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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冰心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她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福州，在烟台海边度过了金色的童年，1914年
考人北京贝满女中(现北京第一六六中学)，1918年升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
1919年，冰心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一位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
。
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促使她创作了一系列问题小说。
作品通过鲜明的生活图景，揭露了男女不平等、封建包办婚姻对女子的摧残，发出了知识青年报国无
门的呐喊，描绘了农民的贫困境况，展现了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小说以广泛的题材，浓郁的时代气息，清新的哲理，忧愤的格调，惊动了读者万千，开创了“问
题小说”的创作风气。
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冰心的作品拉开了叙事散文的序幕，她的情文并茂的美文，为确立白话文
的文学正宗地位，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的一系列散文都洋溢着抒情诗的韵味和风景画的明丽，语言委婉、精致、凝练、脍炙人口。
著名的评论家阿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说：“广大青年模仿她那诗似的散文的文字，隐隐产生了一
种'冰心体'的文字。
”冰心的《繁星》、《春水》，以深邃的哲理，勉励青年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珍惜青春，展望未来
，而且语言清新，音韵和谐，拨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弦。
青年们都仿效这短小的形式，清隽淡远的诗格，创作了许多小诗，在新诗发展的长河里，掀起了一阵
巨大的波浪。
“繁星体”“春水体”风靡一时，“形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
20世纪20年代初，儿童文学领域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极为贫乏。
冰心的《寄小读者》成了儿童文学新苑里的鲜花，吸引了成千上万天真纯洁的少年儿童，像蜜蜂那样
，在花丛中飞舞。
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儿童，在几代人的心灵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鲜明的印记。
海内外的许多读者都是在冰心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著名的作家。
冰心不仅在创作上独树一帜，而且在翻译工作上，也取得了大的成就。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她相继翻译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先知》，印度伟大哲人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泰戈尔诗选》、《泰戈尔小说选》，剧本《齐德拉》、《暗
室之王》，书信集《孟加拉风光》以及《回忆录》等。
她还译过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印度作家
安纳德的童话《石榴女王》。
此外，她还翻译了美国、加纳、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作家的作品。
冰心还和吴文藻、费孝通等教授，共同翻译了两部卷帙浩繁的史书：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
世界史》上、中、下三册；英国大文豪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这些史书为中国读者开辟了一个了解世界历史的窗口，对中外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学贯中西，特别是掌握了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学的词汇，使她的译文准确、优美、传神，受到了读者
的赞赏。
她的翻译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荣获“彩虹翻译奖”中的最高“荣誉奖”。
黎巴嫩总统授予冰心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
在这部文集里，可以看到冰心对于翻译和外国文学有着独特见解。
冰心曾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日本东京大学任教。
她以渊博的学识、启发诱导的方法，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冰心不仅教育学生，而且精心爱护学生、珍惜人才。
她曾资助学习成绩优异、家境贫寒的学生，使她们从中途辍学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许多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教授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国际荣誉奖章的获得者，都曾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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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
她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冰心曾相继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至第九届全国
政协常委、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
问、名誉主席，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委，全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副会长等。
她曾多次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起，赴全国各地视察工作，对考察的项目，特别是教育改革，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她为文学、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冰心为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曾13次出国出席各种国际性会议，参
