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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散文精品集·缘缘堂新笔》

内容概要

《缘缘堂新笔》为1962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编就的丰子恺散文集，当时未出版，1983年5
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本书便以此版《缘缘堂新笔》为底本，原汁原味地再现丰子恺的随笔性文章
，题材和丰子恺以前的随笔有所不同，更加侧重于艺术方面的随笔故事，虽然语言依然以叙述为主，
但内容大多回忆作者学习艺术的经历以及感慨作家、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是丰子恺散文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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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散文精品集·缘缘堂新笔》

作者简介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艺术教育家和翻译家，是
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
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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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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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春游
杭州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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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器识而后文艺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威武不能屈
新年随笔
胜读十年书
幸福儿童
谈儿童画
斗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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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舟和他的艺术
庐山游记之一
庐山游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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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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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译《源氏物语》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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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去观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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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散文精品集·缘缘堂新笔》

精彩短评

1、嗷怎么港 有的句子狗腿得我很没眼看 我只好理解为是老人家对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太过喜悦了⋯
2、有些文章总觉得带了政治倾向。
3、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於是你懂的。然而關於畫的都很不錯。
4、本想看看缘缘堂随笔 不小心拿错 看完了新笔后有些许失望 里面大多文章都是发表在当年的文汇报
上 记得高中那会也是常常看文汇报 但印象并不佳 隐隐约约都觉得是有政治倾向的 几篇文章读至最后
几乎都是赞美与歌颂新旧变化 不能否认 有些变化确实是好的 但是在这之中文化受损亦失去太多 最喜
欢的几篇当然是写弘一法师的 一直极是崇拜 七月终于如愿去了泉州开元寺瞻仰大师纪念馆 悲欣交集 
四字只怕要读一辈子。
5、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6、五六十年代写的，有些对新社会的赞颂
7、从先生建国后的文章便可看出，我党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程度。
8、囫囵阅览了一遍，中途跳过了好多篇写新社会旧社会的文章，我对那些东西不大感冒，因此大大
降低了对此书的好感。歌功颂德实在是不想看啊。况且现在看来还有些许讽刺意味。
9、在书店读完
10、那个年代的散文，终归是淡淡的情怀，但充满小趣味，我觉得更多的像生活记录。但无法容忍，
解放初期的那批文章，也许是真情实意，但对新社会直白的感激，让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散文的含蓄和
美。
11、不是前面两本的味道了
12、过多的赞颂有些腻味，权当做是发自真心的吧。
13、丰子恺写散文自有一番小哲理，师傅李叔同和自己先后随佛，便心中怀有对世人的大恩大爱。丰
子恺拿了一双稚子的眼，并一颗赤红的心，既赞美童真又歌颂解放军，三观十分正。丰子恺最有意思
之处在于他的亲日，也使我觉得有些怪异。
14、倘若先生现在再写这些游记，是怎样的感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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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丰子恺先生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新中国变化的感触，毕竟老人家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处处是
和谐，处处是进步，相对于他的前半生，这样的进步是欢迎鼓舞的，这样的进步是值得歌颂的（有些
东西也许对比太强烈），当然也是在那场暴风骤雨来临之前的感受。随着反右、文革等洪流的爆发，
无法了解到老先生的心声。但这样的文字，也是体现的中国知识文字在片刻的环境中由衷而发的感受
，今天结合历史的场景来看，可以发现他们的自豪感，也悲叹他们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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