　　　　　　　　　　的崇拜和赞颂，三是对　　　　　　　　　　　。

２２．《繁星》《春水》诗集表现了：　　　、童真、　　　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构筑了冰心

思想内核———“　　　　　　”。

２３．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是人们公认的小诗最高成就，被茅盾称为“　　　　　”、“　

　　　　”。

三、阅读题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第２４～２６题。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２４．这首诗选自诗集　　　　　　，作者是　　　　　　。

２５．诗中的“风雨”用来比喻什么？

　

２６．作者还有另一首小诗：“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

我再无遮拦的天空下的隐蔽？”请指出这两首诗共同的情感，并简析其特色。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第２７～２９题。

小小的花

也想抬起头来

感谢春光的爱———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她终于沉默

母亲啊！

你是那春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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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这首诗选自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的诗集　　　　　　。

２８．这首诗表达了一个什么内容。请根据诗集的内容，说说它还包含哪方面的内容。

　

　

　

２９．《繁星》《春水》中，还有哪首诗给你印象最深？为什么？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第３０～３２题。

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

３０．这首小诗运用了　　　　　、　　　　　的修辞手法。

３１．芽儿、花儿、果儿揭示了人的成长过程从　　　走向　　　；从　　　走向　　　。

３２．这首小诗蕴含了怎样的哲理？

　

　

　
四、综合题

３３．诗集《繁星》《春水》的名字的内涵是什么？

　

　

　

３４．请仿照冰心的《成功的花》，从下面题目中任选一题来创作一首小诗。

参考题目：《富足的草》《参天的树》《辛酸的雨》

附：冰心原诗《成功的花》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仿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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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诗人常常借用自然来阐述哲理，请你从下面三首小诗中选择一首，说说你感悟到了

什么哲理。

弱小的草呵／骄傲些吧／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浪花愈大／凝立的磐石／在沉默的持守里／快乐也愈大。

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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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作者介绍】

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

庭。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

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

记》，中篇小说《阿Ｑ正传》，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

草》，小说集《呐喊》《彷徨》，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杂文集《坟》《热

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

《且介亭杂文集》等。

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５日，鲁迅先生诞生在浙江绍兴。周家是一个大家

族，到鲁迅祖父一辈，已日渐衰败。鲁迅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仕途上终生不得意，一直没有考

上举人。１２岁那年，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父亲受此打击日渐病重，在鲁迅１５岁那年病逝。这

段时间里，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几乎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深深地感到事态的炎凉。

１７岁，鲁迅离开家乡，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转入矿路学堂。１９０２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东渡日本深造。两年后，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幻灯片事件使他深刻地认识到

改变中国人麻木的精神比医治肉体更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１９０９年回国。回国以后，鲁

迅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教书，后又去北京的教育部做事，其间目睹了辛亥革命从胜利到失

败的整个过程。于是他更加坚定了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国民性的改造的认识。１９１７年

前后，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革命已经开始提倡，鲁迅开始写作。随着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

日记》的发表，他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

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成书背景】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

《纪念刘和珍君》等文，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

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是写了不少的散

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写作的

《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一起收入到散文集《朝花夕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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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９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

大学只呆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

污浊的。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

行抨击。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

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写了很多

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锁记》《藤野

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五篇散文

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朝花夕拾》于１９２７年出版。

【内容简介】

《朝花夕拾》为鲁迅１９２６年所作回忆性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

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１９２７年７月，鲁迅在

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１９２８年９月由北京未名

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１９２９年２月再版。１９３２年９月第三版改由上海

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

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

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十篇中《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七篇，为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让读者看

到鲁迅先生故乡的民俗风情，也见到当时人心世道。《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乃人生怀

念文字。藤野先生是一位正直、热诚的日本学者；范爱农是一个在黑暗中，抑郁、愤懑的爱国

青年；《琐记》记的则是作者自己为寻“另一类的人们”所经历的艰难和热望。

《朝花夕拾》中篇与篇之间也有脉络可寻，有些事件或人物在不同的篇章中前后出现，彼

此是有些照应和关联的。如第一篇《狗·猫·鼠》中提起保姆阿长，第二篇就是专门回忆阿

长的《阿长与〈山海经〉》。《父亲的病》结尾写到衍太太，下篇《琐记》就以“衍太太现在是早已

经做了祖母了”来开始。

【作品主题】

《朝花夕拾》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既描写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诚挚的怀

