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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丰子恺是一位饮誉海内外的现代文化名人，他以画家、散文家、书法家和翻译家著称于世。
他是本世纪早期我国美术、音乐教育的倡导者，也是我国漫画事业的推动者。
1925年出版的《子恺漫画》是我国新美术史上第一部个人漫画专集，在画坛发生过巨大影响。
丰子恺也是随笔作家，他从1925年开始他的随笔创作，一生写作了《缘缘堂随笔》《子恺小品集》《
中学生小品》《随笔二十篇》《缘缘堂再笔》《子恺随笔集》《车厢社会》《漫文漫画》《甘美的回
忆》《子恺近作散文集》《文明国》《教师日记》《率真集》《丰子恺杰作选》《猫叫一声》《小钞
票历险记》《博士见鬼》以及解放后写作编就而未能出版的《新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等20本
随笔集。
随笔写作如同绘画一样，是他毕生的事业。
他以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宗教徒的虔诚从事随笔写作，直到逝世前35天才搁笔。
　　丰子恺在谈到他的随笔写作时曾说：“文艺之事，无论绘画，无论文学，无论音乐，都要具有艺
术的形式，表现的技巧，与最重要的思想。
艺术缺乏了这一点，就都变成了机械的、无聊的雕虫小技。
”他还说，“倘是创作，即使是随笔，我也得预先胸有成竹，然后可以动笔。
详言之，须得先有一个‘烟士比里纯’（灵感），然后考虑适于表达这‘烟士比里纯’的材料，然后
经营这些材料的布置，计划这篇文章的段落和起讫。
这准备工作需要相当的时间。
准备完成之后，方才可以动笔。
动笔的时候提心吊胆，思前想后，脑筋里仿佛有一根线盘旋着。
直到脱稿之后，直到推敲完毕之后，这根线才从脑筋里取出。
”丰子恺对于艺术创作的态度是认真的，真诚的，也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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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文学家丰子恺的精篇散文集，全面描述作家在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遇见的事件，表达自己的
切身感受和体验。
丰子恺(1898.11.9—1975.9.15)原名丰润、丰仁。
浙江崇德人。
1914年人杭州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大。
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
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
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
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
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
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
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锋、胡愈之等人。
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
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
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
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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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润，又名丰仁，浙江桐乡石门镇人。
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受业于名师李叔同。
1921年留学日本，学习西画和音乐。
归国后从事美术和音乐。
1924年开始发表漫画，成为进步文学研究会会员。
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
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
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出版。
相继又有《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等问世。
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表现了浓厚
的生活情趣。
这些散文，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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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渐东京某晚的事秋两个“？
”随感十三则春作客者言车厢社会家还我缘缘堂佛无灵胜利还乡记口中剿匪记大帐薄陋巷吃瓜子肉腿
画鬼酒令食肉塘栖算命吃酒清明蝌蚪梧桐树杨柳白鹅阿咪半篇莫干游记山中避雨庐山游记西湖春游扬
州梦黄山松上天都黄山印象化作春泥更护花美与同情谈中国画图画与人生漫画艺术与艺术家中国画与
西洋画曲高和众给我的孩子们儿女送阿宝出黄金时代我的母亲我与弘一法师悼夏丐尊先生忆儿时我的
苦学经验谈自己的画学画回忆《子恺漫画选》自序我的漫画我译《源氏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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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进了小学校，先生教给我地球的知识。
从前的疑问到这时候豁地解决了。
原来地是一个球。
那么，我躺在床上一直向里床方面驰想过去，结果绕了地球一匝而仍旧回到我的床前。
这是何等新奇而痛快的解决！
我回家来欣然地把这新闻告诉大姊。
大姊说：“球的外面是甚么呢？
”我说：“是空。
”“空到甚么地方为止呢？
”我茫然了。
我再到学校去问先生，先生说：“不可知了。
”很大的“？
”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但也不久就隐去，我且读我的英文，做我的算术罢。
　　我进师范学校，先生教我天文。
我怀着热烈的兴味而听讲，我希望对于小学时代的疑问，再得一个新奇而痛快的解决。
但终于失望。
先生说：“天文书上所说的只是人力所能发见的星球。
”又说：“宇宙无穷大的。
”无穷大的状态，我不能想象。
我仍是常常驰想，这回我不再躺在床上向横方驰想，而是仰首向天上驰想；向这苍苍者中一直上去，
有没有止境？
有的么，其处的状态如何？
没有的么，使我不能想象。
我眼前的“？
”比前愈加粗大，愈加迫近，夜深静的时候，我屡屡为了它而失眠。
我心中愤慨地想：我身所处的空间的状态都不明白，我不能安心做人！
世人对于这个切身而重大的问题，为甚么都不说起？
以后我遇见人，就向他们提出这疑问。
他们或者说不可知，或一笑置之，而谈别的世事了。
我愤慨地反抗：“朋友，这个问题比你所谈的世事重大得多，切身得多！
你为甚么不理？
”听到这话的人都笑了。
他们的笑声中似乎在说：“你有神经病了。
”我不好再问，只得让那粗大的“？
”照旧挂在我的眼前。
　　第二个“？
”叫做“时间”。
我孩提时关于时间只有昼夜的观念。
月、季、年、世等观念是没有的。
我只知道天一明一暗，人一起一睡，叫做一天。
我的生活全部沉浸在“时间”的急流中，跟了它流下去，没有抬起头来望望这急流的前后的光景的能
力。
有一次新年里，大人们问我几岁，我说六岁。
母亲教我：“你还说六岁？
今年你是七岁了，已经过了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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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这样的事以前似曾有过一次。
母亲教我说六岁时也是这样教的。
但相隔久远，记忆模糊不清了。
我方才知道这样时间的间隔叫做一年，人活过一年增加一岁。
那时我正在父亲的私塾里读完《千字文》，有一晚，我到我们的染坊店里去玩，看见帐桌上放着一册
帐簿，簿面上写着“菜字元集”这四字。
我问管帐先生，这是甚么意思？
他回答我说：“这是用你所读的《千字文》上的字来记年代的。
这店是你们祖父手里开张的。
开张的那一年所用的第一册帐簿，叫做‘天字元集’，第二年的叫做‘地字元集’，天地玄黄，宇宙
洪荒⋯⋯每年用一个字。
用到今年正是‘菜重芥姜’的‘菜’字。
”因为这事与我所读的书有关连，我听了很有兴味。
他笑着摸摸他的白胡须，继续说道：“明年‘重’字，后年‘芥’字，我们一直开下去，开到‘焉哉
乎也’的‘也’字，大家发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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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将雅趣与野趣整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和的艺术真趣，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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