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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迅速发表了《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等大义凛然的愤激之作
。
他在抗战时期写的《“野有饿殍”》《从“轧”米到“踏”米》《鹈鹕与鱼》《我的邻居们》《最后
一课》等文，俨然是一组抗战沦陷区的全景图。
他的文字平淡而见新意，章法轻松而见严谨，既歌颂真善美，又深具学识，展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
翻开这些文章，感受郑振铎犹如当面倾吐般的真挚，体察其内心洋溢着的一派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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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
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
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
1958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遇难身亡。

　　点评：谭梅，四川广安人，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现就职于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刘晓红，成都人。
毕业于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
现就职于成都大学。
康鑫，河北石家庄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
现就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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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死　　阅读指导：　　《三死》是郑振铎于1926年9月6日追记的散文，最初发表于1927年开明
书店出版的《山中杂记》。
《山中杂记 》是一组“山中通信”，包括《避暑会》《月夜之话》《山中的历日》《苦鸦子》《山市
》等9篇散文。
记录了在1926年7月至8月间他在莫干山避暑时的生活片断。
这组散文没有景慕自然的理性思考，也没有孤寂出世之想。
但是所记山中的游览、生活，也反映一些社会侧面。
这部散文集的价值在于作者避暑时怡情养性的平淡心境。
《三死》主要写了山上前后三个人的死以及山中人对这件事开出的反应和态度。
　　旁注：　　日间，工作得很疲倦，天色一黑便去睡了。
也不晓得是多少时候了，仿佛在梦中似的，房门外游廊上，忽有许多人的说话声音：　　“火真大，
在对面的山上呢。
”　　“听说是一个老头子，八十多岁了，住在那里。
”　　“看呀，许多人都跑去了，满山都是灯笼的光。
”　　如秋夜的淅沥的雨点似的，这些话一句句落在耳中。
 “疲倦”紧紧的把双眼握住，好久好久才能张得开来，忽忽的穿了衣服，开了房门出去。
满眼的火光！
在对面，在很远的地方，然而全山都已照得如同白昼。
　　“好大的火光！
”我惊诧的说。
　　心南先生的全家都聚在游廊上看，还有几个女佣人，谈话最勇健，她们的消息也最灵通。
　　“已经熄下去了，刚才才大呢；我在后房睡，连对面墙上都满映着火光，我还当作是很近，吃了
一个大惊。
”老伯母这样的说。
“听说是一间草屋，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住在那里，不晓得怎么样了？
”她轻柔的叹了一口气。
　　江妈说道：“听说已经死了，真可怜，他已经走不动了，天天有人送饭给他吃，不知今晚为什么
会着火？
”　　“听说是汕灯倒翻了。
”刘妈插嘴说。
　　丁丁的清脆的伐竹的声音由对山传出，火光中，人影幢幢的往来。
渐渐的有人执着灯笼散回去了。
　　“火快熄了，警察在斫竹，怕它延烧呢。
”　　“一个灯笼，两个灯笼，三个灯笼，都走到山下去了，那边还有几个在走着呢。
”依真指点的嚷着说。
在山中，夜行者非有灯笼不可；我们看不见人，只看见灯光移动，便知道是一个人在走着了。
　　“到底那老人家死了没有呢，你们去问问看。
”老伯母不能安心的说道。
　　“听说已死了。
