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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梁实秋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小品所取都是生活琐事，有人间烟火，也有世情风俗，经他描绘却
别具风趣。
在机智闪烁、谐趣横生的文字中，不难看出梁先生独特的智慧、过人的洞察力和超强的表达力。

梁先生的小品文虽纳外来影响为己用，却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尤其在语言上兼具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济
的雅趣和幽默诙谐的风趣。
梁先生曾言此书为“写作自遣”，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本书影响并教会了很多人如何自遣，如何享受
和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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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尤以散文创作最为突出，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出版的最高纪录。
代表作有译作《莎士比亚全集》，文艺批评专著《浪漫的与古典的》，以及散文《雅舍小品》《雅舍
谈吃》《雅舍随笔》《雅舍杂文》《雅舍忆旧》《雅舍遗珠》等。
其散文似乎都是信手拈来，时而流连于衣食住行，时而沉醉于琴棋书画，有时天文地理，有时人情世
故。
没有生之无聊死之激烈的大悲大喜，而是在简洁的文字中透出高雅、平和，以及一种积极温暖的情味
。
及至晚年，他的文章更添温婉、平实之感。
冰心曾这样评价梁实秋：“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我的朋友，男人中只有
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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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
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
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
座房子。
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
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篦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
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
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
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
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
渗如滴漏。
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
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
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
土山坡。
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
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
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
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
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
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
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
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
或攀缘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
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
“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
其实我对付鼠子并不懒惰。
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
试问还有什么法子？
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
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
“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
“聚蚊成雷”真有其事！
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
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
，但是我仍安之。
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住在“雅舍”！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
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
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
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
细雨潆潆之际，“雅舍”亦复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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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
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
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
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
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
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
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
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证。
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
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
夹一只茶几。
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
“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
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
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
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
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
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
”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
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
书房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
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
书香是与铜臭相对的。
其实书未必香，铜亦未必臭。
周彝商鼎，古色斑斓，终日摩挲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
为高人赏玩之资。
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
是桂馥兰薰，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
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家才有书房。
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半是没有书房，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
所以对于寒苦的读书人，书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神仙世界。
伊士珍《琅嬛记》：“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
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
’”这是一位读书人希求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乃托之于神仙梦境。
其实除了赤贫的人饔飧不继谈不到书房外，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
一个来的。
有人分出一间房子来养鸡，也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狗，就是匀不出一间做书房。
我还见过一位富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我亲见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读书，他
的女公子用块木板在沙发上写字。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
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借以骄人的。
“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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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
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
，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
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
。
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
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
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
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
《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
”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楬木庐相比。
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
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
所有的书都精装，不全是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half calf，ooze calf，etc．）
，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
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
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
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
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
