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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徐志摩散文的诗与思　　李忠阳　　今夜是谁在扮演你，重复你　　在试穿你的衣服，
如火中取栗　　而心是风中之蕊，迎向寒烟里的晨钟　　倘若我们望向精神的空际，寻一片翩翩、自
在、轻盈的游云，便看到他；如果我们步入文学的幽林，找一只多情、恳挚、终宵歌吟的杜鹃，便听
到他；假使我们探往历史的深谷，觅一只如春光、火焰和热情的黄鹂，便感到他。
他耽悦云游，却关切大地的命运；他不乏凄唱，而歌唱本身是热切的；他积极扬厉，但非基于盲目的
幻象。
他灵魂真纯，不失赤子之心，如林间春水；他思想驳杂，难以一言蔽之，若南山秋色。
庄周梦蝶，栩栩然、蘧蘧然，他是；曾皙春游，歌咏自适，他是；华兹华斯隐居湖畔，行吟田园，他
是；雪莱伴游西风，那不羁的精灵，他是。
阮籍独驾，穷途哭返，而他说：“迎上前去！
”子桑抚琴，歌哭时命，而他说：“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
”罗曼·罗兰说：“一种卑琐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头上，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却了自
由工作的机会。
”而他说：“除非我们自愿让物质的势力整个扑灭我们心灵的发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惨。
”泰戈尔说：“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物质结果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印度也不要接受。
”而他说：“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工业主义、物质主义、
功利主义——编者注），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
”不论生前死后，他被赞颂，被模仿，被误解，被攻击，被低估，而未尝被遗忘。
这就是徐志摩。
　　野马上的唱诗者　　作为新月诗派的灵魂，志摩以诗著称，藉诗传世，而其散文亦属佳品，摇曳
多态，光华灼灼，丰丽馥郁，颇为可观。
诸多文段不啻诗歌，美得出尘，自天上来，仿若玉露琼浆，我们且擎起杯盏：初巡口腹欢愉，再巡灵
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
梁实秋先生说：“我一向爱志摩的散文。
我和叶公超一样，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歌以上。
志摩的可爱处，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
”杨振声先生亦称：“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
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
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
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
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
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瑗！
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之地。
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
”此论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对其艺术特征的概括恰切而生动。
　　志摩1922年于文坛初试啼声，至1931年殒落尘寰，前后不过十栽，而创作颇丰，留下四部诗集：
《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
》、《自剖》、《秋》，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戏剧《卞昆冈》，以及诸多译作、集外诗文。
以诗名世的志摩，不论作散文抑或写小说，无不赋之以“浓得化不开”的诗情。
盛瓶虽异，而馨香恒在，裱丽无改，千姿一贯，总教人忘不了是为志摩的篇章。
他自称：“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
”彼时及后世的论者便爱以“跑野马”形容其自由无羁的文风。
我们不妨视之为野马上的唱诗者。
知堂先生的涩味与冲和气象是学不来的，而志摩的诗情与野马风气怕也难以仿拟。
前者炼的是心境与造诣，后者仗的是天赋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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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都归于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颇具“野马风”，行文如脱缰野马，腾跃恣纵，奔跳自如，灵动无拘，行
止由意，往复随心，写得洒然、翩然、飘然，一任思绪飞动、联想迭生、意象沛发。
此正是志摩个性之潇洒、创造之活跃与想象之丰沛的体现。
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为例，文章里时而是恒河边情醉的男女，时而是纱帐中甜睡的婴儿，时而是
河石上独伤的诗人，时而是柴屋里悲泣的少妇，时而是抽烟的矿工，时而是凝定的潭水，时而又回转
于志摩的船上，并借以引发又一轮遐思，繁缛络绎，绵绵未断，目不暇给。
其野马风气，可见一斑。
然而这匹“野马”并非无踪可寻、散漫无度、乱纵失序，文章里虽是画面繁复、联想纷呈，但其间却
有联络，即一轮清明的秋月。
而萦绕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脉绵绵愁思。
　　志摩到底是诗人，作文如唱诗，取其两长，异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尝阻遏诗情
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晓畅、连贯与完整，亦不乏诗歌的意境、意象、音韵与跳跃。
简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诗化散文”，颇具形式感，尤为风格化。
举其要者，即修辞之繁与音乐之美。
志摩的文章，网罗艳华之象，出入虚实之间，读之不能不感受到他修辞的缛丽。
其譬喻丰富，意象层出，联想环生，排比成势，处处珠玑，在在有情。
同时，志摩善于协调长短句式，以成节奏的起伏缓急、音韵的悠扬铿锵，求的是音乐之美。
试举一段，描写云雀，文出《想飞》：　　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
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
