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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内容包括：抒情性艺术散文；台湾艺术散文；台湾艺术散文发展述略；
大陆男作家艺术散文；大陆男作家艺术散文发展总述；大陆女性散文；散文诗与游记；当代散文诗发
展述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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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丰子恺“十七年”的散文与其前期作品相比，在色彩的明朗性和题材的现实感方面有所增
强。
 这些散文写得清新流畅，充溢着对新中国建设的欢欣愉悦之情。
作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视野更为宽广。
作者发自内心地讴歌新时代，并努力从身边的生活中开掘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主题。
如《胜读十年书》，讲述的是自己去车站欢迎残疾军人时受到的教育启发；《西湖写生》，则通过解
放前后人们对写生者的不同态度，表现了新社会人民的文明开通；在《新年随笔》一文中，记述了一
位身为人力车夫的劳动者对作家自己（即一位画家）的尊敬友好，表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生活状态和
精神面貌；而《扬州梦》中，风姿动人的扬州在作者笔下也幻化成一个曾在旧社会饱受苦痛、在新中
国重获幸福的形象。
 《阿咪》是丰子恺“十七年”期间的一篇颇富生活情趣的散文佳作。
“阿咪”是家中的一只小猫，它“除睡觉外，竟无片刻静止。
地上倘有一物，便是它的游戏伴侣，百玩不厌。
人倘理睬它一下，它就用姿态动作代替语言和你大打交道。
此时即使你有要事在身，也只得暂时撇开，与它应酬一下；即使有烦恼在心，也自会忘怀一切，笑逐
颜开”。
作家用短短数言就将阿咪活泼顽皮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一只惹人喜爱的小猫跃然纸上。
《阿咪》是面对生活的细语浅吟，是从细小的生活中提炼出的盎然情趣，是来自生活的快乐和智慧。
丰子恺散文的细腻生动、意趣横生的特色，在这篇作品中得以重现。
 《南颖访问记》，是丰子恺当代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60年。
 南颖，是丰子恺的长孙女，当时刚满一岁。
由于其父母工作繁忙、保姆突然走了，所以她临时被交给祖父、祖母照看。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翁和一个“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也不哭”的婴儿就这样开始了交往。
 文章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南颖在五个月期间的种种变化，如“渐渐听见南颖的哭声和学语声了”，渐渐
会走路了，表情越来越丰富了，“同时要求越多，意见越多了”。
 文章尤其精彩的地方，是丰子恺以自己的成人心理去猜度、揣摩孩童的心理，极富生活情趣。
譬如南颖刚刚会发“阿呀”的音，当她指着扶梯要上楼或指着门要上街而大人不抱她去时，她就大喊
：“阿呀！
阿呀！
”作品接着写道：“（她）语气中仿佛表示：‘阿呀！
这一点要求也不答应我！
，，，由于婴儿发音的不准确，南颖把鸡叫“咯咯”，把丰子恺也叫“咯咯”（应该是“公公”），
于是作家写道：“我知道南颖心里一定感到诧异：‘一只鸡和一个出胡须的老人，都叫做‘咯咯’。
人的语言真奇怪！
’” 作家写南颖，是在“重温远昔旧梦”，是对“人性”的重温与呼唤，是对“人生本来面目”、“
人生的本来滋味”——率真无邪的呼唤。
 当年日本的两位评论者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润一郎认为丰子恺“真率”、“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
非常喜欢孩子”，作家认为“确当”，称之为“海外存知己”。
此文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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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讲述一部近代散文史，大致呈现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思索中国
前途时，由“开放”到“西化”，由“改良”到“革命”，由“器物”到“精神”的现代性追求的完
整轨迹。
同时，散文的观念、语言和形式，也随之逐步变化。
其中所包含的文学观念的检讨与转变，散文文体的发展与局限，也延续到下一个阶段即“五四”及其
后的现代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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