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心云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心云影>>

13位ISBN编号：9787201030180

10位ISBN编号：7201030183

出版时间：1998-02

出版时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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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心云影>>

前言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
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
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
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
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
竟也很有限。
印刷术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
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
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
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
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
期刊上与读者相见。
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
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
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
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
；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
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
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
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
文坛。
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
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
。
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
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
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
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
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
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
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
《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
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
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
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
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
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
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
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
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
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
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
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
、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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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
不宽容”的例子。
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
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
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
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
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
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
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
，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
作品放在其具体“语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
《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
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
《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
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
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
《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
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
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
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
派”。
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
《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
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
分为二。
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
开创的光辉传统。
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
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
。
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
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自与读作家专
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
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
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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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心云影》是“民国名刊简金”系列丛书之一。
选录了刊物《小说月报》上的散文随笔120多篇，包括：丰子恺的《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叶圣陶的《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周作人的《苍蝇》、郑振铎的《秦桧之功》等。

    《水心云影》由王淑贵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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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    张维祺    谁底身边不伴着一个“影”呢？
只有那些自命为亮眼的，或反要看不到了！
至于我，我自己，那是无时无刻不觉到而又看到的。
    不但我仅仅看到伴着我底一个，这固然呵！
就在白日里，在阳光中越过去，我还能觉察，还能看到，伊总紧紧地伴着；而且我在这一个外，这算
我自己底一个罢？
我所看到的一切，总先看到一切的影，几乎忘却了一切的真实等到觉察了一切的真实以后，又叽乎对
于这真实起了疑窦，这该是影罢？
    我觉得影更美些，而又更可贵些，比较那所谓真实；我要想把真实和影底名实交换一下；这样，才
成宇宙，才成人生。
从一切里，才能发见各底自我，我底自我来！
    秋风萧萧地吹着梧桐，正从西北吹来；我和我底友人闲谈底空隙里，顿觉到有了这样一回事。
于是我就看到了无数而繁杂的影：秋风底影，梧桐底影，萧萧底影，吹底影，正从西北来好似成条的
影，我几乎看痴了！
仅仅是这样一回简单的事，我竟也寻出了繁杂而又繁杂，真的至于无数。
    我就毅然向朋友说，继续着我们底闲谈，弥补了我们闲谈底空隙。
“I君！
你知道我看见些什么？
”“这教我怎能知道呢？
你底眼睛尽发[力]睁着我，大概是看见了我底美丽的领结底可爱的花纹罢！
除出你我之外，这斗室内，别无什么了！
”他这样回答我，又沉思了一回，接着说，“或者你并没有真的看到我；你真的看到的，许是从天窗
里所射进来的暗淡的月光罢！
”我并没有回答，我实在不能回答了！
因为从他底嘴里，又涌出了无数而又繁杂的影，使我陡然沉人于昏乱之中，灵魂的我疾疾地飞往影之
国去了。
    这好似一幅画图；我呢？
当然也是画图中的人物了。
我看见了十亩菡萏的所在，红白得怪可爱的，可是上满堆了白雪。
我自己就暗想着：怎的？
颠倒的时间！
我看见了一个披发的男人，追逐着一个年青的女子，用须髭的嘴吻了伊，占据了伊底所有，污秽了伊
底清白；顿时，又把伊杀了，又杀了自己。
我就暗想着：怎的？
颠倒的男女！
我又飞身上天空，脚踏了白云朵朵；我又躜身入地层，经过了鬼门重重；在无垠的草野里，又找回了
我自己。
这时，我身底两旁，满堆了矛盾：日出之方，左首罢；万花竞艳地在开，日人之方，右首罢；许多许
多的长蛇，都游近我，好似要把我缠紧了，我不知该喜忧，该狂笑？
还该悲苦，该哀号？
我无所适从，不觉地双膝已跪在草褥之上，这举止真轻微到不能自觉。
我好似闭目作了个祷告，无言辞的祷告，因为我以为无言辞的祷告，才是一个赤白的心捧给了神，比
什么都虔诚了！
神在模糊中，也居然显现了，他只丢给我一部笨厚的书册，含着深意地说，“玩味去罢”！
我就捧起先认了一认书面上标题着的书名：大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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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这叫我怎样玩味、仅仅是一部没味的字典的疑团里，陷致于无力再探索的境界。
这当儿，西南正来了一位奇美的青年，我实不能估量他底年龄。
他全身赤裸着，从赤裸里，我获得了从所未有的亲密和爱敬，深深地印人心头。
我就上前致敬，自然地相互握住了手。
我就毫不顾忌地把我底疑团托出来，说，“这是一回什么事？
先生(这个称呼，真不惬我底意，因为这完全把我想表现的真情意失了)。
神仅仅赐了我一部字典，当我正在矛盾中无所适从的祷告里，他又教训我玩味去罢，先生(我终于只有
这样一个称呼)，这是一个怎样暗晦的教训！
”他先没说什么，只展开了字典，教我从头读至末尾，和我同声一气地读完了。
于是他才对我说：“V君，现在该懂了罢？
”使我多少惊疑，他居然叫出了我底名字来；可我总没有回答他底问话。
从惊疑里，我被好奇心的压迫说，“先生，倒没有请教大名。
”他笑了一笑，说道“何苦呢？
一定要找一个假定蒙蔽了全身！
——不错，该有的蒙蔽，我已把V君的假定付给足下了，那么，请随便给我一个假定罢”！
但我哪有这样的大胆。
    不认的先生，他作了个神异的口诀，重推我人于两旁满堆了矛盾的深坑中，万花和长蛇，都复显现
了！
可现在，我不喜悦，也不狂笑；不悲苦，也不哀号；我仅仅只有一个简单的喊声，“不识的先生，不
识的先生，一”于是他向空中招了一招手，又对我说，“睁眼看罢”！
我底眼前，顿现了迷乱的万象，一切，缩短了时间的，缩短了空间的，都在“平面之幕上”呈现了。
我正看得得意，其中又看到了我自己。
他就对我说，“饱和了你底眼福罢！
字典就在这里造成了！
反证，从字典里反证，就是教训底真谛”。
我恍然若有所悟。
他接着又说：“仅仅字典里底单位，还是简单的事！
最繁杂不过的，各单位底连合，一切单位底连合，连合底连合。
”我恍然若有一层更深的所悟。
他又挥了一挥手，眼前的万象就消失了，复郑重地对我说：“那些，全是影呵！
不过是影呵！
V君，当美丽的花开在你眼前时，你也值不得喜悦或狂笑；当许多的可怕的长蛇游近你的时候，你也
值不得悲苦或哀泣；因为这些全是影，当你自己喜悦或悲苦，狂笑或哀号的时候，你也值不得什么，
因为这些全是影！
”我完全领悟了！
我就毫不顾忌地说：“先生，现在我是个聪明底骄子了！
”于是，他底笑容中，带着严厉地说：“在你这样的聪明里，复该网以愚笨；不然，你们底人间，或
将毁灭了。
”我说，“是。
——请教大名？
”他忽然不见了，只留着袅袅的余音：“我是影之王。
”    当我清醒转来，默默地温诵着所遇。
总究，我成了个愚笨的聪明底骄子了。
    载第十五卷第五号(1924年5月出版)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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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国名刊简金”丛书例言    晨钟暮鼓——自古以来，钟声总是伴着东升的旭日，宣告黑夜的消逝和
新的一天的开始。
钟声的浑厚、雄壮，带给人们的感受是：新的希望、新的生机。
当新文化运动的钟声报道了旧文化旧思想的一统地位的终结后，人们发现，透着新思潮新观念的气息
、一展新文体新文风的格调的散文园地，也迎来了它的满园春色。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散文尚处草创期，尚有那样多的旧的思想文化桎梏需要进一步冲破，
那么，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十年间，现代散文则步入了一个多彩多姿花团锦簇的时代，正如
朱自清先生《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所说——散文“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