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
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
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
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
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
一起就开口唱。
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
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
不见了，影子都没了！
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前两个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绝。
层层比喻，相互套嵌，连缀成片，繁密无间，由近而远，打通感官，恣纵想象，又恰切得当，不能不
服膺志摩的诗才。
所谓“妙喻”，须既“奇”且“通”。
初读，耳目一新，颇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觉恰切。
这两句话有着水晶般的艺术品质，读之仿佛看到水晶结生水晶，生发不已，彼此辉映，无限纯粹。
后面关于云雀的飞动与啼啭的叙写，多出之以灵动的短句，既活现云雀的情态，且富于音乐性，节奏
轻快活泼，宛如云雀之乐音。
徐文之诗化，由此可见。
志摩的文章富于变化，此处恐难详尽，只得见诸具体篇章的赏析了。
　　被低估的现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张和关切，在散文里表达得最为清楚。
而每篇内容到底不同，或云游异国，或深自省察，或审视社会，或悼念逝者，所感各异，所思有别，
此处取其荦荦大端者，或谓一以贯之者，亦是最富启示者。
同时，笔者拟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辩护，旨在反思当下。
对于读者而言，或可视之为阅读的意义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降，大众媒体所书写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公子哥，是情圣、情痴
的代表，故其所演绎的故事无不出于才子佳人、风月韵事的范围。
比之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对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盘否定，大众文化虽是给他“黄袍加身”，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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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及其余”式的理解，是一种遮蔽、误解与低估。
至若今日学界，其对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体全面，相对客观。
但在价值、意义的评估上，其或不置一词，或罔顾其最深刻的洞见。
而这殊非意外，是今人对现代性的迷信使然。
志摩彼时不合时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编者注）
与读者们笑话，我自认永远在虚无缥缈间。
”倘若没有对人性、生命、人生与世界更为广阔的理解，是难以理解一位诗人之意义的，因为他所呼
唤的正是这份“广阔”。
而非一点罗曼蒂克的幻想。
　　胡适先生对志摩有一段评语，已成后世不易之论，即“他的人生观里真是有一种‘单纯的信仰’
，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梦想这三个理想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
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他一生的历史，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此言大体不错，而容易引人误解之处，即许多人将志摩的“单纯信仰”狭隘地理解为是他个人的实
现。
而无视他对社会的关切。
除却上述“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志摩也是一个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
。
而这些亦可统一于他的单纯信仰。
这份信仰，绝非囿于他个人之美好生活的意义，更是他对生活共同体的关切，是对整个现代生活的重
新构想。
在精美的语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对现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对社会的忧思与性灵的补剂。
人，尤其置身于现代处境者，应当如何生活？
这是他所追问、所关怀、所思考并不断作答的根本问题。
或许他的思考不成系统，或许他的观察亦有偏颇，或许他的回答无甚创见，但并非不深刻，并非没有
启示，并非大流之论。
我们该摒除既往对他的固定印象与图式，重新倾听他的声音。
　　志摩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观点今天读来仍不失振聋发聩之效，且愈发见其深刻性。
他自然不是守旧派，却也不迷信现代。
他曾说：“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
，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
现在，就中国说，唯一的希望，就在领袖社会的人，早早的觉悟，利用他们表率的地位，排斥外来的
引诱，转变自杀的方向，否则前途只是黑暗与陷阱”（《罗素又来说话了》）。
他还说：“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
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
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论自杀》）。
在志摩看来，“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飚风似的倾覆
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泰戈尔》）。
他认为，科学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为现代迷信；而现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种野蛮，如他说：“那
时候的人（对现代文明沾染较浅的人——编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较的不野蛮，近人情，爱自然
，所以白天里听得着满天的云雀，夜里听得着夜莺的妙乐”（《济慈的夜莺歌》）。