”几个女佣抢着说。
　　丁丁的伐竹声渐渐的稀疏了，灯笼的光也不大见了，火光更微弱了下去。
　　“去睡吧，”这个声音如号令似的，使大家都进了自己的房门。
我又闭了眼竭力想续前面的甜甜的睡眠。
　　几个女佣还在廊前健谈不已，他们很大的语声，如音乐似的，把我催眠着。
其初，还很清晰的听见她们的话语，后来，朦胧了，朦胧了如蚊蝇之喧声似的；再后，我便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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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许多人的唯一谈话资料，便是那个不幸的老翁。
　　“那老人家是为王家看山的。
到山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他来时，莫干山还没有外同人呢。
”　　“他是福建人。
二十多岁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由家乡出来，、就住在山上了。
一直有六十年没有离开过这里。
他可算是这山上最老的人了。
”　　“听说，他近五六年来，走路不大灵便，都由一个姓杨(？
)的家里，送东西给他吃。
”　　约略的，由几个女佣的口中，知道了这位老翁的生平。
下午，楼下的仆人说，老翁昨夜并没有烧死。
他见火着了，便跑了出来，后来，因为棉被衣物还没有取出，便又进去了两次去取这些东西，便被火
灼伤了，直到了今早才死去。
　　“听说，杨家的太太出了五十块钱，还有别的人也凑齐了一笔款子，为他办理后事。
”　　“听说，尸身还在那里，没有殓呢。
”　　“不，下午已经抬下山去了。
”　　隔了两天，对山火场上树了一个杆子，上面有灯，到了晚上，锣钹木鱼之声很响的敲着，全山
都可听见，是为这位老翁做佛事了。
　　这就是这位六十年来的山中最老的居民的结果。
　　半个月过去了，老翁的事大家已经淡忘了。
有一天早上，却有几个人运了许多行李到楼下来，女佣们又纷纷的传说，说昨夜又死了两个人。
一个是住在山顶某号屋中，只有十七八岁，犯了肺病死的。
到山来疗养，还不到两个月。
一个是住在下面铁路饭店的，刚来不久，前夜还好好吃着饭，不料昨天便死了。
那些行李，是后一个死者的亲属的，他们由上海赶来看他。
　　不到一刻，死耗便传遍全山了。
山上不易得新闻。
这些题材乃为众口所喧传，足为好几天的谈话资料。
尤其后一个死者，使我们起了个扰动。
　　“也许是虎列拉，由上海带来的，死得这样快。
他的家属，去看了他后，再住到这里，不怕危险么？
”我们这几个人如此的提心吊胆着，再三再四的去质问楼下的孙君。
他担保说，决没有危险，且决不是虎列拉病死的。
我们还不大放心。
下午，死者的家属都来了，他们都穿着白鞋。
据说，一个是死者的母亲，一个是死者的妻，两个是死者的妾，还加几个小孩，是死者的子女，其余
的便是他的丧事经理者。
他是犯肺病死了的，在山上已经两个多月了，他的钱不少，据说，是在一个什么银行办事的人。
　　死者的妻和母，不时的哭着，却不敢大声的哭，因为在旅舍中。
据女佣们说，曾有几次，死者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只好跑到山旁的石级上，坐在那里大哭。
　　第三天，这些人又动身回家了。
绝早的，便听见楼下有凄幽的哭泣，只是不敢纵声大哭。
太阳在满山照着，许多人都到后面的廊上，倚在红栏杆，看他们上轿。
女佣们轻轻的指点说，这是他的大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第一妾，第二妾。
他们上了山，一转折便为山岩所蔽，不见了。
大家也都各去做事。
　　第二天还说着他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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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几天，大家又浑忘了他们。
　　美文解读：　　作为 “五四”人，郑振铎也是一位对人与社会、历史与今天富有血性思考的现代
作家 。
他倡导人道主义，提出文学是反映 “血与泪 ”人生的文学。
在本文中，作者无情地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无情。
作者运用讽刺的笔调讲述了有关三个人的死亡的故事，第一个是单身老翁，死于火灾。
人们不是有感于生命的脆弱而是好奇于死亡的原因。
第二个人的死亡一笔带过，因为他的死没有悬念，不会引起人们的“扰动”。
而第三个人因死因不明，引起了人们的“扰动”。
