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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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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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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
比如，春、夏、秋、冬，比如风、花、雪、月⋯⋯等等。
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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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为尊重历史原貌，一律不予更动。
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选文不再注明出处。
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遗珠之憾也将存在。
这些都只能在日后逐步弥补，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鸟>>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从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中攫取精华篇目，按主题分为：《猫》《狗
》《虫》《鸟》《父》《兄》《师》《友》、《春》《夏》《秋》《冬》、《风》《花》《雪》《月
》、《山》《河》《湖》《海》、《醉》《生》《梦》《死》等，囊括了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
、郁达夫、朱自清、林语堂、梁遇春、冰心、张爱玲、张恨水等诸多现当代散文大家的经典名作，咀
英啜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散文名篇进行一次整体的梳理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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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市人。
编著等身的著名学者、书人、张爱玲研究专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数据与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蔡翔，男，1953年生，上海市人。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曾任《上海文学》
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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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年前我做过一篇叫作《鸟声》的小文，说古人云以鸟鸣春，但是北京春天既然来得很短，而
且城里也不大能够听到鸟声。
我住在西北城，当时与乡下差不多少，却仍然听不到什么，平常来到院子里的，只是啾唧作声的麻雀
，此外则偶尔有只啄木鸟，在单调的丁丁啄木之外，有时作一两声干笑罢了。
麻雀是中国到处都有的东西，所以并不稀罕，啄木鸟却是不常看见的，觉得有点意思，只是它的叫声
实在不能说是高明，所以文章里也觉得不大满意。
　　可是一计算，这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时光真是十分珍奇的东西，这些年过去了，不但人事有了变化，便是物候似乎也有变迁。
院子里的麻雀当然已是昔年啾唧作声的几十世孙了，除了前几年因麻雀被归入四害，受了好几天的围
剿，中断了一两年之外，仍旧来去庭树间，唱那细碎的歌，这据学者们考究，大约是传达给朋友们说
话，每天早晨在枕上听着（因为它们来得颇早，大约五点左右便已来了），倒也颇有意思的。
但是今年却添了新花样，啄木鸟的丁丁响声和它的像老人的干枯的笑听不见了，却来了黄莺的“翻叫
”，这字在古文作啭，可是我不知道普通话是怎么说，查国语字典也只注鸟鸣，谓声之转折者，也只
是说明字义，不是俗语的对译。
黄莺的翻叫是非常有名的，养鸟的人极是珍重它，原因一是它叫得好听，二则是因为它很是难养。
黄莺这鸟其实是很容易捕得，乡下用“踏笼”捕鸟，（笼作二室，一室中置鸟媒，俗语称唤头，古文
是一个囵字，用以引诱别的鸟近来，邻室开着门，但是设有机关，一踏着机关门就落下了），目的是
在“黄头”，却时时捕到黄莺，它并不是慕同类而来，只是想得唤头做吃食，因为它是肉食性，以小
鸟为饵食的。
可是它的性情又特别暴躁，关进笼里便乱飞乱扑，往往不到半天工夫就急死了，大有不自由勿宁死之
风，乡下人便说它是想妻子的缘故，这可能也有点说得对的。
因此它虽是翻叫出名，可是难以驯养，让人家装在笼里，挂在檐下，任我们从容赏玩，我们如要听它
的歌唱，所以只好任凭它们愿意的时候，自由飞来献技了。
现在却要每天早上，都到院子里来，几乎是有一定的时间，仿佛和无线电广播一样，来表示它的妙技
。
这具体的有怎样美妙呢，这话当然无从说起，因为音乐的好处是不能用言语所能形容的。
那许（Nash）的古诗里所列举的春天的鸟，第二种是夜莺，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但是他形容它的叫声
“茹格茹格”，虽是人籁不能及得天籁，却也得其神韵，可以说得包括了黄莺的叫声了。
中国旧诗里说莺声“滑”，略能形容它的好处。
院子更并没有什么好树，也无非只是槐柳之类，乃承蒙它的不弃每早准时光降，实在是感激不尽。
还有那许说的第一种，即是布谷，它的“割麦插禾”的呼声也是晚间很可听的一种叫声，唯独后边所
说的大小猫头鹰，我虽是也极想听，但是住在城市里边，无论是地方怎么偏僻，要想听到这种山林里
的声音，那总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是极可惜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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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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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
因此，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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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鸟》是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之一，囊括了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
郁达夫、朱自清、林语堂、梁遇春、冰心、张爱玲、张恨水等诸多现当代散文大家的经典名作，《中
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鸟》是中国散文的一次汇集，我们能够领略各位作家独特的写作风范，品味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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