而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的看法：“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蛮状态。
”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使人类依靠理性与科学而从神话世界中解放出来，而其自
身成为新的神话，带来了新的蒙昧。
“一个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可以说，志摩的观点对于彼时和今日狂热追求现代性的中国而言，都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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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只消看一看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如最为直观的生态危机，便会觉得他的话也并非是无的放
矢。
　　对现代性做出批判，或许如今看来不算新鲜，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此业。
而志摩的启示性何在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把这些观点表达得娓娓动听吗？
笔者以为，志摩的洞见与启示在于：现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
他说：“如其一时期的问题，可以综合成一个，现代的问题，就只是‘怎样做一个人？
’”难道生态危机不是缘于人类的贪婪吗？
所以他始终呼唤着心灵的真纯，表彰着伟大的人格，如《泰戈尔》、《罗曼罗兰》等篇章。
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贵的表达，是赤子之心的跃动，是告诉我们学会面向伟大，将心灵敞向丰饶。
我们大概习惯了“欲望叙事”所表达的当代人性，习惯了由资本逻辑所界定的“现实”，也见惯了媒
体所追捧的商业成功者。
而志摩告诉我们，不必理会美国十大富豪，该去倾听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
　　志摩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审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伦理的批判。
“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张汝伦先生在《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一文中指出：　　最近几十年，对西方种种制度（machinery）
的迷信，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科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有压倒的优势就是一个明证。
人们不但不反对现代的物质主义，更不反对这种物质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这就是社会科学帝国
主义。
人们总是停留在物质制度层面谈问题，几乎没有人再关心人的精神了，更没有人会从人的精神和灵魂
出发来谈问题，十几年前人们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们的思想家考虑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不
承认今天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世界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
近代以来，人们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为有某种制度可以包治百病。
不但能使民富国强，也能使魔鬼变成善人。
这种迷信是启蒙对工具理性迷信的一个变种。
　　面对现代的问题，与泰戈尔的着眼点庶几近之，徐志摩正是从人心、精神和灵魂的角度来谈，从
人自身来谈，所以他才说：“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落叶》）。
学人李慧超指出：“我们不仅缺乏对自我的思考，也缺乏这种思考的意识。
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地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
”我们在探索制度的同时，或许也该思志摩所思、问志摩所问：怎样做一个人？
这或是问题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贵的启示。
　　志摩对现代世界的期望，是一个有情的世界。
他希望以“感情”来重构现代人之间的关系。
他者对于我而言，并非一个契约主体，且彼此关系并非被现代权利观念和资本逻辑所宰摄。
在志摩看来，“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落叶》）。
人在社会中是孤立的个体，而感情则如同线索和经纬，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形成和谐的整体与统一
的力量。
他认为，社会的危机是感情的危机。
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丧失，是人心的堕落。
　　大抵或有人讥嘲志摩天真、虚妄，将其想法归于一个诗人的浪漫幻想。
首先，这类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实则视野狭隘而浅近，目光为现代性原则所蔽，缺乏对生命、生活的
广阔理解，失去对个人存在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想象。
我们为什么单单迷信制度，而不着眼于感情？
我们为什么独独信赖物质，而不尊重精神？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构想，不同的追求，为了一个不同于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来。
“人类对世界、对自己可以有一个更为自由和广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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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种理解，才能把人类从现代性中拯救出来”（张汝伦语）。
　　此外。
笔者不认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脱离传统和本土的，并非某些论者所言：“当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剑桥
