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朝花夕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朝花夕拾>>

13位ISBN编号：9787561355978

10位ISBN编号：7561355971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陕西师大

作者：鲁迅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朝花夕拾>>

前言

说明《朝花夕拾》共10篇。
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
这些"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记录了作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
，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
这些篇章，往事与现实纠结，叙述与议论交织，情感深挚，笔调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见到鲁迅，问研究中国文学应该读什么书，鲁迅即以《朝花夕拾》相赠
。
鲁迅1934年4月11日写信给想翻译此书的增田涉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
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各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1928年9
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1929年2月再版。
1932年9月第3版有未名社和上海北新书局两个版本。
此次校订以鲁迅生前校定的版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注释力求简要。
鲁迅时代某些词句和标点符号与现行用法不一致者，仍其旧，不做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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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别收录了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咬文嚼字》等在内的诸
多鲁迅的精品文章。
每篇文章都生动地向读者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
。
在刻画那些旧社会的不幸者时，鲁迅不仅仅是着眼于他们在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更多的是着眼于他
们在精神上的麻木和愚昧。
所以，这些文章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灵魂的伟大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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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我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
家，革命家，世界十大文豪之一，被誉为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
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
《二心集》、《而已集》、《坟》等。
其作品共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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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
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
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
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
阵烟雾。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
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
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
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
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
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
来吃这人的肉的。
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
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
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
门外像是风雨声。
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
回来，敛在盒子里。
后来呢？
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它。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
样的飞蜈蚣。
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
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
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
好来捕鸟。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
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
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
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
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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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
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
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
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
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
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
了。
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
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
”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
道者，乃是不愿意说。
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
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
。
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
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
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
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
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
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
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
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
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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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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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 “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
且以他为胡人。
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 “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
胡》。
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 而验刺者，非也。
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 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 不
正，转祜为胡。
只如宪宗朝泾将■，蕃中皆畏惮， 其国婴儿啼者，以■怖之则止。
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 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
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 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
■方节度李丕即其 后。
丕为重建碑。
)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
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
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
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读如习。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 —即其一。
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
序有云： “⋯⋯坊问所刻《二十四孝》，善矣。
然其中郭巨埋儿 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
⋯⋯炳窃不自量，妄 为编辑。
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 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
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
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
不知孝出天性自 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
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 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
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 迹。
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
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 之孝者难泥古之事。
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 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
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
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
不必说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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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读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
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
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
，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
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o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
大学讲师o 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队《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
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们内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
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
导者和旗帜，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著作两种。
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著。
其全部著译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辑录
古籍丛编》（四卷）。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共10篇。
最初在《莽原》杂志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集成书，改为现名。
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经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
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
守旧势力的排挤。
在这样的处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
”这10篇作品，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
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
        《朝花夕拾》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
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
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第一篇作品《狗·猫·鼠》是针对“正人
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噑叫”、
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
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阿长与》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
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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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朝花夕拾》：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针砭时弊，读后能发人深思。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
这本散文集在业内获有相当高的评价，是青年朋友们最热衷的书籍之一。
我社为让读者能够读到更多更好的作品，便将鲁迅文章中的精华部分集结成册，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愉
悦的读书享受，也同时将它推荐给广大中学生朋友。
希望度过鲁迅的文章，能够让他们更清楚的了解社会、文化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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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由鲁迅最早的藏书想起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四本小小的书，纸张很黄，刻
印都十分粗拙，图像差到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
可是年幼的鲁迅如获至宝：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怪
物，远古神话世界的奇烈想象透过粗鄙的纸页喷薄而来，让心智初开的少年惊慕不已。
几十年后，念及不知何时散佚的这最初的收藏，早已年过不惑的鲁迅在一册思忆儿时故乡生活的集子
里写道，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这四本小书仅仅是一个起点。
鲁迅的藏书单上随后添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从画》和《诗画舫》，
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画的是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
此外，《山海经》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早先那部精致许多。
少年鲁迅不仅多方搜罗，更炮制自家品牌的绘本：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摹，是他
在三味书屋最愉快的消遣，尤其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
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鲁迅日后自谦地说，比如《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各有一大
本，后来卖给一个阔绰的同窗。
用学界近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来看，鲁迅自启蒙时代便表现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偏爱。
这种偏爱亦伴随他负笈东瀛，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之一”二字或可删去），便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鲁
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一段日俄战争期间的时事幻灯片，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捕获枪
毙，一群中国人围观；影片之外，仙台医学院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自觉来到人生的转捩点。
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鲁迅显
然对给他带来巨大刺激的这种新兴媒介的本质认识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么会在亲身体验了视觉
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后，反讽地做出投身文学的决定？
作为电影领域的学者，周蕾的这一观察是敏锐而独到的。
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多着眼于照片、电影、海报、月份牌及宣传广告等，其由此
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或者说足够驾驭另一类从制造年代到性质都极为不同的
视像文本，如绘图《西游记》、《玉历钞传》甚至《山海经》？
关于鲁迅最早的藏书的故事收录于《朝花夕拾》。
无论鲁迅如何被后世的文学史家塑造成一位鲜明而彻底的新文化的播种者与旧文化的掘墓人，一个读
过其主要文学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
集《朝花夕拾》）及片段日记书信的细致而诚实的读者，多少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这位中国现代文
学之父对巍巍五千载文明传统的复调而暧昧的态度；尤其在他追忆儿时江浙岁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里，更让人一窥在新旧世界嬗替之际，最后一代为传统文化余晖所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
。
与那个曾被无节制地神化英雄化经典化的鲁迅相比，我想，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正值盛年却自囚于
幽僻的绍兴会馆一宿接一宿抄古碑抄佛经，那个重写中国小说史并对上古的神话寓言和宋以前的志怪
传奇情有独钟，那个在支持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始终没有间断文言诗的创作，以及那个在四十岁上忆及
故乡迎神赛会上的勾魂无常，亲切地称道其人情味够得上做一个“真正的朋友”的鲁迅。
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谈到，概括地说，鲁迅在传统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谓的“大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趋向于中国文化里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即与
自孔孟到朱熹王阳明的儒家正统构成对立或保持疏离的思维与情感方式。
举例来说，在小说文类里，鲁迅尤为唐以前、即宋明理学发端以前的作品所吸引，在诗人中他最倾心
的是以瑰奇的想象和澎湃的灵魂诉求著称的屈原，以散文而言他推崇魏晋古风远胜唐宋八大家，以阅
史而言他对野史杂说的兴味比对正史浓厚得多。
李欧梵以传统─反传统为轴丈量鲁迅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定位，这种两极对立的视角本身便带有现
代文学领域里根深蒂固的割裂与对抗的思维模式的烙印。
然而针对“大传统”，还有另一种另类的可能，即“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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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身份意识清醒的、诉诸理智的“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为载体，通过在文史、思想与艺术上的不断
构建表达出社会与文明总体的外露的理想；而未必自觉的、不倚赖思辩和书写的“小传统”寄身于不
识字的阶层，并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与行为惯式里滋衍不息──鲁迅的第一套藏书在更大意义上正
是后者的一个缩影。
更典型的是，这套绘图《山海经》不是从书店寻获的，而是鲁迅幼年的乳母，一个连自身名姓都未留
下的下层女性在告假返乡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她这么告诉鲁迅。
长妈妈显然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在《朝花夕拾》另一处，鲁迅说，即便不识字如阿长，一看《二十四
孝图》的图画也能滔滔讲出一段事迹。
YING2011-01-05 08：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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