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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恐怕对每个作家来说，都存在着一种“本色文体”；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某一种文体，是最有利于
作家的气质的表现和才华的发挥的。
即如女作家冰心，虽然同时以小说、诗歌、散文崭露头角，而在几代读者的心中，却是一个冰清玉洁
，永远年轻的散文作家。
    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风格，冰心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的追求，阿英称作“冰心体”。
他这样评述冰心散文的影响力，说：“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
，那是很少。
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
”对于她的散文，同时代的作家便有着很高的评价。
茅盾说：“在所有‘五四’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
”郭沫若题诗赠冰心，其中有“婉婉唱随乐”的句子。
郁达夫甚至把她的散文成就置于朱自清之上，说：“冰心女士散文的倩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
，在中国好像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
记得雪菜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
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总而言之，把这
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上，我想是最适
当也没有的事情。
”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省长乐县人。
1900年10月生于福州，七个月后随家迁至上海。
四岁又移居山东烟台，住东山海边，日夕的接触使她深爱大海。
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开始阅读中外著名小说。
1912年入福州女子师范预科，1914年考取北京贝满女中，1918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
科。
两年后，因学校合并而转至燕京大学。
五四运动爆发，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其间，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并加入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
想》，就是为援救被捕的同学，到法院旁听以后写成的。
随后，以冰心为笔名发表小说《两个家庭》，接着创作《斯人独憔悴》、《超人》等系列“问题小说
”，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3年，创作并出版新诗集《繁星》和《春水》；青年竞相仿效，以致开出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
以此同时，发表题名《往事》的一组散文，初步形成个人的散文风格。
1923年夏，燕京大学文本科毕业，随即赴美留学。
去国前夕以及旅美三年期间，为《晨报》“儿童世界专栏”撰写通讯，1926年成《寄小读者》一书出
版。
据不完全统计，至1935年止，本书先后共出版二十一次之多，足见影响之广。
归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
1930年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翻译纪伯伦的《先知》，次年出版。
1934年，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并写成旅行记出版。
1936年6月，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10月，同鲁迅等二十一人共同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
自由宣言》。
同年，赴欧美游历，次年6月返回北平。
1938年到云南昆明，1940年冬到四川重庆，1946年辗转至南京和北平，11月到日本东京，直至1951年回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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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多年，无论顺境或逆境，仍不断从事翻译和写作，并积极参加对外友好活动。
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札
》、《晚晴集》等。
    从中学开始，由于深受基督教教义以及泰戈尔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哲学的影响
，冰心一直把“万全之爱”作为自己的理想而讴歌不辍。
她把社会现象看得非常单纯，以为人事纷纭无非由“爱”和“憎”两根线交织而成，而在这二者之间
，又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针。
茅盾认为，她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说：“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
生之所以有丑恶全是为的不知道互相爱；她从自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
”然而，虽然以她的“爱的哲学”无力解释社会人生，可是她笔下对母亲、儿童和自然的挚爱的赞美
，却赢得到了心地纯净的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共鸣。
人性的深处，定然潜在着爱与同情，潜在着那对同类的理解和接近的深切的欲望。
不然，何以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遍及于宗教、哲学和艺术之中呢？
    所谓“以自我为中心”，并非说冰心是一个“自我主义者”。
“荀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作为一个纯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大事于她是并不糊涂的。
从自我出发，就是强调自我认识和个人实践，对于散文创作，正好有助于艺术个性的确立，使其中所
表达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切与自然。
    冰心出身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做官人家，但因为父亲是军人出身，加以从小与大海为伴，这样身上就
多出了一种勃勃英气。
虽然她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词的浸淫，却没有一般文士的可恶的“雅趣”。
在她的一派纯真的情性里，犹有喜爱沉思，以及易感的悒郁的成分。
其实，这是一种人性的“抗体”，可以抵制远离尘嚣而生的虚伪与麻醉。
然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却不取卢隐、石评梅式的一泻无余，而讲究含蓄、凝和节制。
正如她的一首短诗说的：“是这般的：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
”在小说《遗书》中，她借了其中的人物宛因的话如此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
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秘，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
我想如现在的作家都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
异彩。
”正是这种白话文言、中文西文的无形的融合，使她的散文语言单纯而不单调，灿烂而不繁褥，晶光
四射，熠熠耀目。
    冰心是一个创作家，又是一个鉴赏家。
或者可以说，正因为她对中外古今的文学独有会心，所以于创作方面，便自然带进了一种特异的技巧
和风格。
本书特意收入她在东京大学的讲演《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以使读者在同一个题目下，增进对她的散
文创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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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朵白蔷薇:冰心散文》内容简介：冰心散文人称“冰心体”，影响一代青年读者。
她的散文表达了她对母亲、儿童和自然的挚爱和赞美，语言含蓄，凝和节制，富于哲理，充满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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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冰心(1900～1999)，现代著名女作家，诗人。
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冰心女士、男士等。