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
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
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    在那众芳争妍的散文苑囿中，尤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文体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小
品文”文体最具影响力。
对前者来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十分注重文章的战斗性，强调散文“必须是匕首，是投
枪”，而不是“小摆设”。
它反映出在当时中国那样的黑暗时代，“敏感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进步的作家们一定有一番新的奋起
、新的努力”，决不会像“归去来兮”的陶渊明那样“自谓是羲皇上人”而超然物外。
    对于大张“性灵文学”旗号的自由主义作家而言，因为“立志做‘秀才’”，不愿持久地用肩膀承
受“国事”那样的重负，所以总是希望把散文带入一种“闲适淡雅”、“和平静穆”的境界，“百忙
中带入轻笔，严重中出以空灵”，追求散文纯粹的艺术美、意境美，并不理会那山河破碎时节的“十
万军声半夜潮”的气氛。
从理念上说，这般超脱世务牵累、心仪平和冲淡，对散文意境的深入开掘，对散文文风的进一步发展
，不是没有意义。
只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犹如此心平气静，自成一统，坐看浮云，闲庭信步，那显然是一
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学界的激烈反对。
尤其抗战爆发后，这种文学主张也就陷入了明日黄花的境地。
    当抗战的烽火也燃遍整个文学界时，传统的“儒生无力荷干戈”、只作“艰声长叹”的状态，被现
代身兼救亡与启蒙双重角色的知识分子所改变。
他们手头的笔，既是唤醒民众的号角，也是刺向敌人的投枪。
这样，战斗性的散文成为这时期散文领域的主流。
就其奋勇进击、鼓舞民心方面看，这种文风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而且其时确也形成了抗战文艺中暴
风骤雨式散文的新气象。
然而，挟带着激愤、焦躁情绪，在一个相同的主题下，用一种近似的文风，所创作出来的散文势必缺
乏个性，从而显出了格调单一的弊端。
尽管曾有人发出没有硝烟味的、“与抗战无关”的文章也应做做的呼吁，但在群起鸣鼓而攻之的氛围
中，那种试图有所更新、有所恢复战前已达到一定高度的散文文体、文风的声调，终究是微弱的。
抗战胜利后，劈头而来的又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内战，使政治关系左右散文创作方向的状况没
有大的改变，散文除了在严肃的主题下体现时代精神外，似乎很难由单一性向多元化嬗变。
    有感于现代散文曾取得那般辉煌的成就，也有感于现代散文曾历经那样曲折的道路，我们把目光投
向了发表散文的重要阵地——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期刊，试图从中一览现代散文发展变迁的概貌，并
欣赏到其中最精彩的散文篇章，同时也让人大致领略不同期刊的思想志趣、文章风格的区别。
于是，我们有了分刊分类整理出版旧刊中的散文名作的愿望。
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早已说过选文章之难：选者“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
愈准确”，但如果选者“眼光如豆”、那可就是一个“文人浩劫”了。
尽管我们也深知此中之难，但岁月的尘封湮没了多少曾经流光溢彩的“金声玉振”之作，旧刊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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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也已难以知晓，为了使读者在欣赏旧作的过程中获得关的享受、品性的陶冶、思想境界的升华和
知识面的增广，也为着免去专业研究者查找旧刊上的某些散文的麻烦，我们还是尽自己所能去遴选，
并且也自信基本能选出诸刊中短小散文的精华、反映各刊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基本风貌。
《世说新语·文学》中谓：“潘(岳)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机)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本乎此义，故题丛书名日“民国名刊简金”。
    既是丛书，自有“凡例”之类说明文字：    时间——以散文领域流派纷呈、千帆竞发的30年代的文
学期刊为主，亦兼顾20年代和40年代。
    刊物——首批所选之刊物有：《小说月报》(1921～1931)、《语丝》(1924～1930)、《现代》(1932
～1935)、《文饭小品》(1935)、《太白》(1934～1935)、《杂文(质文)》(1935～1936)、《论语》(1932
～1937，1946～1949)、《人间世》(1934～1935)、《逸经》(1936～1937)、《鲁迅风》(1939)、《万象
》(1941～1945)、《野草》(1940～1943，1946～1949)。
    文风——既注重闲适清新、诙谐美妙之作，亦不忽略伤时感事、忧国忧民之文及愤世嫉俗、勇猛奋
进之章。
对各家各派兼容并包，反映特定时代、特定流派的思想志趣和艺术特点。
当然，派别不同，立场有别，某些文章就难免带有门户之见，甚而有彼此相互攻讦的文字；并且也不
排除个别文章在思想倾向上有偏差的情况，这就需要读者将文章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阅读、去理
解了。
    作者——名家固不可少，无名作者而有精妙之文亦广为容纳。
个别作者后来在思想立场上或许是消极甚至反动的，但他们当时的有些作品却有进步意义或有较高审
美价值，故也适当选录。
    形式——以2000字以内的短小精悍之文为主，亦适当选入(或节选)某些长文。
当然有的长篇名作只得忍痛割爱了。
一刊(或性质相同的两刊)之作编为一书，并根据刊物特点，将所选文章分为几类，如民风世象、雅人
深致、百味人生、书里书外⋯⋯之类。
    此外，为便于读者理解，个别疑难问题作有简注。
但原文文句有不合乎语法者，不加改动；一般的异体字也保持原样。
唯以下几种情况有所修改：    原刊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径改之；不规范的版式，适当作调整；明显错
字或不规范字，径改；疑为错字或当时通行而现在视为错字者，酌情用[]标出正字；衍字，直接删除
；漏字，用<  >补上。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切都在变化，都在更新。
当新世纪的钟声行将敲响，回首那半个世纪前散文园地曾有过的烂漫与辉煌，重温那个性鲜明、异彩
纷呈的美妙篇章，我们感受到了时代风云撞击下的心灵震撼、艺术享受中的品性净化。
我们不禁要期待“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新时代的散文华章对以往的超越，我们也坚信，随着五四运动
“‘个人’的发现”的传统的发扬光大，散文创作更美好的春天必将到来。
    (陈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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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淑贵选编的这本《水心云影》是《小说月报》散文随笔选萃，分阅世零感；人世真情；旧时月色；
书人茶话；文艺漫说5部分编辑。
所选文章既注重闲适清新、诙谐美妙之作，亦不忽略伤时感事、忧国忧民之文及愤世嫉俗、勇猛奋进
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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