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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

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朱自清的一些散文，有踪迹、匆匆、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月朦胧
，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绿、白水祭、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背景、库、女人、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背影、阿河、哀韦杰三君、飘零、白采、荷塘月色、一封信、《梅花》后记
、怀魏握青君、儿女、旅行杂记、殷勤的招待、“躬逢其盛”、第三人称、说梦、海行杂记、你  我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扬州的夏日、看花、我所见的叶圣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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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踪迹
1 匆匆
⋯⋯
二、背影
1 序
2 女人
⋯⋯
三、你我
1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
四、欧游杂记
1 威尼斯
⋯⋯
五、伦敦杂记
1 三家书店
⋯⋯
六、论雅俗共赏
1 论雅俗共赏
⋯⋯
七、语文影及其他
1 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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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篇背影引发的惨案
2、怎么连这书都有。。
3、读完后就不知道借给谁了，嗨⋯⋯
4、　　行李箱中不会拿出去的一本书 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动 无论是围在炉子旁吃豆腐  还是给亡妻
的信 以及一字一句间的思念 还是最经典的 父亲翻过月台买橘子的背影。。。我珍惜着他留下的为数
不多的字句
5、　　   很喜欢《荷塘月色》，能完完整整的背出全文，有月光的晚上和朋友穿过月影斑驳的林荫道
，他突然念道：“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
稀疏的倩影，象是画在荷叶上。”，让我感叹。
6、→→小学时候读的第一本散文集，一篇文章够写三篇读书笔记了。
7、很不错的版本
8、散文大家的作品集
9、现在不是很喜欢了
10、见语文摘抄63。
11、　　非常喜欢匆匆这篇文章，由于理解能力不行，我是不太懂有深刻含义的文章的，不过匆匆这
篇文章无论从字面意思，还是更深层的含义都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影响，极力推荐此文章。相信连我这
样对文学作品不太敏感的人都能理解与喜欢的文章，大家读起来没有一点问题，应该也会喜欢。文章
简短，没有难以明白的文字与词语，虽然那是小学课文中的课文，不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的
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在来去的中间又该怎样的匆匆呢？
12、他的文章总是妙语连珠
13、　　      诸位尊敬的中国朋友,我是弗洛伊德.前几天一位朋友送给我了本贵国散文家自清·朱的书,
因为他知道我对贵国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古国一直抱有的好奇和善意.
　　
　　　　我读了这本散文集,坦率地说,我认为自清·朱先生及其精彩的作品,正是运用我独创的理论进
行精神分析的好材料.下面请充许我告诉你我的有趣的发现.
　　
　　　　我读的第一篇是&lt;荷塘月色&gt;.文章第一句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据我了解,朱先生在贵国是位工作体面,家庭美满,广受尊敬的教授和作家.那天晚上他为什么不
宁静?或者说焦虑?如你们所知,我始终认为焦虑的相当部分的原因来源于性.我接着把第一段读完,印证了
我的猜测.
　　
　　　　试想这么一个场景:宁静的夏夜,妻子裸露着润泽的肩膀.朱先生心里升起了欲望.但妻子正哼着
摇篮曲哄孩子睡觉.朱先生不可能让妻子抛下孩子不管---事实上也不可能.他的本我要求立刻快乐,他的
超我要求他先压抑自己的欲望.等孩子睡了以后,但他的焦虑感在加强---于是他只好先出去散步---合乎
逻辑的解释.
　　
　　　　就算朱先生的焦虑感还来自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我坚信,就当晚的情况看,性是相
当重要的原因.相信我,从妻子怀孕到孩子长大的可以独立分床睡这段时间,是夫妻关系相当脆弱的阶段.
妻子不得不用尽全部心力来照顾好孩子,丈夫也不得不为了孩子牺牲掉相当多的夫妻快乐.妻子怀孕前
的快光时光随风而逝---表面上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抱怨,争吵,互相指责不可避免.
　　
　　　　如果朱先的孩子刚好睡得早,妻子又不太疲惫,朱先生和她在这个夏夜有一次美妙的性爱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读到&lt;荷塘月色&gt;了---这也是我的理论.
　　
　　　　朱先生孤身一个来到了荷塘,在意识层面他以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摆脱焦虑,表面上看也确实如
此,他把荷塘里的景色写得宁静纯洁而优美.而且用了大量的比喻.但我注意到很明显,有两个喻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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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所想营造的氛围并不配合,在潜意识的层面告诉了我们他内心的真实渴望.
　　
　　　　比喻一”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比喻二”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
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舞女与刚出浴的美人,在女性形象中无疑是最富于性的诱惑力的刺激感的.朱先生这个一个从
文中看来温柔体帖的丈夫,怎么一离开妻子就会想到这样的女性形象?这显然是压抑的欲望在潜意识层
面的一次释放.
