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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
可以说，他是极少数能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写出语言和结构均趋于完美的散文大家，其散文精品可
与古典散文名著比肩。
无论是学校选讲范文，还是编文学史，朱自清散文都是选家最为倚重的必选篇目。
“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白话文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迅速取代了文言文，但新的语言形态作为一个
全新的艺术建构工程却任重道远。
尽管作家们都采用新文学语言写作，但能够娴熟使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却并不多。
他们的文章或者是半文半白，即含有文言成分的白话；或是带有洋味的白话，即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形
成的白话——二者共同的弱点就是“打不进民间去”(杨振声语)。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曾提到“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
的语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
诚如杨振声所言，朱自清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对口语体语言很有研究。
他追求一种“求真化俗”的文学语言，认为新文学语言要如实和直接地表现人生，只有行文自然、亲
切方可收到化俗的效果，使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范围都不断扩大。
因此，朱自清从创作伊始，便注重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成分，并尤其留意北平的方言，以北平话
做底子，执著地进行着文学语言口语化的创作实践。
叶圣陶对他的散文有这样的赞誉：“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昧，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
，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参看《朱佩弦先生》)无论是清新感人、脍炙人口的抒情散文《背影》，还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
的写景散文《荷塘月色》，其文字几乎全用口语，虽说仍是知识分子化的口语，却清秀精到、雅俗共
赏。
这使得他的散文比起当时一般作家的作品来，拥有更多的读者。
在表现形式上，他的散文脉络清晰、结构缜密，严谨的写作态度使朱自清的散文始终保持一种温柔敦
厚的气氛。
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知和精确的观察力，也使他总能巧妙地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千姿百态、或动或静
的事物之中，构成细密、淡雅、浑圆的意境。
朱自清的散文创作无疑为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散文语言的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表现内容方面，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
他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再现自己全部的生命空间，展现了他的主观深层世界，从而为现代散
文提供了崭新的审美内容。
这种执著表现人生的态度和自觉的审美追求，也是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美学的又一大贡献。
在本次选本中，我们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精品重新汇编整理，从他以前的散文集中分门别类，遴选出
最经典的篇目，集成《朱自清散文》一书，相信那些浸润着作者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的文章定能
如朱自清本人的初衷那样“获得广大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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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自清的散文，“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昧，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
‘白话文’。
”他的散文脉络清晰、结构缜密，严谨的写作态度使朱自清的散文始终保持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
 在本次选本中，我们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精品重新汇编整理，从他以前的散文集中分门别类，遴选出
最经典的篇目，集成《朱自清散文》一书，相信那些浸润着作者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的文章定能
如朱自清本人的初衷那样“获得广大的群众”。
     本书收录代表朱自清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作品，用与文章意旨契合的优美图片来表现其散文的美感
和深层内涵；用适当的与作家及作品相关的历史照片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用游记中涉及的名胜照
片加深读者的感受与认识，使阅读变得如历其境、清晰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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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代表作《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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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　（一）“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二）绿　（三）白水
涤　（四）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旅行杂记　（一）殷勤的招待　（二）“躬逢其盛”　（三）第三
人称航船中的文明白马湖春晖的一月说扬州扬州的夏日南京蒙自杂记初到清华记潭柘寺戒坛寺海行杂
记重庆一瞥重庆行记　（一）飞　（二）热　（三）行　（四）衣西行通讯　（一）　（二）南行通
信南行杂记回来杂记威尼斯巴黎荷兰莱茵河佛罗伦司罗马滂卑故城瑞士柏林德瑞司登文人宅三家书店
博物院公园歌声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看花冬天不知道外东消夏录引子夜大学人和书成都诗蛇尾一封信
我是扬州人女人房东太太飘零择偶记儿女阿河吃的买书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乞丐圣诞节说梦撩天儿谈抽烟刹那给亡妇白采怀魏握青君哀韦杰三君正义我所见的叶圣陶教育家的夏
丐尊先生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给《—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子夜》读《心病》《背
影》序《梅花》后记《忆》跋《山野掇拾》《子恺漫画》代序《子恺画集》跋《粤东之风》序《燕知
草》序《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日》《谈美》序《文心》序写作杂谈短长书很好你我如面谈赠言憎沉
默父母的责任文物·旧书·毛笔那里走吴萍郢火栗四君三个印象时代与我我们的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
失——悼念闻一多先生　（一）　（二）我所见的清华精神论无话可说论自己论别人论诚意论做作论
气节论老实话论不满现状论且顾眼前论说话的多少论东西论吃饭论青年论青年读书风气论白话——读
《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论百读不厌论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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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
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
於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著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甡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
这几处的船不是觉著笨，就是觉著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
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
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
里面陈设著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著冰凉的大理石面。
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
窗格里映著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影里的秦淮河也颇悦人目。
“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
而最出色处在它的舱前。
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份，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著。
里面通常放著两张藤的躺椅。
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
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
舱前的顶下，一律悬著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
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
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
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著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
又逗起缕缕的明漪。
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著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
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
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著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
我们真神往了。
我们彷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
於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
我们终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於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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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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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自清散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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