式的西方文化体系中去时，他却没有很好地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中国人“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体与团体两端”（粱漱溟：《中
国文化要义》）。
人与人之间所重者，是情与义。
“在中国社会处处见相与之情者，而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
”（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复感情来修复现代社会，正合贵人情
、重乡情的传统国情。
而他所谓“感情”，是“友爱与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现代精神。
其次，志摩贵自然，强调在自然中求得性灵自由、身心和谐，这固然可说是受英国湖畔诗人的自然主
义的影响，却也未始不见庄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个人主义者，亦言之有据。
然而，我们莫忽视志摩身上的古典气质或“反现代”特征。
在诸多篇章里，志摩未尝言理性与权利，说的是性灵与感情；所重并非科学，热爱的是自然；瞩目的
不是独立个体，关注的是人伦关系。
这也是确凿有据的，见诸《落叶》、《秋》、《罗素又来说话了》、《泰戈尔》等文。
倘若我们的世界精神颓败、感情贫乏、性灵窒碍、自然毁坏，那么权利、民主、科学等又有何存在的
意义呢？
　　胡适说：“他（徐志摩——编者注）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或许徐志摩正如堂·吉诃德，屡屡碰壁，总在失败，时被讥讪，更被风车打翻在地。
然而这位愁容骑士到底走了多远，经历了怎样的丰富，见到了怎样的世界，实现了怎样的奇迹，是他
的乡人们永远不知道的。
口言历史、现代、人类等，太过宏大，且从自身说起：对人生自由而广阔的理解，对生命的另一重想
象，对心灵图景的拓展，对人性高贵的向往，对关的深切感受，或可成为我们阅读志摩的起点和终点
。
志摩的文字，是我们心灵的诗意的栖居之所。
　　就是这样。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志摩散文精选>>

内容概要

　　有人说：“散文可以比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个作家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历程。
”这句话对于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
徐志摩的散文没有那些营造氛围和矫揉造作的痕迹，读来好似与最亲密的朋友对话——他坦陈自己的
心迹给你看，对他的情感和经历你能感同身受。
这份随性和洒脱，这种亲热和真诚使人在阅读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
可以说，他那些从心窝里流淌出来的文字，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

　　《徐志摩散文精选》精选的就是徐志摩的散文39篇，包括：《印度洋上的秋思》、《翡冷翠山居
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等。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对原著作了必要的注释，并在每篇作品后附有
导读。
相信读者朋友翻阅此书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畅达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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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徐志摩散文的诗与思
印度洋上的秋思
翡冷翠山居闲话
巴黎的鳞爪
我所知道的康桥
天目山中笔记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死城”（北京的一晚）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迎上前去”
自剖
再剖
求医
想飞
曼殊斐儿
泰戈尔
济慈的《夜莺歌》
丹农雪乌
罗曼罗兰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一个行乞的诗人”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罗素又来说话了
落叶
论自杀
守旧与“玩”旧
吸烟与文化（牛津）
卢梭与幼稚教育
“话”
海滩上种花
关于女子（苏州女中讲稿）
秋
我的祖母之死
我的彼得
吊刘叔和
伤双栝老人
家德
徐志摩年表（1897一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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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他们都到海边去了。
我为左眼发炎不曾去。
我独坐在前廊，偎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袒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
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睡态；但梦思却半被晓风吹断。
我阖紧眼帘内视，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一似晚霞的余赭，留恋地胶附在天边。
廊前的马樱、紫荆、藤萝、青翠的叶与鲜红的花，都将他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态无
数；我的臂上与胸前，亦满缀了绿荫的斜纹。
从树荫的间隙平望，正见海湾：海波亦似被晨曦唤醒，黄蓝相间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
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迸射着雪样的水花。
浴线内点点的小舟与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欢叫，与水波拍岸声，与潜涛呜咽声，相间的起伏
，竞报一滩的生趣与乐意。
但我独坐的廊前，却只是静静的，静静的无甚声响。
妩媚的马樱，只是幽幽的微辗着，蝇虫也敛翅不飞。
只有远近树里的秋蝉，在纺妙似的垂引他们不尽的长吟。
　　在这不尽的长吟中，我独坐在冥想。
难得是寂寞的环境，难得是静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谐，静默中有无限的创造。
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消翳，只剩有疏松的海砂中偶尔的回响，更有残
缺的贝壳，反映星月的辉芒。
此时摸索潮余的斑痕，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是梦或是真，再亦不须辨问，只此眉梢的轻皱，唇边的
微哂，已足解释无穷奥绪，深深的蕴伏在灵魂的微纤之中。
