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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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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
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
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世纪文学60家》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
在作品之外，还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
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本书为其中一册《朱自清精选集(精)》，《朱自清精选集(精)》中精选最能代表朱自清艺术水平的散
文和诗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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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
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散文家、诗人。
朱自清一生著述丰厚，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共27种，约200万字。
朱自清既擅长写伦理内的情感，也关怀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擅长状写风景游记。
而这几类作品的风格又有明显的差异。
写伦理情感一类的，沉郁朴素。
关怀社会公平一类的，慷慨激愤。
风景有游记，则清丽细腻。
它们共同展示出朱自清人格情感的多样性、丰富性。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
济粮’⋯⋯表现了我们的民族的英雄气概”。
主要著作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欧游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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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是谁的名字(译诗)  
创作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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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
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
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佣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
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
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
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
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
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佣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
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佣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
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
”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
”我说，“哦。
”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
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
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
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
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
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
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
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
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
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
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
好！
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
”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
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
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
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
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
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
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
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帖。
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
。
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
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
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
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
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
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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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
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
她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刨在那里？
”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
我不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
”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
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
我领她走近了柱子。
这时我像闪电似地踌躇了一下，便说，“我⋯⋯我⋯⋯”她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
我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
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但终于刨完了一支，交还了她。
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
我窘极了。
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
”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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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纪文学60家:朱自清精选集》编辑推荐：朱自清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散文家，被誉
为美文的典范。
 古典文学学者，清华中文系主任，为清华中文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皆碑，《背影》等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
宁肯挨饿不领美国“救济粮”，毛泽东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匆匆》《春》《背影》《荷塘月色》等入选各地中小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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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每回重读佩弦兄的散文，我就回想起倾听他的闲谈的乐趣，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不故作高深而情趣
盎然。
我常常想，他这样的经验，她这样的想头，不是我也有过的吗？
在我只不过一闪而逝，他却紧紧抓住了。
他还能表达得恰如其分，或淡或浓，味道极正而且醇厚。
《背影》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
——叶圣陶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那一种诗意。
——郁达夫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李广田朱自清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精确的观察，细腻地抒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
——林非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
来了。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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