　　
　　　　证据还不止一点.观赏完荷塘之后,朱先生联想到一首诗,贵国古代一位南方帝王写的&lt;采莲时
的歌谣&gt;(梁元帝《采莲赋》):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
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请注意诗所描写的场面,完全就是男女青年互相调情的场面.看似正统拘谨的朱先生对此是怎
么看的呢?” 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这种评价意味着什么还用我分析吗?
　　
　　　　朱先生在一番甜蜜而痛苦的精神漫游后回到了家中,” 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
妻已睡熟好久了。”&quot;妻已睡熟好久了&quot;,你读出了朱先生内心的渴望和埋怨吗?
　　
　　　　噢,可怜的朱先生 ,我对你表示理解并致以深切的同情.
14、想起初中的纠结时代。
15、以前不觉得怎样，时间越久越觉得朱自清极淡的文字下含了很多。以前喜欢华丽的辞藻，读了梁
实秋和朱自清才知道平淡的文字才是大家之风，铅华洗尽。现在在看朱自清的《冬天》几乎要落泪。
有一个晚上自己只开着台灯，听收音机播《财经夜读》，主持人念起朱自清的《看花》，当念到由西
湖坐船，经岳庙去看梅花的时候，我已经潸然泪下。
16、我想说我看的那本没找到~~额。不过朱大师的视角可能和目前的我不太一致，所以此书暂时雪藏
了，等有了那样的心境再拜读吧~~
17、　　本书选自朱自清的散文作品，一共数多片，其中主要包括：·踪迹·、匆匆、歌声、桨声灯
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一 “月朦胧，鸟朦珑，帘卷海棠红”、二 绿、三 白水祭、四 生命的价
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背影·、·你我· 、·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论雅俗共赏
·、·语文影及其他·等等许多作品。
18、典型的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
19、我好喜欢呢，还有他的匆匆，我喜欢大声的朗读，不然又怎能体会文章的优美意境，你说呢？
20、规范化
21、真正的作家。
22、唯一能记得的，是《背影》，那个提着一袋桔子翻身跨过栅栏的父亲的背影，写进每一代人的心
里去了。
23、小时候特别喜欢朱自清。长大以后，觉得背影和给亡妇写得真的是很好的，像荷塘月色和匆匆就
有点太矫情了。中间夹杂一些游记水平尚可，比如威尼斯。总体来说佳作真的是白话散文的巅峰了，
但是不少作品实在噜里噜苏。
24、当之无愧的散文最高成就
25、小时候看并不是很理解
26、很 好
27、我的第一本闲书
28、看了好几遍⋯⋯⋯⋯
29、应该是买的最早的书之一吧，算的上淘书的源头。是在初中时，在镇上的小书店，虽然是盗版，
但没错别字，印刷也还好。后来不知借给谁，再也没见过。
30、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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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还是喜欢散文，杂文什么的不高兴看。。
32、可能是那些比喻都被小学生用烂了吧，看着简直没法忍。
33、　　    朱自清的散文在中学课文中收录了好几篇，《春》《荷塘月色》《背影》，有的都是整篇
需要背诵的课文。最近我写周庄，又读了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令我对夜色中的秦淮河有有了
一番向往。
　　
　　   以前的我其实并不喜欢读写景的散文，如《春》、《荷塘月色》之类这和我小时候疏于体验有
关，初中时整天埋首书本，应付做不完的习题，春色满园，荷叶满池对于我来讲从未真正去领略过，
所以读这些文字，甚至是背诵这些文字时只觉生涩。现在做了老师才能真切体会到体验教育对于学生
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和景亲密接触的时候，其实就是和生命亲密接触的时候，自己写文章写多了，也
明白了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情郁于中，自然发泄于笔端”。为什么自己从小就对作文
头疼，现在想来，关键是自己缺乏情感体验，一个“无情”之人怎么能写出需要情感支撑的文字？
　　
　　   “五四”时期，中国的散文大家很多，为什么中学课本如此多的选择朱自清的散文呢？这我在
读《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时找到了答案，我刚到周庄去过，领略过周庄的夜景，想来跟秦淮河的夜
景也有相似之处，比较了一下我所想写的和朱自清写的，明显朱自清的描写十分十分的细腻，就如同
一幅工笔画，连极微小之处他都能写出来，说简单些就是他连一个人脸上的睫毛都能用好几十个字数
来描述，这种刻画细微到如此之境不是我辈能企及的。
　　
　　  从写作手法上来说，其实这就是具体描写，具体二字，说着简单，实则很难，我最近写作才慢
慢觉着能写具体了，那对于初学写作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能把一件事，一样物写具体，那可了得
了。我前几天闲来无事，翻了翻三年级学生的作文，写粽子的外形和里面的米和馅，用了50来个字，
语文老师用红笔加了双圈，看来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算好了。
　　
　　   所以说朱自清的散文这么多收录在中学课本里，是有道理的，让学生更过学习具体描写的方法
，让学生背诵更多具体描写的句子，对提高写作能力是有帮助的。
　　   
　　
34、荷塘月色和背影确实是极好的。
35、　　父亲的背影，弯弓，如山，沉重，浑厚，可不是蚨蝂，那不折不扣地就是：责任。责任的背
后是家：小家和大家。责任的背后是亲情：我不努力谁努力，这！是我应该的！我理解是这样。
36、还是对《荷塘月色》和《背影》印象较深，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和精神状态。
37、　　在时间的匆匆里，诗人徘徊，深思而又执拗地追求着。黑暗的现实和自己的热情相抵触，时
间的匆匆和自己的无为相对照，使诗人更清楚地看到：“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