　　青年永远趋向反叛，爱好冒险；永远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渺的烟波之外：想割断系
岸的缆绳，扯起风帆，欣欣的投入无垠的怀抱。
他厌恶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
无颜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绝海与凶献，是他爱取自由的途径。
他爱折玫瑰；为她的色香，亦为她冷酷的刺毒。
他爱搏狂澜：为他的庄严与伟大，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
他崇拜冲动：不可测，不可节，不可预逆，起，动，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飚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
他崇拜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从斗争中求绝对的实在，在血染的战阵中，呼叫胜利之
狂欢或歌败丧的哀曲。
　　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恶
。
纯粹的，猖狂的热情之火，不同阿拉伯的神灯，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
许，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
　　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电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
奇，然可怖的黑影，倦与衰与饱餍的黑影，同时亦紧紧的跟着时日进行，仿佛是烦恼、痛苦、失败，
或庸俗的尾曳，亦在转瞬间，彗星似的扫灭了我们最自傲的神辉——流水涸，明星没，露珠散灭，电
闪不再！
　　在这艳丽的日辉中，只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希望，闪烁的希望，在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在
绿叶的光泽里，在虫鸟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摇曳中——夏之荣华，春之成功。
春光与希望，是长驻的；自然与人生，是调谐的。
　　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莲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乱石间跳跃，牧童们，有的吹着芦笛，有的平
卧在草地上，仰看交幻的浮游的白云，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黄的稻田中缥缈地移过。
在远处安乐的村中，有妙龄的村姑，在流涧边照映她自制的春裙；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在预度秋收
的丰盈，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她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手擎着黄白的钱花在环舞与欢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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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　　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
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私语地预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瘪的人间，阳
光与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复他们腮颊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
仁慈，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行云与朝露的丰姿，不能引逗他们
刹那间的凝视；亦可以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绚烂的春时与媚草，只能反激他们悲伤的意绪。
　　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
冀；忘却我渐次的生命的觉悟；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忘却我
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彻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忘却我陷落在危险的
旋涡中之幸与不幸；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忘却我大海底里埋首的秘密；忘却曾经刳割我灵魂的
利刃，炮烙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飚与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艾；忘却我的冀与愿；忘
却我的恩泽与惠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　　过去的实在，渐渐的膨胀，渐渐的模糊，渐渐的不
可辨认；现在的实在，渐渐的收缩，逼成了意识的一线，细极狭极的一线，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联续的
黑点⋯⋯黑点亦渐次的隐翳？
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志摩散文精选>>

编辑推荐

　　《徐志摩散文精选》作为一个唯美主义的诗人和作家，徐志摩一直刻意追求散文的独特韵味。
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宣泄情感，营造意境，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
他注重散文语言的音乐性，使语言节奏鲜明，旋律优美，诗意盎然；他还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欧化文句
，从而形成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读之使人经久难忘。
可以说，自我思想情感的具率剖露、哲理与读情的融合以及散文的音乐性和诗化，是徐志摩散文艺术
的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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