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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前言

　　我的父亲梁实秋生于一九○三年一月六日（阴历腊八即十二月初八日），故居在北京东城区内务
部街二十号（现为三十九号）西厢房内，1987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父亲一生自美国留学返国
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终生从事教授职业，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翻译、编辑等工作。　　数十年
来笔耕不辍，洋洋一千万余言。翻译了大量书籍，其中如莎士比亚四十余个剧本及十四行诗，历时三
十八年始完稿，成为莎翁著作一支笔译成中文的世界第一人。其他时间大部分写些散文，编英汉字典
及编写教科书等。晚年写成英国文学史及英国文学选（约一百二十万字）。本想把中国文学史译成英
文本，供外国人阅读，但可惜未完成此心愿即故去，临终时把笔横放在稿纸上，悠然逝去，留下了遗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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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内容概要

《雅舍人生》内容简介：我的父亲梁实秋生于一九○三年一月六日（阴历腊八即十二月初八日），故
居在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二十号（现为三十九号）西厢房内，1987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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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他学贯中西，著作无数
，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泰斗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40个剧本）
的人，也是华语世界最早翻译出《沉思录》之人。梁实秋翻译的作品多被誉为经典之作，《沉思录》
更是经典之最。它是梁实秋平生翻译最吃力、最受益、最接近原著的一部作品，也是梁实秋着重推荐
过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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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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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厨房
废话
求雨
一条野狗
幸灾乐祸
快乐
北平的冬天
领带
点名
奖券
婚礼
铜像
计程车
鬼
好汉
球赛
偏方
窝头
厌恶女性者
教育你的父母
干屎橛
风水
天气
礼貌
高尔夫
第三辑 实秋杂文
利用零碎时间
养成好习惯
胖
作文的三个阶段
中国语文的三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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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章节摘录

　　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借以骄人的。“丈夫拥有万卷书
，何假南面百城！”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
。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
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
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
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
先生的榻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
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日书城。”我想那书城
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
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half
calf，OOze calf，etc），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
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周作
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
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
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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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编辑推荐

　　他的文字：或在平淡朴实中流露风趣或在幽默诙谐中显现温厚。融情趣、智慧 学问于一炉：潇洒
隽永，明丽生辉。　　他的“雅舍”：梁实秋最为世人珍视的小品和杂文，饱含了他经历悲喜历练和
世界观转变后，对人生的一种超脱体验。　　他的性情：追求恬淡宁静，充满闲情逸致，襟怀清雅，
有中国古代名士的遗风。不圆于现实，而又着根于人性，令他的作品能超越时代和地域，历久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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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精彩短评

