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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内容概要

《城南旧事》主要内容：林海音女士是台湾文学界“祖母级人物”，同时以她的成就、她的为人、她
的号召力，成为联接大陆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桥梁。《城南旧事》是她早年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
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佳作。《城南旧事》主要讲述了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
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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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书籍目录

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孟珠的旅程晚晴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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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章节摘录

爸正在院子里浇花，这是他每天的功课，下班回家后，他换了衣服，总要到花池子花盆前摆弄好一阵
子。那几盆石榴，春天爸给施了肥，满院子麻渣臭味，到五月，火红的花朵开了，现在中秋了，肥硕
的大石榴都裂开了嘴向爸笑！但是今天爸并不高兴，他站在花前发呆。我看爸瘦瘦高高，穿着白纺绸
裤褂的身子，晃晃荡荡的，显得格外的寂寞，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宋妈正在开饭，她一趟趟地往饭厅
里运碗运盘，今天的菜很丰富，是给德先叔和兰姨娘送行。我正在屋里写最后的大字。今年暑假过得
很快乐，很新奇，可是暑假作业全丢下没有做，这个暑假没有人管我了。兰姨娘最初还催着我写九宫
格，后来她只顾得看《傀儡家庭》了，就懒得理我的功课。九宫格里填满了我的潦草的墨迹，一张又
一张的，我不像是学字，比鬼画符还难看。我从窗子正看到爸的白色的背影，不由得停下了笔，不知
怎么，心里觉得很对不起爸。我很纳闷儿，德先叔和兰姨娘是怎么跟爸提起他们要一起走的事呢？我
昨天晚上要睡觉时一进屋，只听到爸对妈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爸说的是什
么事，所以起初没注意，一边换衣服一边想我自己的事：还有两天就开学了，明天可该把大字补写出
来了，可是一张九个字，十张九十个字，四十张三百六十个字，让我怎么赶呀！还是求求兰姨娘给帮
忙吧。这时我又听见妈说：“这种事怎么能教你知道了去！哼！”妈冷笑了一下。“那么你知道？”
“我？我也不知道呀！德先是怎么跟你提起的？”“他先是说，这些日子风声又紧了，他必得离开北
京，他打算先到天津看看，再坐船到上海去。随后他又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哥的，密斯黄预备
和我一起走。’⋯⋯”我这时才明白是讲的什么事，好奇地仔细听下去。“哼！你听德先讲了还不吃
一惊！”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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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后记

林海音(1918—2001)原名叫含英，最早叫英子。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大阪。五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定
居。十三岁时父亲病逝。1934年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7年供职于《世界日报》。在报社结识同
事夏承楹，1939年结为伉俪。1948年，林海音一家老少三代六口人回到台湾。林海音集作家、编辑和
出版人于一身。1968年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在编《联合日报》副刊十年间，她发现、培养了黄春明、
林怀民、张系国、七等生等一批文学新人；扶植钟理和、钟肇政等一批台湾本土作家。故世人评论说
：“林海音是台湾文学的播种者、培植者，也是一道阳光。”作家的林海音，不属“著述等身”一类
。其小说、散文和童话作品计三百万字。以小说称著文坛，《城南旧事》是她的代表作。林海音的北
京情结极浓，她喜欢在北京老城墙的砖缝中寻儿时的梦。自1957年起，她陆续写回忆童年生活的小说
《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和《爸爸的花儿落了》等五个短篇小说。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空、人
物、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系列。宋妈是贯穿其间的主线人物。作品中，英子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观
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城南一四合院里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小偷、黄板牙、兰姨娘和疯子。高
阳评说林海音的小说：“不仅故事感人，她的文笔令人击节赞叹；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伤于
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是她的拿手好戏。”1960年这五个短篇冠《城南旧事
》为书名结集出版，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太多的关注。二十年后被大陆引进，拍成同名电影，一夜间誉
满天下。《城南旧事》曾在四十七个国家放映，获过多次国际大奖。若干年后，林海音到大陆访问，
见到导演吴贻弓时说：“我向您鞠躬，因为您使我的名字在大陆变得家喻户晓，所以我得向您脱帽三
鞠躬！”并当众人之面真的弯腰致意。世人都把《城南旧事》视为林海音的自传，她本人觉得此说亦
无不可。《城南旧事》淡化了时代背景，跨越了政治，以委婉温馨的笔触去描写人性和小人物的命运
，已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并奉为一种“经典”。这个选本得到林海音的女儿、作家夏祖丽女士的认
可。祖丽特别叮嘱我，一定要把《婚姻的故事》选入。因为那些故事，是林海音家族史的一部分。祖
丽说，那是“发生在母亲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或她所生活的大家庭中的。就像我三伯父，因为不敢违
抗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在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下使他的肺病加重，终年缠于病榻，最后抑郁而终。这
一场毫无意义的婚姻，牺牲掉祖父母的一个读到大学毕业的儿子，带来无可挽回的痛心，使得二老再
也没有勇气承担下面六个孩子的婚姻大事了。所以从四伯父起，包括排行第六的我的父亲，爷爷奶奶
就放弃了‘父母之命’的权利，任他们婚姻自由了。另外，在法国学艺术的五伯父，因单恋一位小姐
成疯，被送回北平，而那位小姐连影儿都不知道⋯⋯”林海音的文笔优美，隽永细腻，如行云流水，
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读她的小说如品香茗，齿颊留香，余味无穷。林海音不仅文章写得好，人品更
值称颂。她精心用真诚去经营友情，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常到她家聚会。文坛的朋友一致公认：“好
像到了夏府，才回到台湾，向文坛报到。”“这是台北最有人情的地方。” 2001年12月1日，林海音
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三岁。2008年8月18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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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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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精彩书评