福建长乐人，幼年时代就广泛涉足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译作。
    1918年，考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
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在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创作出晶莹优美、轻柔雅丽的小诗。
这些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引起了社会文坛的强烈反响，被人称为
“冰心体”，它“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
    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
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有散文集《寄小读者》。
1926年，冰心学成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
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
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
1946年，赴日本，曾被邀任东京大学教授一职。
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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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说往事(一)往事(二)南归我的童年胰皂泡笑梦到青龙桥去闲情无家乐《寄小读者》四版自序寄小
读者(节选)山中杂记(节选)问答词山中杂感石像图画回忆一朵白蔷薇十字架的园里力构小窗随笔新年
试笔观舞记解放以后责任就来了怎样补救我们四围干燥的空气？
“是非”非完全则宁无(一)法律以外的自由默庐试笔(节选)给日本的女性谈孟子和民主关于“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我的家在哪里？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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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别之后，星来访我——坐在窗下写些字，看些画，晚凉时才出去。
    只谈着谈着，篱外的夕阳渐渐的淡了，墙影渐渐的长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们便渐渐浸到黑
暗里，只能看见近旁花台里的小白花，在苍茫中闪烁——摇动。
    她谈到沿途的经历和感想，便说：“月下宜有清话。
群居杂谈，实在无味。
”    我说：“夜坐谈话，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种的夜又不同了。
月夜宜清谈，星夜宜深谈，雨夜宜絮谈，风夜宜壮淡⋯⋯固然也须人地两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趋势
⋯⋯”    那夜树影深深，四顾悄然，却是个星夜！
    我们的谈话，并不深到许多，但已觉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
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
语。
    一次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
我想索性今夜彻底的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
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
；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
”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
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
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
，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
”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
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
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
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的从我
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
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
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继续的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的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
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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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出去，立在阑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    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淡天地”，
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许多可纪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许多可纪的梦。
    在梦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飞行绝迹，可以解却许多白日的尘机烦虑。
更有许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游，可以突兀实现。
    一个春夜：梦见忽然在一个长廊上徐步，一带的花竹阑干，阑外是水。
廊上近水的那一边，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张小桌子，用花边的白布罩着，中间一瓶白丁香花，杂着玫
瑰，旁边还错落的摆着杯盘。
望到廊的尽处，几百张小桌子，都是一样的。
好像是有什么大集会，候客未来的光景。
    我不敢久驻，轻轻的走过去。
廊边一扇绿门，徐徐推开，又换了一番景致，长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门内是一间书室，尽是藤榻竹椅，地上铺着花席。
一个女子，近窗写着字，我仿佛认得是在夏令会里相遇的谁家姊妹之一。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我也未曾向她谢擅人的罪，似乎我们又是约下的。
这时门外走进她的妹妹来，笑着便带我出去。
    走过很长的甬道，两旁柱上挂着许多风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满了马樱花。
    出了一个圆门—便是梦中意识的焦点，使我醒后能带挈着以上的景致，都深忆不忘的——到了门外
只见一望无边蔚蓝欲化的水。
    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蓝，比海平静，光艳得不可描画。
⋯⋯不可描画！
生平醒时和梦中所见的水，要以此为第一了！
    一道柳堤将这水界开了，绿意直伸到水中去。
堤上缓步行来。
梦中只觉飘然，悠然，而又抚然！
    走尽了长堤，到了青翠的小山边，一处层阶之下，听得堂上有人讲书。
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边，问我，“你上去不？
”我谢她说，“不去罢，还是到水边好。
”    一转身又只剩我自己了，这回却沿着水岸走。
风吹着柳叶。
附满了绿苔的石头，错杂的在细流里立着。
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灵魂⋯⋯P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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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冰心，我国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她的散文风格清丽典雅，被称为“冰心体”。
    冰心是一个创作家，又是一个鉴赏家。
或者可以说，正因为她对中外古今的文学独有会心，所以于创作方面，便自然带进了一种特异的技巧
和风格。
《一朵白蔷薇(冰心散文)》特意收入她在东京大学的讲演《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以使读者在同一个
题目下，增进对她的散文创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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