念，又真实地书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种种生活———从农村到城镇，从

家庭到社会，从中国到日本，每一篇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角。作品记述了

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

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表现出对反动、守旧势力的打击和嘲讽。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

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天生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配合时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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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

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

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

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文章记述

了“我”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阿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

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

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

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

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

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

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中国儿童的可怜。

《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但在童年鲁迅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文章记述

了作者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

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

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

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

许的安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

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泛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

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庸医治死，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

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

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锁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

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

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

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医专受日本学生歧

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

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

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鲁迅对

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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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１．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景致，

绘声绘色，令人神往。以白描和画眼睛的方法刻画人物，在往事追叙中闪耀着社会批判的锋

芒，杂以对丑恶现实的讽刺。

２．在对往事深情的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

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

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

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３．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

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

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４．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

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

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

和讽刺。

５．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

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

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

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名家评析】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

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

———郁达夫

鲁迅的作品，始终贯彻着倔强的气味，无情地剥露着一切，幽默而辛辣，可以说针针见血。

———孙席珍

鲁迅一生自始至终对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朝花夕拾》这部回忆

散文集中，除了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动人场面以外，同样也少不了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的揭

露，对封建国民性本质的评析，对国民劣根性的抨击以及对封建旧式教育的批判，使往事的

回忆增强了战斗性，有着“对此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的文化批判意识。

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残规，传统民间思想中的各种陋矩，让鲁迅在温情追忆过去的

同时，不忘对美好背后的丑陋风俗进行讽刺和批判。例如《阿长与〈山海经〉》里长妈妈那口

中的许多“规矩”：

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

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



朝花夕拾 　 １３　　　

点福橘。”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

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

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

这些无不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毒害，从中可以窥探鲁迅少年

时代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萌芽。鲁迅选择具有表现力的日常生活片段，写出阿长身上一些

不良习惯和封建礼教、迷信思想的影响。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阿长的陈旧思想，是封建统治

阶级长期奴役人民的恶果，也是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毒害劳动人民的见证。鲁迅对这些封建

礼教貌似嘲笑，实质却将批判的锋芒始终对准造成这种愚昧状况的根源———黑暗的封建制

度、等级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对于阿长这样的受害者却是始终寄予深切的同情的。《父亲的

病》中记叙父亲即将去世时也有类似这样的一堆规矩：“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

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叫呀，你父亲要断

气了。快叫呀！”衍太太按照当地的风俗，让鲁迅做的那些病人临逝时的诸多礼节，给鲁迅带

来的是对父亲终生的愧疚，这些乡间丧事时的一些庸俗礼仪，让其痛恨至极。而对那些庸医

的讽刺既批判了他们的无知妄说，又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没落，鲁迅以洞察底蕴的剖析

揭示了封建思想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实质。《无常》这篇散文中，“无常”是作为反对封

建统治者的审判者的形象出现的，他是底层劳动人民心中的“无常”，讲的是最真实的话，做

的是最真实的事，表现了所谓“下等人”惩恶除暴、赏罚分明的愿望。鲁迅通过对“无常”的描

绘，借用“下等人”之说，来怒斥封建等级制度，对封建腐朽统治给予最深刻的鞭挞。

在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主义制度中的封建腐朽观念和等级制度十分

憎恶。如鲁迅将封建节烈观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

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

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如《后记》中鲁迅就以曹娥投江觅父的记载进

一步揭露了封建道德观念的虚伪。此外，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

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

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

恶的。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鲁迅在其他作品中

也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他十分深刻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归为封建等

第的缘由。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

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

不相同。”

《朝花夕拾》中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抨击更为强烈。如《琐记》中鲁迅将学校中的封建等级

观念和一层改良“新漆”包裹着的封建主义揭露得详尽而深刻，将那帮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的

洋务派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得酣畅淋漓。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有力地揭露了复古势力用

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毒害和束缚儿童。鲁迅用“都应该灭亡”这样的话语对封建文化势力

进行了愤怒的判决。通过自己动手作画，比较指出封建迷信是剥削阶级编造出来，用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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