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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收作者48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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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读物》发刊词
给亡妻（手记）

Page 4



《陆蠡散文选集》

精彩短评

1、如果可以更深入
2、学习那时的偏移的词
3、曾经抄过全本。悲哀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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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难题。之所以说是难题，是因为每一个人都
是具有弱点的个体。而作为个体的人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往往受主观情绪的引导而无视自然界的规律，
最终却难免品尝自酿的苦酒。在这些饮酒者当中，有的人冥顽不灵、执迷不悟，有的人迷途知返、彻
悟哲理，而陆蠡先生当属后者，因为有《囚绿记》为证。　　在《囚绿记》这篇散文中，陆蠡先生以
自己北平寓所窗外的“绿色”为友，用以个人情绪为主导的行为，向我们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下
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陆蠡先生的情绪在文中变化的轨迹以及由不同情绪所派生出来的行为。　　文章中
第一个出现的情绪是“喜”，正是因为对绿色的喜欢，才使作者爽直做出留寓斗室的决定，而“绿色
是多宝贵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的由衷赞美正是根植于“喜”的硕果。紧
随着“喜悦”而生的是“爱”字与绿为伴的头两个月中，作者与绿色的常春藤为友，各安其分地生活
，人在自然中生长，常春藤在自然中生色。在一片和谐中作者看绿、赏绿从而使得爱绿的情感慢慢生
长，使得作者在孤独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伙伴、一份消遣、许多慰藉。　　人们常说爱情是自私的，其
实但凡有“爱”出现的时候，必然会伴有自私的内容出现，而且在古代“私”字本身的含义中也有“
偏爱”的意思。作为性情中人的陆蠡先生自然也不能免俗。于是，当对绿的喜爱成为了一种痴迷的时
候，“私”由心生自然会生出“囚绿”的行为。私心易长难消，渐渐趋于固执，这时的人与绿之间的
关系不再是友邻而是敌对。既已为敌，绿色的顽强成为了一种令人生厌的抗争，“我”失去了对绿色
的尊重，进而恨怨滋生，心魔渐起而绿色渐损。　　正当人与绿之间争僵持不下之际，卢沟桥事变改
变了民族的命运，面对着外来的触动，陆蠡先生释放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这不再是文章
开头出现的单纯的喜爱，而是由衷的钦佩与赞美！因为作者已经彻悟，由“私”所派生的出来的“绿
损”，其实就是在“伤己”。　　人居斗室为“囚”，木处方院为“困”。“囚绿”又何尝不是在“
困己”呢？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回头审视一下这篇文章就不难看出陆蠡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了：
开头的明朗和谐与后来的阴暗僵持的反差、“囚绿”的明线与“困己”暗线的交错、“人”的自私偏
执与“绿”的顽强不屈的对照等等。　　看到这里，也许我们不免会生出一个念头来——如果没有外
界的触发，“我”与“绿”之间的僵持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我们不用去刻意找寻这个问题的答
案，因为人毕竟不能只在斗室中生活，斗室只是人生活的的一个部分，但在斗室中的经验却能使人正
确地面对生活，这个经验中所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已经摆在我们的面
前。正如文中所谈到的“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一样，人也是社会中生长的， 那么我们用态度去面对
这个社会呢？陆蠡先生相信我们会在《囚绿记》中找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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