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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直将那句话珍爱地含在口中，舍不得放掉“人散了，一弯新月凉如水。”
2、这个版本挺全的
3、http://ead.staatsbibliothek-berlin.de/cat/title.php?id=65217&tit%5B%5D=0127606&showtit=Anzeigen
4、与世无争 与人为善
5、我很喜欢的作家
6、喜欢那种淡淡的感觉
7、可喜欢这本了
8、心境是读书的生命～
9、文心，佛心，童心
10、最爱读丰子恺早期的散文，看他写孩子、童年，写时光荏苒、物华交替，每一个字都能化到心底
里去。最爱的几篇：《渐》让我想要全文摘抄下来；《大账簿》的每个字都写到我的心里去了，那种
对一草一木都恋恋不舍的“痴”让我心有戚戚焉；《给我的孩子们》和《作父亲》不管读多少遍都忍
不住会心地笑，那种童真的玩乐真是千金难买的可贵。
11、童心童趣的爱，在一个老人身上让人觉得温暖，觉得生命太宽广。
12、低调且华丽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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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丰子恺既爱恨分明，又能够欣赏一切值得欣赏的人，事，物。他的思想，说不上特别伟大什么的
，但是觉得很“健康”。他的性情，能够让自己很愉快很健康，也能给给别人带来身心的愉悦。特别
欣赏他对孩子们的欣赏和喜爱。不仅仅是慈祥的父爱，而且是客观又感性的一种对孩子的理解和关怀
。
2、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的
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
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
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
千架上常有和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前喊一声
“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
。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
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
间明月照着高楼，楼下的水门汀好象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
这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
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
的芋头，屋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
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使
我永远不忘。丰子恺先生笔下的缘缘堂，四季风景俱佳，数年温情绵长。对缘缘堂景致人事的描摹，
成为他寄情抒怀的主题之一。红樱桃，绿芭蕉，紫葡萄，朱栏粉墙，黛瓦蓝天，故乡石门湾的梅纱弄
里，一草一木总让丰先生割舍不下。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倾慕于江南庭院，碧水人家，通过翻阅有
限的画册书页，连北方难得一见的芭蕉树，都化作脑海中的佳木，心向往之，时时念想。直到看过丰
子恺先生那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对这南方园林小品中的常客愈加喜欢。单看芭蕉树，叶大如
扇，茎直葱茏，老叶、新叶，大叶、小叶，自根部起依茎而上，四面开张却又彼此簇拥。叶边锯齿柔
中显刚，植于院中翠色满眼。江南水乡，气息氤氲，一呼一吸间似有朝露沁脾。夏季午后，一场透雨
沐浴着瓦舍，雨后天霁，日影中的芭蕉叶挂满珠玉，一阵风过或一鸟轻掠，珠玉滴落时宛若天籁即起
。雨打芭蕉，景如画，声似乐。1933年春，缘缘堂由灵赋形，弘一法师（李舒同）、马一浮两位先生
先后为其落笔题名。经过精心陈设布置，丰子恺先生开始一段“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
的书斋生活：坐拥书城，读书，著文，品画，论诗；笑对亲友，闲谈平生，清茶小酌，天伦尽享。如
此“和平幸福、欢喜畅快、安闲舒适、温暖安逸”的故乡生活，持续了五年半的光景，直至1937年11
月初因日机轰炸石门湾，丰先生被迫携家眷迁往桐庐。缘缘堂就此变成纸上风物，梦里乡梓。去年来
到武汉，今夏又赴金陵，两地都有芭蕉种植，于是我心中所想成了眼前实景。珞珈山上的芭蕉挺拔高
挑，像个山中的汉子，有时还略带些土气，宽大的叶子恣意滋长；莫愁湖边的芭蕉亭亭娇娆，似是莫
愁的化身，垂泪欲滴，悠柔的枝杈伸向湖面。此时，这南方佳木已从画册书页中跳脱，清新自然地生
长着，那样实在，那样亲切。它不只是庭前屋后的点缀，更是一种顺势而生、月润经年的无声的力量
，静静生长，静静成熟，静静演绎江南特有的人文气韵。许是我把这普通的草木“神话”了吧，但我
在为新开的个人博客取名时，亦毫无迟疑地写下“雨打芭蕉”四字，挚情表达也好，附庸风雅也罢，
让呆滞冷寂的电脑屏幕上，多生出一片浓浓的绿意，足矣；让个人空间沿着它随心的路径缓缓而行，
美哉。莫道南方无佳木，庭前安然绿芭蕉。谨以李叔同先生为西湖所作的歌词一首作结，只望如上画
境与心绪得以延续：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
飏晴风，又笛韵悠扬起。看青山四周，高峰南北齐。山色自空濛，有竹木媚幽姿。探古洞烟霞，翠扑
须眉。沾暮雨，又钟声林外起。大好湖山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又青山绿作堆。漾晴光潋滟，
带雨色幽奇。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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