1、写得深入人心。
2、一如梁实秋的文字。幽默，浅显。
3、梁老的文字是没得说的
4、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一套梁实秋的集子。相比于其他几个出版社，这一版的错误很少，质量也
还好。阅读起来也方便。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书中的内容就不用说了，可读性很强。这套书唯有一
点，《骂人的艺术》没有收录其中，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总体而言，很不错！！
5、买了一个系列，枕边书，慢慢读之~在其他那些华丽的辞藻，跌宕起伏的故事，犀利的风格，种种
之外，我果然还是喜欢这种娓娓道来的风格~
6、有意思，适合闲来翻阅，品味一番⋯⋯
7、虽然还没看过，但书看着不错，听名字挺想读的。。。
8、散文至高境界
9、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这套《梁实秋代表作系列》断断续续又读了一遍，只是其中的《雅舍小品》印
刷装订上出现错误，与《雅舍谈吃》内容完全相同，如此“张冠李戴”，真是可恶。
10、终于收齐雅舍系列
11、文化大家的代表之作
12、大师的作品，值得拜读、收藏
13、念起来几乎没有时代的落差感，非常具有可读性。当年在学校死记硬背的梁实秋，居然今天生动
地活起来了
14、古文功底很好，一些惯常的东西用古雅的语言讲述起来，引用一些古代的例子，自有其趣味。但
是这本书，总觉得有点教师的碎碎念，时常觉得文末为了提出一些意义，加了教育的尾巴，不好。
15、喜欢的是书，内容不错，纸质一般。是
16、平平淡淡的生活味道
17、梁实秋的著作太值得一读
18、一些随笔，一些琐事，一些幽默。由身边的一些琐事触发一些对人生的思考，再由身边的一些小
物件追溯一些历史。挺好的，很喜欢梁实秋。
19、看看就愉悦身心，最近很喜欢买这类的书，写的很好
20、语言略微晦涩，不会观点很鲜明。
21、非常喜欢梁实秋和汪曾祺的作品
22、包装一般，里面还不错~
23、雅舍人生
24、真的是梁自己订好的散文集吗？
25、一套的四本都不错，梁实秋是现代的散文大家，真正的幽默大师，值得一读
26、梁实秋先生的文字在白话散文中堪称上品中的上品，细腻朴实亲切幽默而又博学雅致，闲暇之中
品读几篇不亦快哉！可惜上千万的笔耕成果尚无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全集实为憾事。本应评定五星，
江苏文艺胡乱编辑胡乱印制扣除一星。
27、喜欢梁先生的随笔，读起来不会晦涩，平易近人，朴实中不失哲理和文化韵味，生活中极为平凡
的事物也能写得非常贴切~有的还很幽默~
28、品读梁先生的闲适
29、五星力荐的好书
30、让我收获了许多新的人生经验。
31、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这本书~~~
32、我是喜欢梁实秋的，清淡冲和，独特的文人的味道。
33、见语文摘抄155。
34、不错good！不错good！
35、超赞，喜欢这套书的质朴
36、哪怕老了，秋郎还是秋郎。
37、每天一小篇很有意思，真不舍得一口气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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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38、雅舍出雅人，人生非同凡响，可以读几遍的书
39、有趣，实在有趣，不愧是大家风范。短小精悍，没有废话。希望郭某某类似的作家都可以学一学
40、大师之作最值得分享的
41、恬淡宁静，闲情逸致
42、能看出是热爱生活的人，务实幽默且随和，不比现在的人，人人一副不说话会死的样子。
43、这代作家，我尤其敬佩。特别是梁实秋老师，高中时读《雅舍谈吃》，印象深刻。文中经常提到
抗战初期，梁先生住在上清寺的生活，既亲切又感伤。
44、朋友很喜欢。给好评。
45、这本书我是先在新华书店通读过，才到当当购买的。价格便宜，质量也好，邮寄过程中无坏损。
一共购买了这个系列的4本，非常适合随手放在身边翻看。
46、雅舍系列这是看的第三本,除了雅舍梦忆其他的都看过了，都觉得还不错,喜欢这个调调.有个别文
章简直好到令我拍案叫绝！
47、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上世纪的文人有雅致，有风古，有情调，怀念那个有着书香的年代
48、文字质朴而传神，在细微处总能给我感动，让我忍俊不禁，读之不舍放手。
49、用券买等于半价，很超值
50、梁实秋的书都值得一读
51、【实体书】。
52、梁实秋先生的文笔平淡朴实又隽永细腻，读来轻松又有所得。分为三辑，前两辑为小品文，后一
辑为杂文。于生活百态中有所思所感，而又旁征博引显示先生本人深厚的文学功力。
53、梁实秋的小品文系列，这本我很喜欢，写生活的，真有趣又有味！
54、冲着“闲适小品大家”的名头去读这本书，读完感觉实在不过尔尔，不仅跟明清性灵小品文有较
大差距，在文笔和智慧上也远不如林语堂的散文。唯一的一点收获就是获知，当今中国的种种素质低
劣的乱相，是台湾和旧中国都曾经历过的景象，这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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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精彩书评

1、梁老先生的文字细腻朴实，每一小段都道出不同的韵味。书房：汗牛充栋，未必是福。丧乱之中
，牛将安觅？排队：晋书范汪传‘’玄冬之月，沔汉干涸，皆当鱼贯而行，推排而进。礼仪之邦，君
人子无所争，很多地方都讲究揖让，不大明白陌生人聚集到一起时，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
。奈何数十年后，都市中人，还是不懂得着揖让，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萝卜汤的启示：文
字掷地作金石声，固非易事，但是要做到言中有物，不令人觉得淡而无味，却是不难办到的。少说废
话，这便是秘诀。代沟：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造反，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
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喝茶：北平的双窨、天津的大叶、西湖的龙井、六安的瓜片、
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崖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
壶净的高末儿，都尝试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惟茶是尚。茶字，形近於荼，声近於
槚，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分，上焉者细啜名种，下
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辄问讯“喝茶未？”茶是开门七件
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快乐：‘’境由心生‘’又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内心湛然，则无往而
不乐。常听人说烦恼即菩提，我们凡人遇到烦恼之事深感烦恼，不见菩提。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
，求即往往不得，转为烦恼。叔本华的哲学是：苦痛乃是积极的是在的东西，幸福快乐乃是消极的痛
便是幸福。文学的语文是供人欣赏的，其本身是经过推敲的，其措辞用字千锤百炼以能充分而适当的
表达情意为主。应注意的三点：粗俗的方言俚语应力求避免，除非在特殊的机缘偶一使用标准语文应
力求其使用纯熟文学的语文则有志于文艺创作者必须痛下工夫勤加揣摩马克斯 奥瑞利阿斯《沉思录》
：马克斯对叛军首领说：‘’我甚遗憾竟无宽恕他的机会‘’‘’凡是自然的皆是对的‘’‘’脸上
的怒容是极其不自然的，怒容若是常常出现，则以其的美便立刻消失，其结果是美貌全灭而不可复燃
。‘’如果你对任何事情迁怒，那是你忘了一点，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发生的；一个人的
错误行为不干你的事，还有，一切发生之事，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目前到处亦皆如此。’‘‘
’别人的错误行为应该由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做错事，是他造孽，也许他没有做错呢？‘’
‘’你因为一个人的无耻而愤怒的时候，要这样问你自己：那个无耻的人能不在这个世界存在吗？那
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不必要求’‘’别人的错误使你震惊么？回想一下自己有无同样的错误。‘
一般人隐居在乡间，在海边，在山上，你也曾向往这样的生活。但这乃是最为庸俗的事，因为你随时
可以隐退到你自己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尤其是如果他心中
自有丘壑,只消凝神一顿,立刻便可获得宁静。所为宁静，亦即使有条不紊之谓。过一种独居自返的生
活。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而怡然自得。-这就是明心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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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人生》