加各类代表团，访问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在频繁的国际活动中，冰心都积极、主动，勇挑重担，既掌握原则，又讲究分寸。
在从容的言谈举止之间，表现出东方大国的国格。
她的机智和胆识，令人钦慕。
她的自尊、自强，体现了中国妇女崇高的、独立的品格。
冰心积极扶持新生力量。
许许多多年轻的作家，都寻找各种机会，向冰心求教，她热情地同年轻人交流写作经验⋯⋯从这部文
集里，可以看到她为众多作家的新作写了序言，给他们以勉励和指点。
她看到许多年轻的作家迅速成长起来，感到由衷喜悦。
每当她读到一篇好作品，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写出评论文章，让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作家，感到
万分惊喜。
冰心是一位“爱和美”的使者。
早在1924年，她就怀着深情写道：“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
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
凉。
”“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
”在她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把清新、隽美的作品，博大、坚贞的爱，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
少年儿童。
深沉的爱，促使她在民族危难时刻，奋起抗争；无私的爱，使她勇于面对现实，针砭时弊，为人民的
利益而呐喊；真诚的爱，使她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改革教育而一再呼吁；博大的爱，使她多次为
“希望工程”、洪涝灾区捐款；纯贞的爱，激发了她的文思，使她撰写了无数雄健的、优美的篇章。
这些洋溢着真情实感、弘扬爱心的作品，对今天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依然有着极大的
现实意义。
这次新编《冰心文集》，将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冰心文集》中的第六卷，即冰心晚年新
创作的小说、诗、散文、序跋，分别按体裁编入各卷。
这样全套文集的体例就统一了。
为了各卷的篇幅相对平衡，在分卷和编排顺序上，都作了调整。
新编《冰心文集》，按体裁分为五卷：第一卷，小说：《去国》、《超人》、《往事》、《姑姑》、
《冬儿姑娘》、《关于女人》、《陶奇的暑期日记》，未结集的小说。
第二卷，诗：《繁星》、《春水》、《冰心诗集》，《小橘灯》中的诗篇，未收入集子的诗；散文：
《冰心散文集》、《寄小读者》、《南归》、《平绥沿线旅行纪》，1919年至1949年创作的未收入集
子的散文。
第三卷，散文：《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
、《晚晴集》、《关于男人》。
第四卷，散文：1950年后创作的未收入集子的散文；学术著作：《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第五卷，杂感、评论、序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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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文集仍以作者自编的各种集子的最初或较早的版本为依据，未结集的作品，则以最初发表的报刊
为准，只对刊印的错漏作了校正。
文集所收的篇目，依然保留作者生前审定的篇目。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在编辑工作上，会有一些不适当和不细致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
卓如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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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为散文卷。
该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冰心1951年后创作的未收入集子的散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编次
；第二部分收入冰心的学术论著《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和《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这些散文作品抒写了冰心对祖国的挚爱，对新人新事的讴歌，对新时代变迁的感慨，等等；学术著作
则体现了冰心严谨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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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
为冰心 。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
被称为“世纪老人”。
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
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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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散文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  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  日本纪行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勇敢地向前吧，
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与小朋友谈访埃观感  再寄小读者    通讯一    通讯二    通讯三    通讯四    通讯五    通
讯六    通讯七    通讯八    通讯九    通讯十    通讯十一    通讯十二    通讯十三    通讯十四    通讯十五    通讯
十六    通讯十七    通讯十八    通讯十九    通讯二十  北京的声音  对东风的感谢  塔什干的盛会  悼念罗常
培先生  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  欢乐地回忆，兴奋地前瞻  可敬可爱的苏联妇女  用心血浇花的园丁  佳节
忆“胞波”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给广州的朋友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王忆慈  海恋  热巴演员的新生  湛
