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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干世。
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枚举。
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
因此，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日“速食文化”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
的意义。
    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
比如，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等等。
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但其好处却在于内容相对集中，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
阅读。
    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并冠之以不同名称。
但由于编者识见有限，挂一漏万恐在所难免。
因此，遗珠之恨也将存在。
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慢慢弥补。
敬请读者诸君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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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峰游记　　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
日。
　　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
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军，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
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
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
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
方。
　　由横山往北，四十里可达卢龙。
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迭，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
由横山往南，滦河曲折南流入海，以陆路计，约有百数十里。
　　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
遍地的禾苗，都是茂盛，但已觉受旱。
禾苗的种类，以高梁为多，因为滦河一带，主要的食粮，就是高粱。
谷黍豆类也有。
滦河每年泛滥，河身移从无定，居民都以为苦。
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它的破坏中，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
活种子，原料。
房屋老了，经它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
土质乏了，经它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
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
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它的破坏，看不见它的建设，却很冤枉了它。
　　河里小舟漂着，一片斜阳射在水面，一种金色的浅光，衬着岸上的绿野，景色真是好看。
　　天到黄昏，我们还未上岸。
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
　　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
正有“绑票”的土匪，在各村骚扰。
还有“花会”照旧开设。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
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
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杀。
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
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
　　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
一路石径崎岖，曲折的很，两傍松林密布。
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
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
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
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
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
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
在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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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人，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