，被初阳蒸融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
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那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
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
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
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
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
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
，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
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
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
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
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
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38、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民国散文作家中绝对是前几名。他的散文，平实质朴中流露几分作家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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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之赏目动心，久久不能忘怀。
39、到了父亲英雄气短的年纪，而我又愈发想挣脱他的保护时，才能理解《背影》
40、　　    上学的时候，读朱自清的《春》，老师说这篇文字优美、感情真挚的好文章应该背诵下来
。后来又学习了他的《背影》，让我体会到了曾经感动我的人间亲情。读他的文章打开了我看周围人
、事的眼睛。教会我应该不断体验生活，丰富自己的人生感受。
　　    细细品味朱子清的文章，能体会出作者的情操。他深厚的人文素养，文章意韵深长，让读者的
心情和作者的贴进更为密切。比如读他的《秦淮河上的桨声》，有优美的自然景色，同时在游览的过
程中看到那些歌女卖唱为生时，自己和朋友俞平伯的心理描述，表达了正直善良的文人情操。
　　    随着时世的变化、生活的艰苦，他后来写出的文章更加启迪人们思考人生的大问题。那些深沉
细腻的感情都藏在作者平实周到的文字中。和他一起深思，为苦难者同情。为生活中种种的问题一起
思考。
　　
41、荷塘月色经典
42、　　朱自清《春》 中国食品改版
　　　　
　　　　盼望着，盼望着，歪风来了，中国毒品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十分新鲜的样子，欣欣然摆上了货架。青菜朗润起来了，鱿鱼鲜起来了，辣椒的脸红
起来了。 
　　　　豆芽偷偷地从豆壳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水缸里，池子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
的。黄的，绿的，放一点无根激素、搁一点防腐剂，再来点尿素，绿豆芽白白的，黄豆芽胖胖的。 
　　　　辣椒、猪肉，腐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争着抢着赶趟儿。红的苏丹红像火，粉的瘦肉
精像霞，白的吊白块像雪。馒头里带着馊味儿，闭了眼，作坊里仿佛已经满是熏肉、面包、果脯！案
板上成千成百的苍蝇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蟑螂爬来爬去。昆虫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
，散在原料堆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爬呀爬的。 
　　　　“中国食品很安全”，不错的，像食监局、工商局、卫生局的虚假报告安慰着你。电视里带
来些新调查的有毒食品的气息，混着记者暗访的味儿，还有各种有关有害食品曝光的新闻在网上酝酿
。不法商贩把加工点安到更偏僻的地方，正规企业也来了，在原料里填加各种有害的化学品，做出好
看的食品，在大型超市里卖着。换了加工后的包装，这时候卖得格外的旺。 
　　　　死猪肉是最寻常的，一进就是两三吨。可别恼。看，做腊肉，做熏肉，变牛肉，加班加点地
制做着。银耳、生姜上全熏着一层硫黄，熏出来黄得发亮，工业盐腌制的四川泡菜也青得逼你的眼。
墨汁粉丝，有毒花椒，地沟油，制造出一碗色泽鲜艳的麻辣烫。放眼去，医院里，厕所边，有吃了有
毒食品患病的人；还有喝了三氯腈胺的小孩，结着石，憋着尿。他们的头发，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
默着。 
　　　　超市里的有害食品渐渐多了，吃有害食品的人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
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吃过了。积攒积攒毒素，借点药费，各看各的一份儿病去了。“制造食品在于
放药”，刚起头儿，有的是技巧，有的是原料。 
　　　　草莓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毒素泡的，它生长着。 
　　　　馒头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回收着，染着。 
　　　　中国食品像隐秘的杀手，有层出不穷的花招和手段，引着我们安乐中死去。
43、可以发现后来的很多的描写方法在此书中早已出现
44、最爱的散文，偏偏经典，情感观察细腻如此，却作出伯夷叔齐之事，性之刚烈，长叹
45、看过不多散文，写得极好的。
46、　　对朱自清先生最早的印象缘于《背影》和《荷塘月色》。中学的课堂上，我们是如此这般庖
丁解牛的解析着父亲爬过月台的身影，和婷婷的舞女的裙子。