因为人们主要担心虎列拉传染开来，殃及自身。
作者通过对三死的叙述，通感于人们对于生与死的麻木与冷漠。
　　月夜之话　　阅读指导　　《月夜之话》写于 1926年9月14日，最初发表于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
《山中杂记》。
方言，是人类的原始母语，是维系游子乡情的一条纽带。
虽然方言民歌正逐渐被城市文明所湮没，可它毕竟仍在大面积的乡村顽固地流行着。
福州民歌清新独特，是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
郑振铎与朋友闲来煮字，畅谈福州民歌，通过这一方式抒发对故乡的深厚的情感。
　　是在山中的第三夜了。
月色是皎洁无比，看着她渐渐的由东方升了起来。
蝉声叽⋯⋯叽⋯⋯叽⋯⋯的曼长的叫着，岭下涧水潺潺的流声，隐略的可以听见，此外，便什么声音
都没有了。
月如银的圆盘般大，静定的挂在晚天中，星没有几颗，疏朗朗的间缀于蓝天中，如美人身上披的蓝天
鹅绒的晚衣，缀了几颗不规则的宝石。
 大家都把自己的摇椅移到东廊上坐着。
　　初升的月，如水银似的白，把她的光笼罩在一切的东西上，柱影与人影，粗黑的向西边的地上倒
映着。
山呀，田地呀，树林呀，对面的许多所的屋呀，都朦朦胧胧的不大看得清楚，正如我们初从倦眠中醒
了来，睁开了眼去看四周的东西，还如在渺茫梦境中似的，又如把这些东西都幕上了一层轻巧细密的
冰纱，在纱外望着它们，只能隐约的看见它们的轮廓；又如春雨连朝，天色昏暗，极细极细的雨丝，
随风飘拂着，我们立在红楼上，由这些蒙雨织成的帘巾向外望着。
 那末样的静美，那末样柔秀的融和的情调，真非身临其境的人不能说得出的。
　　“那末好的月呀！
”擘黄先生赞赏似的叹美着。
　　同浴于这个明明的月光中的，还有梦旦先生和心南先生，静悄悄的，各人都随意的躺在他的摇椅
上，各自在默想他的崇高的思绪。
也不知道有多少秒，多少分，多少刻的时间是过去了，纤栏杆外是月光、蝉声与溪声，红栏杆内是月
光照浴着的几个静思的人。
　　月光光，　　照河塘，　　骑竹马，　　过横塘。
　　横塘水深不得过，　　娘子牵船来接郎。
　　问郎长，问郎短，　　问郎此去何时返。
　　心南先生的女公子依真跳跃着的由西边跑了过来，嘴里这样的唱着。
那清脆的歌声漫溢于朦胧的空中，如一塘静水中起了一个水沤似的，立刻一圈一圈的扩大到全个塘面
。
　　“这是各处都有的儿歌，辜鸿铭曾选入他的《幼学弦歌》中。
”梦旦先生说。
他真是一个健谈的人，又恳挚，又多见闻，凡是听过他的话的人，总不肯半途走了开去。
　　“福州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民歌，也是以月为背景的，真是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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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旦先生接着说，于是他便背诵出了这一首歌。
　　原文：　　共哥相约月出来，　　怎样月出哥未来？
　　没是奴家月出早？
　　没是哥家月出迟？
　　不论月出早与迟；　　恐怕我哥未肯来。
　　当日我哥未娶嫂，　　三十无月哥也来。
　　译文：　　与他相约月出来，　　怎么月出了他还未来？
　　莫不是我家月出得早？
　　莫不是他家月出得迟了　　不论月出早与迟；　　只怕他是不肯来了吧！
　　当日他没有娶妻时，　　没有月的三十夜也还来呢。
　　这首歌的又真挚又曲折的情绪，立刻把大家捉住了。
像那末好的情歌，真不多见。
　　“我真想把它钞录了下来呢！
”我说。
于是梦旦先生又逐句的背念了一遍，我便录了下来。
　　“大约是又成了《山中通信》的资料吧。
”擘黄先生笑着说道，他今天刚看见我写着《山中通信》。
　　“也许是的，但这样的好词，不写了下来，未免太可惜了。
”　　“我也有一个，索性你再写了吧。
”擘黄说。
　　我端正了笔等着他。
　　七月七夕鹊填桥，　　牛郎织女渡天河。
　　人人都说神仙好，　　一年一度算什么！
　　“最后一句真好，凡是咏七夕的诗，恐怕不见得有那样透澈的口气吧。
可见民歌好的不少，只在自己去搜集而已。
”擘黄说。
　　大家的话匣子一开，沉静的气氛立刻打破了，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谈着唱着，浑忘了皎洁月光与
其他一切。
月已升得很高，倒向西边的柱影，已渐渐的短了。
　　梦旦先生道：“还有一首歌，你们听人说过没有？
”　　“采苹你去问秋英，　　怎么姑爷跌满身？
”　　“他说：相公家里回，　　也无火把也无灯。
”　　“既无火把也要灯！
　　他说相公家里回，　　怎么姑爷跌满身？
　　采苹你去问秋英！
”　　“是的，听见过的。
