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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散文辉煌鼎盛的时代是在十九世纪，面貌形式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亚伯拉罕·海沃德喜欢美食文化，他的随笔大多是传略和批评性质的，现在的一般读者没有什么兴趣
再去读他了。
威·亨·赫德森对鸟类作过专门的研究，他的文字魅力却依然令人叹止。
像理查德·杰弗里斯那样以写风景见科于世的散文家在英国是不可多得的，置身于那种田园野趣之中
，心境不知不觉也就变得淡泊了。
此外，还有谈文学的，有讲哲理的有论政治的，和短小精练的随笔比较起来，书卷气很重，篇幅长了
，菜故多了，少了漫步街头时走马观花的那份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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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杨自伍　　我们处于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汲汲于利禄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与散文观照世
态而又宁静致远的境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急功近利的态度往往直接导致了浮躁的性情，而闲闲着笔的散文却能够使人变得洒脱一点，无为的观
照可以使人领略外面的世界、昨天的世界、从中获得几分慰藉。
散文足以怡情养性，寄托志趣，从天地万物到身边琐事，广采风土，无不涉及，所以妙趣横生，尽有
可观。
王国维在《去毒篇》中谈到：“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
以自遣。
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所不能免矣。
”读几篇好的散文是一份不同于朱门酒肉的享受，可以洗涤鄙俗之心，彻悟人生。
这是散文的力量之所在，也是散文的境界之所在。
　　或许每个时代都有一两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狄更斯的时代小说倾动一时，读者芸芸。
如今呢，世界大变样了，电脑时代的信息铺天盖地，各种媒体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况且当世的生活节奏紧迫，读书的雅兴自然随之减少。
文学渐渐式微似乎成了莫可奈何的一个现实。
往日鸿篇巨制的小说，曲高和寡的诗歌，轰轰烈烈的戏剧，今天的读者受众大不如前了。
但人们毕竟还有精神的需求，还有思古的幽情，还有听听前人心声的意愿，于是目下中外散文又大受
青睐，一天天盛行起来了。
作者兴会所至，信笔写来，意尽而止，不拘长短，内容无所不涉，风格多姿多彩。
读者随意浏览，趣好各异而各取所需，不嫌庞杂，可以说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域外散文不仅是认识世界的一面镜子，而且是熨帖心灵的清泉。
一卷在手，恍同隔世，尽可以和古人神交，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感慨便会油然而生。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散文与随笔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同有异，经过了一番沿革。
相同的是先有散文后有随笔，但后者意思不尽相同。
中国的古文本来没有散骈的分别，六经便是文章的开端。
散文一词的用法始于六朝，当时文体讲究押韵对偶，相反者谓之散文；英国的散文一词初见于一三三
○年英国编年史家罗伯特·德·布鲁恩的《英格兰的故事》，也是指相对于诗歌和韵文而言的文章样
式。
中国的随笔因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而得名，原指笔记，作者在自序中称“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
，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日随笔”。
在英国，随笔早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体裁，而且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不过在英语中，随笔一词的本来意思是考验，始见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一○首第八句：“最坏的
考验向你证实我的真爱”。
过去有些英国选本，如二十年代的《牛津英国散文集》，大多包括小说节选，现代英国文学中散文一
词的用法似乎淡化了一些，一般单独成篇的多称之为随笔，除了正式论文之外，非小说性的散体文章
可以通称之谓随笔。
不少选本的文章大多自成篇目，小说节选比较少见了。
　　英国的散文随笔渊源于法国，它的样式和名称得之于蒙田。
一五九七年，蒙田作古五年之后，培根把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取名为《随笔集》。
时隔六载，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和词典编纂家约翰·弗洛里奥的英译本《蒙田文集》问世后，随笔便
扎根于英国的土壤，而且每个时代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不过两位开山师的内容和笔调却是大相径庭。
蒙田说得十分坦白，“我所描述的正是我自己”。
而培根的文章则通篇说理明道，笔墨凝重，不像蒙田娓娓道来，流畅亲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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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海沃德喜欢美食文化，他的随笔大多是传略和批评性质的，现在的一般读者没有什么兴趣
再去读他了。
威·亨·赫德森对鸟类作过专门的研究，他的文字魅力却依然令人叹止。
像理查德·杰弗里斯那样以写风景见科于世的散文家在英国是不可多得的，置身于那种田园野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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