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
外面两间像是书库，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
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闻一多的书房，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充实、有趣而乱。
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
在青岛的时候，他仿效青岛大学图书馆庋藏中文图书的办法，给成套的中文书装制蓝布面，用白粉写
上宋体字的书名，直立在书架上。
这样的装备应该是很整齐可观，但是主人要做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
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
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于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
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
他喜欢用书护，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
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
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裹封蛛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
物。
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晚年丧偶，又复失明，想来他书房中那些书签早已封蛛网
了！
汗牛充栋，未必是福。
丧乱之中，牛将安觅？
多少爱书的人士都把他们苦心聚集的图书抛弃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个像样的书房。
藏书而充栋，确有其必要，例如从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图书集成，摆满上与梁齐的靠着整垛山墙的
书架，取上层的书须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是充栋的书架有时仍是不可少。
我来台湾后，一时兴起，兴建了一个连在墙上的大书架，邻居绸缎商来参观，叹曰：“造这样大的木
架有什么用，给我摆列绸缎尺头倒还合用。
”他的话是不错的，书不能令人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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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给人带来麻烦，能像郝隆那样七月七日在太阳底下晒肚子就好，否则不堪衣鱼之扰，真不如尽量
地把图书塞入腹笥，晒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
如果图书都能做成“显微胶片”纳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脑子里，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看相听说一个人的尊容，和他的一生休戚有很密切的关系。
例如耳目口鼻，方向若是稍微挪动一点，就许在一生的过去或未来，发生很大的变动。
所以你别瞧那一帮满肚子海参鱼翅，坐着汽车兜圈子的人，他们必是有点来历，说不定是因为哪一根
骨头长得得法。
穷困潦倒的人，少去看相，你若是遇到什么张铁嘴李铁腮的，他三言两语地把你的尊容褒贬一顿，你
就许对不住你生身的父母。
然而看相的人，名叫铁嘴的还是不够多。
你明明是一个不能寿终正寝的地痞流氓，他会恭维你，说你将走红运，在武汉可以发一注横财。
你明明是一个乳臭未退的小孩子，他会奉承你，说你是群众革命的领袖，可以东做委员，西做委员。
你明明是一位小姐，他会说你是明星。
你明明是一位诚实人，他会说你必定是在上海生长大的。
你纵然不相信你的尊容会这样的好法，但是你听在耳里舒服。
人人喜欢耳里舒服，于是乎看相的人便遍地皆是。
现在研究相术的人比从前进步，只消看看他们的广告，也讲究挂起“留学”的招牌。
更有所谓洋相士，什么手相家海伦巴勃，一齐到上海来了。
其实这也难怪。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尊容，近年来变得很厉害，恐怕几年后，一定要至少留学过的相术家，才能看懂
我们中国人的脸。
衣裳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
”又有一句：“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
”可是我不记得是谁了，他曾说过更彻底的话：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
同，其实，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固然是奕奕赫赫，但如
果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
。
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确有至理。
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可见衣裳是
要紧的。
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是衣裳“普罗”一些，曾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
间，后来走出饭店，便再也不得进去，司阍的巡捕不准他进去，理由是此处不施舍。
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得要领，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到账房内去理论。
这不能怪那巡捕，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
衣裳穿得合适，煞费周章，所以内政部礼俗司虽然绘定了各种服装的式样，也并不曾推行，幸而没有
推行！
自从我们剪了小辫儿以来，衣裳就没有了体制，绝对自由，中西合璧的服装也不算违警，这时候若再
推行“国装”，只是于错杂分歧之中更加重些纷扰罢了。
李鸿章出使外国的时候，袍褂顶戴，完全是“满大人”的服装。
我虽无爱于满清章制，但对于他的不穿西装，确实是很佩服的。
可是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到如今理发匠都是穿西装的居多。
我忆起了二十年前我穿西装的一幕。
那时候西装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物，总觉得有点“机械化”，其构成必相当复杂。
一班几十人要出洋，于是西装逼人而来，试穿之日，适值严冬，或缺皮带，或无领结，或衬衣未备，
或外套未成，但零件虽然不齐，吉期不可延误，所以一阵骚动，胡乱穿起，有的宽衣博带如稻草人，
有的细腰窄袖如马戏丑，大体是赤着身体穿一层薄薄的西装裤，冻得涕泗交流，双膝打战，那时的情
景足当得起“沐猴而冠”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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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来技术渐渐精进，有的把裤脚管烫得笔直，视如第二生命，有的在衣袋里插一块和领结花色相
同的手绢，俨然像是一个绅士，猛然一看，国籍都要发生问题。
西装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譬如，做裤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装裤，光线透穿，真是骇人！
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
的材料，颜色惊人的衬衣，如火如荼的领结，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
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雅，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
所谓洋场恶少，其气味最下。
中国的四季衣裳，恐怕要比西装更麻烦些。
固然西装讲究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历史上著名的一例，詹姆斯第一的朋友白金汉爵士有衣服一千六百
二十五套。
普通人有十套八套的就算很好了。
中装比较的花样要多些，虽然终年一两件长袍也能度日。
中装有一件好处，舒适。
中装像是变形虫，没有一定的形式，随着穿的人身体变。
不像西装，肩膀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宽肩膀，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裤子里面有的是“生存空间”
，而且冷暖平均，不像西装咽喉下面一块只是一层薄衬衣，容易着凉，裤子两边插手袋处却又厚至三
层，特别郁热！
中国长袍还有一点妙处，马彬和先生（英国人入我国籍）曾为文论之。
他说这钟形长袍是没有差别的，平等的，一律地遮掩了贫富贤愚。
马先生自己就是穿一件蓝长袍，他简直崇拜长袍。
据他看，长袍不势利，没有阶级性，可是在中国，长袍同志也自成阶级，虽然四川有些抬轿的也穿长
袍。
中装固然比较随便，但亦不可太随便，例如脖子底下的纽扣，在西装可以不扣，长袍便非扣不可，否
则便不合于“新生活”。
再例如虽然在蚊虫甚多的地方，裤脚管亦不可放进袜筒里去，做绍兴师爷状。
男女服装之最大不同处，便是男装之遮盖身体无微不至，仅仅露出一张脸和两只手可以吸取日光紫外
线，女装的趋势，则求遮盖愈少愈好。
现在所谓旗袍，实际上只是大坎肩，因为两臂已经齐根划出。
两腿尽管细直如竹筷，扭曲如松根，也往往一双双地摆在外面。
袖不蔽肘，赤足裸腿，从前在某处都曾悬为厉禁，在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惋惜。
还有一点可以指出，男子的衣服，经若干年的演化，已达到一个固定的阶段，式样色彩大概是千篇一
律的了，某一种人一定穿某一种衣服，身体丑也好，美也好，总是要罩上那么一套。
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
既是创造，便有失败，也有成功。
成功者便是把身体的优点表彰出来，把劣点遮盖起来；失败者便是把劣点显示出来，优点根本没有。
我每次从街上走回来，就感觉得我们除了优生学外，还缺乏妇女服装杂志。
不要以为妇女服装是琐细小事，法朗士说得好：“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当中有所选择，你
想我将选什么呢？
⋯⋯在这未来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选小说，亦不选历史，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
我的朋友，我仅要选一本时装杂志，看我死后一世纪中妇女如何装束。
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过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及学者。
”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
所以，裸体运动除了在必要的时候之外（如洗澡等），我总不大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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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实秋不但能说会道，写起或译起来，下笔千言，谐而不俗。
——冰心他的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有目共睹，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
——季羡林文学批评正是梁氏前半生文学事业之所在，其激荡之广，反应之烈，凡我国新文学史皆难
忽视。
——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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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新修订版梁实秋散文全集，收录最完备、选编最权威、校订最严谨！
一代散文大师梁实秋先生最经典的散文作品全集，他的散文集曾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出版的最高纪录
。
《雅舍小品》是梁实秋先生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世人所珍爱的散文作品。
其文简洁酣畅，其思独特有趣，其性豁达宽厚。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幻想着生活在别处，殊不知，寻常生活中自有许多被我们忽略的乐趣。
而这本书提醒我们用心感受生活，发现周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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