江十日  悼杜波依斯博士  三到青龙桥  别离——重逢的开始——访日归来  宾客盈门的北京  我们的心飞
出睦南关  咱们的五个孩子  战友  樱花和友谊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  乌兰托娅的话  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
前  三寄小读者    通讯一    通讯二    通讯三    通讯四    通讯五    通讯六    通讯七    通讯八    通讯九    通讯
十  颂“一团火”  十亿人民的心愿  中美友谊史上崭新的一页  腊八粥  追念黎锦熙教授  等待  上海——
南下北上的中心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呵，团城的珍珠  光辉灿烂的虹桥  童年杂
忆  寄小读者  成功的花——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  我和玫瑰花  灯光——为《东方少年》创
刊而写  我的父母之乡  紫竹林怎么样了？
  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  祖父和灯火管制  绿的歌  新春寄语  我的中学时代  悼念林巧稚大夫  “六
一”节寄小读者  我的感谢  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  集邮爱好者的福音  贺
叶巴两位  我家的对联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六一”寄语  寄《小学生报》的小
读者  我的期待  花瓶  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创作经过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  天南地北的花  今日上海  美的北京街头  寄家乡小读者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忆烟台  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伏枥杂记    序    春节忆
春联    由春联想到联句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    漫谈集句  意外的收获  童年的春节  最痛快的两件事  霞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老师的一封信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  衷心的感谢  论
婚姻与家庭  漫谈过年  致小读者  悼丁玲  “六一”儿童节寄民进会友  两栖动物  我和商务印书馆  话说
“秀才不出门”——我的一天  寄小读者的信  漫谈赏花和玩猫  给夏令营盲童朋友们的一封信  当教师
的快乐  说梦  我和北京  一代的崇高女性——纪念吴贻芳先生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我这一辈子
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电视伴我  人世才人粲若花  给当代青少年的信  我的一天  春的消息  
话说“相思”  给《儿童时代》小朋友的信  回忆“七七”  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可亲可敬的老
友  我请求  我的朋友阳翰笙  忆许地山先生  忆实秋  追念何其芳同志  我的母亲  一代伟大的女性——记
邓颖超大姐  话说短文  哀悼叶老  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病榻呓语  我感谢——《人民日报
》创刊四十周年感言  给读者的一封信  养猫  想到就写    痴人说梦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无士则如何   
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七十年前的“五四”    真
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谢家墙上的对联    我喜欢下雪的天    又走了一位不该走的人    开卷有益    忆读书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农历七月八日晨下雨    又想起一首诗    从“随”字想起的两段谜语    漫谈“
视听之娱”    话说萝卜白菜    咪咪和客人之间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郑振铎  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  纪
念老舍九十诞辰  在巴黎的一百天  我喜爱小动物  记老友沙汀  痛悼胡耀邦同志  一饭难忘  关于刘半农
、刘天华兄弟  我家的茶事  叶圣老——一位永垂不朽的教育家  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再谈我家的
对联  我记忆中的沙坪坝  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我和外国文学  写在政协大会前夕  故乡的风采  我梦
中的小翠鸟  话说君子兰  教师节引起的联想  话说我的名字的写法  给《福建日报》副刊编者王振源的
信  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  愿他睡得香甜安稳——悼念井上靖先生  我看小说的时候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我从来没觉得“老”  追念许地山先生  话说“客来”  纵谈“断句”  说说我自己  再写萧乾  “孝”字
怎么写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新春寄语学术论著  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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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和快乐，今天能有机会对全国的小朋友们，
报告我们这次访问印度的经过。
我们这访印代表团，以丁西林副部长为首，包括其他三位团员，两位工作人员，是代表中国中印友好
协会，接受印度印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去参加印度全国印中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的。
我们在去年，就是一九五三年的十一月廿七日，离开北京，在十二月八日到达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在十二月十一日参加了印中友好协会全国大会的开幕式以后，我们还访问了印度国内的十九个城市。
我们北至新德里，南至马德拉斯，东至加尔各答，西至孟买，路程共有八千八百多公里。
在印度旅行了五个星期之后，我们在今年，就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十二日，离开印度，返回祖国。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在印度的五个星期，是完全沉浸在印度人民的热烈的友情之中！