　　总觉的我们的中学语文在通识教育的同时，抹煞了很多年轻人对文学的向往与憧憬。幸好遇到了
儒雅恳切的陈老师。于是我通往文学的门没有过早的关上。
　　初读这本书好像是在初三的寒假。每天晚上伴着她入眠。《匆匆》虽惊艳，但我更醉心于《冬天
》那平淡无奇的一小锅豆腐。蜷缩在被窝里，读到“热腾腾的白烟”，仿佛自己也暖和起来了。
　　总以为情到深处，才能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一如王道乾先生那句“我已经老了”，道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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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沧桑”。
　　喜欢这本集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喜欢游记。伦敦的小餐馆，旧书摊，几十年前的世界。昏黄温
暖的台灯下，读到这些，我的思绪于是无尽的走远。
　　朱自清，汪曾祺，沈从文⋯⋯一袭长衫，一代佳话。这个浮躁的世界，可能再也不会有这种平和
的文字和平静的胸怀了。
47、喜欢先生的文笔，更敬佩先生的脊梁骨。
48、鲁妮姐送的
49、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有着许多，带圆圆眼镜的文艺人，努力的用白话文活着
50、高一向赵老师借书，他借给我两本书。一美好回忆。
51、中国第一散文家朱自清的精品集——《背影》、《荷塘月色》、《春》、《秦淮河上的桨声》，
大都是从小在教科书上读过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之最！
52、只喜欢《背影》 为什么大家都说荷塘月色好。。。除了那句经典的到底哪里好
53、初中
54、这本书文笔很好，我看了里面还有课本里的匆匆，力荐。
55、重新发现自己
56、《匆匆》《温州的踪迹》《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看过还写过读后感，哪天拍成照片
上传。
57、我小学时候的生日礼物。
58、很久以前读过
59、非常喜欢这篇散文
60、算是最早读过的文学著作，值得收录。
61、哭了，小时候一直觉得父母能陪自己一辈子，觉得才真的读懂了 背影

62、背影
63、中学。
64、不过匆匆过罢了，不过徘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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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朱自清先生最早的印象缘于《背影》和《荷塘月色》。中学的课堂上，我们是如此这般庖丁解
牛的解析着父亲爬过月台的身影，和婷婷的舞女的裙子。总觉的我们的中学语文在通识教育的同时，
抹煞了很多年轻人对文学的向往与憧憬。幸好遇到了儒雅恳切的陈老师。于是我通往文学的门没有过
早的关上。初读这本书好像是在初三的寒假。每天晚上伴着她入眠。《匆匆》虽惊艳，但我更醉心于
《冬天》那平淡无奇的一小锅豆腐。蜷缩在被窝里，读到“热腾腾的白烟”，仿佛自己也暖和起来了
。总以为情到深处，才能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一如王道乾先生那句“我已经老了”，道尽其中“无
限沧桑”。喜欢这本集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喜欢游记。伦敦的小餐馆，旧书摊，几十年前的世界。
昏黄温暖的台灯下，读到这些，我的思绪于是无尽的走远。朱自清，汪曾祺，沈从文⋯⋯一袭长衫，
一代佳话。这个浮躁的世界，可能再也不会有这种平和的文字和平静的胸怀了。
2、很久很久不读散文了，在豆瓣上发现了这么多早期读过却快被忘记的书，朱自清的散文就是其中
之一。其实，中学的时候就看完了他的作品，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好，那时候喜欢华丽的辞藻，喜欢
诡谲的词句，喜欢另类的思想。觉得朱自清絮絮叨叨，语言又平，甚是无趣。年纪大些，才知道，平
淡的语言才是大家之风，才是铅华洗尽。那些华而不实的辞藻，在时间里都慢慢丧失了光芒，惟有平
实的语言，朴素真实的情感，才能读的久，才贴近人的心。梁实秋如此，朱自清如此。再看朱自清的
《冬天》，短短几段，极淡的文字，自己却几乎要落泪。前一段时间在家晚上听收音机，《财经夜读
》的主持人念起了朱自清的《看花》，念到他们划船由西湖去岳坟赏梅花的那段，当时就屏息倾听，
父母都睡了，只有自己，守着一个收音机和亮的台灯，坐在那里，潸然泪下。
3、在时间的匆匆里，诗人徘徊，深思而又执拗地追求着。黑暗的现实和自己的热情相抵触，时间的
匆匆和自己的无为相对照，使诗人更清楚地看到：“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
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
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那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
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
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
；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
！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
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
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
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
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
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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