”擘黄说，“但其层次与说话之语气颇不易分得出明白。
”　　“大约是小姐见姑爷夜间回来，跌了一身的泥，不由得起了疑心，便叫丫头采苹去问跟班秋英
。
采苹回到小姐那里，转述秋英的话，相公之所以跌得一身泥者，因由家里回来，夜色黑漆漆的。
又无火把又无灯笼也。
第二首完全是小姐的话，她的疑心还未释，相公既由家回，如无火把也要有灯，怎么会跌得一身泥？
于是再叫采苹去问秋英。
虽然是如连环诗似的二首，前后的意思却很不同。
每个人的口气也都逼真的像。
”梦旦先生说。
　　经了这样一解释，这首诗，真的也成了一首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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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鸟仔，　　啄瓦檐，　　奴哥无“母”这数年。
　　看见街上人讨“母”，　　奴哥目泪挂目檐。
　　有的有，没的没，　　有人老婆连小婆！
　　只愿天下作大水，　　流来流去齐齐没。
　　这一首也是这一夜采得的好诗，但恐“非福州人”所能了解。
所谓“真鸟仔”者，即小麻雀也。
“母”者，即女子也，即所谓公母之“母”是也。
“奴哥’，者，擘黄以为是他人称他的，我则以为是自称的口气，兹译之如下：　　小小的麻雀儿，
　　在瓦檐前啄着，啄着，　　我是这许多年还没有妻呀！
　　看见街上人家闹洋洋的娶亲，　　我不由得双泪挂眼边。
　　有的有，没有的没有，　　有的人，有了妻，却还要小老婆。
　　但愿天下起了大水，　　流来流去，使大家一齐都没有。
　　这个译文，意思未见得错，音调的美却完全没有了。
所以要保存民歌的绝对的美，似非用方言写出来不可。
　　这一夜，是在山上说得最舒畅的一夜，直到了大家都微微的呵欠着，方才散了，各进房门去睡。
 第二夜，月光也不坏。
我却忙着写稿子；再一夜，天色却不佳，梦旦先生和擘黄又忙着收拾行囊，预备第二天一早下山。
像这样舒畅的夜谈，却终于只有这一夜，这一夜呀！
　　1926年9月14日　　原载：1927年开明书店版《山中杂记》　　美文解读：　　《月夜之话》通过
月下乘凉的絮语，作者非常自然地流露出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对故乡的深情。
作者用三首福建民歌贯穿全文。
三首民歌各具特色，在不同的向度上展示了福建的民风民俗，让我们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者也在无声中传达了对民歌赞美喜爱之情。
月亮自古就是诗人文客思乡不可或缺的意象，是家乡的象征，作者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等多种手
法，向我们展示了月夜的优美。
虽然文章中没有直接表达作者思乡的感情，但处处都可以看出作者对福建民歌的感情，对故乡深沉的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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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生读名家：海燕》系收录了一系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入选中小学教材
的名篇，也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佳作。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特邀文学届知名专家学者、高校教授及语文特级教师参与编写，辅以同步解
读评注，从而拉近中学生与诸位文学名家的距离，使中学生朋友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这些文学
名家的思想历程和智慧人生，培养一定的人文素养，同时帮助中学生形成较强的判断能力和感悟能力
，从一定程度上领悟和把握语言个性，全面提升文学素养，提高语文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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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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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