章节试读

1、《雅舍人生》的笔记-第1页

        读梁实秋，发现手边没有本汉语字典有时还挺纠结。感叹一代大家的底蕴与学识啊。
P3：周彝（yí）商鼎  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亦泛指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
        布泉刀错：历史上定名为布泉的钱币有两种，一种为王莽时期所铸（新莽布泉），另一种为北周
武帝所铸（北周布泉）。
P4：庋藏  庋guǐ 置放，收藏
P20：诟詈   詈（lì ）：责骂
           痈疽（yōngjū）：毒疮
P28：黄耇之年   耇（gǒu ）：老人面部的寿斑。
P31：宠赐嘉贶  贶（kuàng ）：赠，赐
          付之丙丁：释义 指用火烧掉。
P38：服膺弗失   服膺：（道理、格言等）牢牢记在心里；衷心信服。铭记在心；衷心信奉。
《礼记·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P46：苞苴（bāo jū）【释义】：①包装鱼肉等用的草袋。②指馈赠的礼物：小夫之知，不离苞苴、
竿牍。又指贿赂：苞苴公行。
P48：鲐背耇老  鲐（tái）代称老年人 如:鲐颜(老迈的容颜);鲐稚(老幼);鲐叟(老人);鲐背(背上生鲐鱼般
的斑纹)
P143：髡 （kūn ）
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一种刑罚：髡首（剃去头发，光头）。髡钳（剃去头发，并用铁圈束颈）。 
古代指和尚。 
古代称修剪树枝。 
P149：皋（gāo ）比。虎皮;古人坐虎皮讲学。后因以指讲席

2、《雅舍人生》的笔记-第83页

        我们中国的字，由仓颉起，而甲骨、而钟鼎、而篆、而隶、而行、而草、而楷，变化多端，但是
那变化是经过演化而约定俗称的。

3、《雅舍人生》的笔记-第245页

        想像不充，联想不快，分析不清，词藻不富，这是造成文思不畅的主要原因。

4、《雅舍人生》的笔记-第148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公然放言反对战争，被捕下狱，并科罚款。罗素一声
不响的付了罚款，走进监狱，毫无怨言。他要说的话，他说了；他该受的惩罚，他受了。言论自由没
有受到损伤，国家法律也没有遭到破坏。这是民主政治之可贵的一面。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是可钦佩
的，但是他也是要尊重法律的风度。

5、《雅舍人生》的笔记-签字

        钜构：巨著我们中国的字，由仓颉(xie)起，而甲骨，而钟鼎，而篆，而隶，而行，而草，而楷，
变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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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雅舍人生》的笔记-第4页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名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
副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的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
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家像是
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
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这段我读了又读，单谈文学，我非常欣赏周作人先生，政治问题我不懂，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最不
幸的是读书人。你说读书人是该一心搞学问，还是参与政治生活？苦茶庵的老和尚，当年是如何思考
与选择的呢。

7、《雅舍人生》的笔记-

        

8、《雅舍人生》的笔记-第22页

        从这一桩小事，我联想到做文章的道理。文字而掷地作金石声，固非易事，但是要做到言中有物
，不令人觉得淡而无味，却是不难办到的。少说废话，这便是秘诀，和汤里少加萝卜少加水是一个道
理。

9、《雅舍人生》的笔记-第148页

        

10、《雅舍人生》的笔记-书房

        周彝(yí)商鼎：彝，古代祭祀用的礼器；酒器
布泉刀错：布泉，是北周的一种货币。这个词应该是货币的意思吧~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
，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茗：茶也。
汗牛充栋：形容书藏书非常之多，只能形容藏书。汗牛：书多得牛拉都要累出汗了~
多想有个连墙至顶，需要用梯子的书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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