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他们那山居的生活。
我们在此，找夫妇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
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
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味。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
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
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
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
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
雨后大有秋意。
　　阳台山大觉寺　　夙闻阳台山大觉寺杏花之胜，以懒迄未往。
今岁四月十日往游之，记其梗略云。
是日星期四，连日阴，晨起天微露睛意，已约佩在燕京大学，行具亦备，于六时五十分抵南池子，七
时车开，十五分出西直门，同车只一人，且不相识，兀坐而已，天容仍阴晴无主。
数日未出，觉春物一新，频年奔走郊甸，均为校课，即值良辰，视同冗赘，今臼以游赏而去，弥可喜
也。
弧形广陌，新柳两行，陇畔土房，杏花三四，昔阴未散，轻尘不飞，于三十三分抵西勾桥，佩已坐候
于燕京校友门，并雇得小驴一头，携粉红彩画水持一，牛肉面包一包。
其驴价一元二角，劝于亦雇之。
“你不是在苏州骑过驴吗，有髀肉复生之感吧？
”应之曰，“不。
”雇得人力车，车夫二人，价二元五角。
舍驴而车有四说焉。
驴之为物虽经尝试而不欲屡试，一也；携来饮食无车则安置不便，二也；驴背上诚有诗思，却不便记
载，三也；明知车价昂，无如之何耳。
　　于五十五分过颐和园，望见大门，循东北宫墙行，浅漪一片，白鸭数只，天渐放晴，路如香炉。
八时四分逾一大石桥，安和桥也，亦作安河。
转入大道，亦土道也，特平坦，不复香灰耳。
夹道樨柳青青，行行去去，渐见西山，童秃为主，望红石山口（俗呼红山口），以乘车不得过，循百
望山行。
其麓为天主教上所建屋。
询车夫以百望山，不解，以望山呼之。
山形较陡峭，上有磊石，有废庙，与载记合。
三十分抵西百望，车夫呼以西北望，而公家则标之日西北旺。
自西勾桥至此十五里。
（凡所记里数均车夫言之。
）停车上捐，铜子十枚，驴则无捐。
车夫购烧饼十枚，四里两家佃（晾甲店），又一车夫云六里殆误。
过青龙寺门前，寺甚小。
时为四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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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太子务（太子府），已九时六分。
以大路车辙深峻，穿村而过。
此十里间，群山回合，其中原野浩莽，气象阔大。
车中携得奉宽《妙峰山琐记》，有按图索骥之妙。
所谓蜘蛛山顶，一松婆娑，良信。
至于跌死猫盘道如何如何，驴夫之言莫能详也。
至书中所谓蜘蛛如香炉，百望城子如烛台，则并不神似。
出太子务抵黑龙潭不及一里，时为九时十四分。
　　登石坡，入龙王祠。
殿在石级上，佩昔曾登之，云无可观览，徒费脚力。
遂从侧门入，观潭。
潭以圆廊绕之，循廊而行，从窗牖间遥看平畴，近瞩流水，即潭之一脉也。
下临潭，不广而清，如绿琉璃，底有砾石。
窄处为源，泡沫不盛。
在此食甜面包及水，予所携也。
佩云：“此绿绿得老，不如仙潭嫩绿。
”又云：“其形如⋯⋯其形如说不出。
”黑龙潭固非方圆，亦非三棱也。
此地予系初来，佩则重游矣。
出时为三十七分。
五十分白家疃，计程三里，有白家潭，白家滩异名，俗呼之。
五里温泉村，有中法校附设中学在。
此村颇大，亦整洁，壁上时见标语，忆其一日，“温泉村万岁。
”十时二分过温泉疗养院，未入游。
二十五分，周家巷，巷口门楼，上祀文昌。
已近城子山麓，望北安河隐约可辨。
城子山上亦有庙，群山一桁，山腰均点缀以杏花，惜只可入远望耳。
佩云：“杏花好，可惜背景差点。
”诚然。
北地山尠水草，枯而失润，雄壮有余，美秀不足，不独西山然也。
　　值午，天渐热，大觉寺可望，路渐高，车夫以疲而行缓。
进路不甚宽，旁有梨杏颇繁，均果园也。
梨花只开七八分，作嫩绿色，正当盛时。
杏则凋残，半余绛萼，即有残英未谢，亦憔悴可怜。
家君诗云，“燕南风景清明最，新柳鹅黄杏粉霞”（《小竹里馆吟草》卷六），盖北方杏花以清明为
候，诗纪实也。
惟寺前之杏，多系新枝非老干，且短垣隔之，以半面妆向人，觉未如所期，聊作游散耳。
十时四十六分抵大觉寺，自温泉村至此八里许。
　　入寺门，颇喧杂，有乞丐，从东侧升。
引导流水，萦洄寺里，寺故辽之清水院，以泉得名。
此在北土为罕见，于吾乡则“辽东豕”耳。
既升，见浮屠，在大悲坛后，形似液池琼岛，色较黯淡。
二巨松护之，天矫拿攫。
塔后方塘澄清，蓄泉为之。
塘后小楼不高，佩登之，返告曰，“平常。
”即在塔侧午食，荫松背泉，面眺平原。
携有酱肉肉松鸭卵等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

佩侧出英制ComedBeef，启之，肉汁流石，而盒不开。
适有小童经过，自告奋勇，携至香积厨代启之，酬以二十枚，面包两片。
佩甘肉松，而予则甘其牛肉，已饱矣，犹未已，忽天风琅然挟肉松以飞，牛肉略尽其半，固不动也，
于是罢餐。
各出小刀削梨而食之。
西行上领要亭，拾级下至四宜堂前，有半凋玉兰两株，其巨尚不如吴下曲园中物。
小童尾随不去，佩又酬以十枚，导至殿外，观松上寄生槐榆，其细如指。
向童子曰，“完了么？
”答曰，“没有啦。
”乃径出门去，小步石坡约半里，杏花仍无可观，遂登车上驴，十二时十分也。
大觉寺附近还有胜景，惜我辈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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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一阵雨过去后，天气是凉爽得多了，我便又独自由竹林问的一条小山径，寻路到瀑布去。
山径还不湿滑，因为一则沿路都是枯落的竹叶躺着，二则泥土太干雨又下得不久。
山径不算不峻峭，却异常的好走。
足踏在干竹叶上，柔柔的如履铺了棉花的地板，手攀着密集的竹干，一干一干地递扶着，如扶着栏杆
任怎么峻峭的路，都不会有倾跌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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