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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自清散文精选》精选了朱自清所作的散文。
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亲切，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
风采。
朱自清的散文风格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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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迹匆匆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航船中的文明背影女人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背影阿河哀韦杰三君飘零白采荷塘月色一封信《梅花》后记怀魏握青君儿女旅行杂记说梦海行杂记欧
游杂记威尼斯佛罗伦司罗马滂卑故城瑞士荷兰柏林德瑞司登莱茵河巴黎西行通讯你我“海阔天空”与
“古今中外”扬州的夏日看花我所见的叶圣陶论无话可说给亡妇你我谈抽烟冬天择偶记说扬州南京潭
柘寺戒坛寺伦敦杂记三家书店文人宅博物院公园加尔东尼市场吃的乞丐圣诞节房东太太语文影及其他
说话沉默撩天儿如面谈人话论废话很好是喽嘛不知道话中有鬼正义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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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我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
过“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事是不盛的。
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
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
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
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
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
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
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
上的是蔷薇而已。
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
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撄
弄着，随意丢弃了。
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
“卖栀子花来。
”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
的韵味。
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
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
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
”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
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F寺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
也不在乎。
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
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
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
到了F寺，气势不凡地呵叱着道人们（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
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
”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
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
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
这时提议人P君便去折花。
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
但P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
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
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
”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
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
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
从眼前错过了。
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
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效寺一次，而去得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
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
。
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班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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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
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Y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
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
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I临水的，人也太多。
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
花盛开嗒！
”“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
不盛，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
有一回，Y来说，灵峰寺有三百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
我和Y，还有N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
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
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
园也不大，东墙下有三问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
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
梅树确是不少，密密地低低地整列着。
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儿，已经够可爱了
；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
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
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
着下山。
路上几乎迷了道，又两次三番地狗咬，我们的Y诗人确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
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
”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
Y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
那边是乡下，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
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
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
”但有一位S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
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
我们常乐意看着。
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
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
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事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三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
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
“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
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
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
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
恰好Y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
今年Y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
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
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
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
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
”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
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畿辅
先哲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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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
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
不倦。
Y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
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
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
不了的。
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
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班诗人名士了。
我所见的叶圣陶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
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
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
”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
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
”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
”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
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
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
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
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
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
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
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
——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
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
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
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
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
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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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精选》是“名家散文经典”丛书之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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