每到一个机场，一个车站，远远的就看见旗帜飘扬，万头攒动，我们一下了飞机，下了火车，就被人
海包围起来。
千百对渴望的目光向着我们射来，千百只热情的手向我们伸来；无数个美丽芬香的花环，重重叠叠的
套在我们脖颈上，无数纷纷的花瓣像下雨一般洒在我们的头上。
“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像怒
潮一般，在我们周围振响着。
招待我们的印度朋友们，在万分拥挤之中，紧紧的手拉着手，替我们开出来一条路，一直护送我们出
了车站，上了汽车，但是在站外的人山人海之中，汽车还是开不出去，连车门都关不上，因为车门外
，车窗外，都伸进无数只友谊的手来，要同我们握手。
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除了在群众大会上，和广大的印度人民会见以外，我们还参加了地方政府教育界
、文艺界、工商界、妇女界以及其他团体的招待会。
在新德里，我们拜会了印度总统、副总统，和尼赫鲁总理。
我们也应邀参加了尼赫鲁总理的餐会和外交部次长的酒会。
有的时候，我们一天要赴六七个集会，我们虽然身体上有时觉得疲劳，但是精神上永远是兴奋的，因
为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太使人感动了！
在群众大会上，人数最多的有三四万人，最少也有千人以上。
在开会以前的一两个钟头，万千的群众，就坐在广场上等待了。
在我们丁西林团长和夏衍副团长的演讲和报告之后，听众们总是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喊起热烈的“
中印友好”的口号。
在每一个集会上，印度朋友们都给我们套上无数的花环，献上许多的礼品，还给我们表演了许许多多
音乐、舞蹈、唱歌、朗诵的节目。
在我们参观大大小小的学校的时候，那一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学生们，除了请我们演讲之外，还请我
们参观校舍，学生们给我们表演体操、舞蹈、唱歌等等。
在我们访问农村的时候，这农村里的男女老幼，都穿上节日的盛装，出来招待迎接，家家户户都用粉
笔在台阶上画上祝福欢迎的图案，在门口挂上花花绿绿的欢迎的标语和旗帜。
亲爱的小朋友们，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和热爱，是说不完的，我可以举许多动人的例子：有
一次我们在一个农村里访问的时候，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的眼睛完全瞎了，但他还从人群里
摸索着挤向前来，叫他怀里的三四岁的孙子，给我们递过一个桔子，作为献礼。
还有一次在一个城市的群众大会上，有一位很瘦弱的老大娘，颤抖的挤到台前，流着眼泪送给我们一
包用报纸包起的四块小烙饼。
在我们坐火车旅行的时候，每经过一个小站，无论在白天，或是深夜，都常有人民从几十里外的地方
赶来，争取停车的几分钟的短时间，和我们握手、拥抱，要我们向他们说几句短短的话。
他们在车站上有时要等一两个钟头，只为着看我们一眼，挥着旗帜，喊着口号，跟火车走出多远，他
们奔跑着给我们递上来一节甘蔗，或者一颗番石榴，这小小的礼物里，充满着友情和热爱，这些情况
，常常使我们忍不住的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印度的小朋友们，更是热情的，在许多儿童的欢迎会上，他们穿起白的制服，系着红的领带，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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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乐队来迎接我们，给我们表演一个又一个的唱歌和舞蹈。
他们把自己捏的泥人，自己叠的纸鸟，都送给我们作为献礼。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总在校门两旁喊着口号，排队相送，我们握手拥抱，依依不舍。
在和我们个别谈话的时候，他们总是问着中国儿童的家庭学校生活的一切状况，也问到少年先锋队的
情形，和人队的条件等等，他们对中国儿童，有着无限的关切。
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什么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这样关怀？
这样亲切？
因为这两个世界上最古的民族的友谊，是从两千年前就建立起来的，我们两国的人民，最初是交易着
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我们送给印度的是丝和茶，他们送给我们的是棉花和黄麻，在四、五世纪的时候
，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了。
小朋友们所最熟识的《西游记》的故事，就是根据唐朝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历史事实，编写出来的
。
中国和印度隔着喜马拉雅山，就这样的和平相处了几千年，这种和平友好的国际友谊，是长远深厚的
。
不幸在最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印两国同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连交通都受了限制。
我们两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彼此认识了解的自由。
四年以前，中国解放了，印度和人民的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两个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就更加密切了。
我们两国都深切的感到我们需要建设，需要和平，中国的五亿多人民，和印度的三亿六千万人民，携
起手来，这股保卫和平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毛主席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数千年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牢牢地记在心里，毛泽东时代的儿童要亲切的关怀这个
伟大的印度民族，和这个民族的很好的人民，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也要负起这继续团结的责任。
我们要宝爱两国人民之间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友谊，而且要把这友谊继续巩固起来，发展起来，为亚洲
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
小朋友们，再谈吧，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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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冰心文集4》由适用于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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