1、“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
，还躺在床上，看那到太阳光里飞舞着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阳光照进英子房间，尘埃扬起。
《城南旧事》也如清晨的阳光穿透包裹着我的心的层层外壳，直达我最本质的核心。印象中有看过《
城南旧事》电影版的片段，那可能是一个有阳光打进，尘埃飞扬却又让人感觉阴沉的厢房，一个瘦弱
的接着发辫的女孩像是只受了伤害的惊恐的小鸟对着那个留着齐肩短发的叫英子小女孩轻轻地说了句
：“我爸打的。”仅仅只是这个小小的片段，我就再没能忘记城南旧事这几个字。近日，终于有幸看
了原著，知道了另一个女孩的名字：妞儿，通过英子的闪亮透明的眼看了这个令人感伤的故事，英子
自此也住进了我的心里。英子的眼里，秀贞并不是大人眼里的令人害怕的疯子。她的眼睛透亮，一笑
眼底下还有两个泪坑。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透着亮光，她揣在棉袄里的手是那么暖，那么软。然而，她
是不幸的，就像那可怜的妞儿，生命的薄情，就像她们那风一吹棉裤都晃动个不停的单薄的身子。小
小的英子是那么纯真善良，拖着重病的孱弱的小小身子，努力压抑着恐惧偷拿了妈妈的金镯子，只为
帮助她那苦命的三婶和小朋友。可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呢，其实明明什么也不知道，却又最爱说。谁
敢说能真正看清楚这个世界的不是那小小的人呢~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
色的帆。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英子分不清天
空和大海，好似她分不清好人和坏人。空草地的嘴唇厚厚墩墩的那个要带英子去看海的人到底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小小的心里装着的小小困惑没有人关心，就如同没有人试图去了解为什么英子爱读《我
们看海去》这篇课文。可这种小小困惑可不是曾长在每个人的曾经么，为什么我们长大就忘了呢？还
好英子提醒了我。兰姨娘，那个漂亮的，可以常常带英子去城南游艺园
2、林海音笔下的亲人、友人、路人都似乎是单纯的人，可能是因为清新淡雅的笔风把每个人都吹柔
了。英子自当不必说，爸爸妈妈在英子的眼里也是单纯的人，疯子、贼子都是单纯的人，想着自己的
丈夫和孩子、想着自己的弟弟要念书，因此疯了、偷了。宋妈也是，自己的孩子死了丢了，还是惦记
着英子他们的起居，在大家的劝说下才不情愿地跟丈夫回老家了。嫁人后，一大家子里也都是单纯的
人，一点也不象现在那些宫斗、女斗戏里演的。最后的《编后记》里也提到，林海音被称作“台湾文
学的播种者”，因为她“精心用真诚去经营友情”，她的家是“台北最有人情的地方”。单纯一词放
在林海音身上，就是纯粹的意思，她笔下的人物也都是单纯的人，总是一派温婉景象，之前都以为没
有跌宕起伏就不是小说呢，现在才知道清清淡淡的也可以非常吸引人，虽然有点点虐情，却只是因为
人心的复杂、情的真挚，结果还是温情暖心，不象桐华，用钝刀子割心，会痛很久。
3、我小学时就很爱看，现在也是，这本书反复翻看，里面的第一大章我最喜欢，专门写她的童年，
用最萌动的眼光去看老北京，有妞儿，还有大家所谓的疯子，英子也是她们的朋友，直到最后，妞儿
和疯子被火车压死····英子搬家了
4、2015-3-7《惠安馆》妞儿和秀贞这是一个太过巧合的故事，“我”的玩伴妞儿竟然是惠安馆“疯子
”秀贞口中的小桂子，也就是她的女儿。在“我”的促成下，母女俩人相认，并坐上火车去寻秀贞的
丈夫也就是妞儿的父亲。读时觉得这个故事太过巧合，不太像真的，为秀贞和妞儿父亲的爱情唏嘘（
那段写得很纯很美，美好的恋爱~），也钦佩那个坚强倔强一心要找到自己亲生父母的妞儿。希望秀
贞和妞儿找到妞儿的父亲，一家团圆。觉得还是要有婚姻的保证再去生孩子，虽说相爱无罪，没有稳
定幸福的环境，生下孩子，对孩子也不公平，妞儿受了好多苦，秀贞也因思念而疯。《我们看海去》
“我”与一个小偷的短暂的特殊的友情。那个小偷很爱他的弟弟，为他弟弟骄傲，但我认为贫穷并不
是让人走上犯罪之路的完美借口。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弟弟好，那就更不应该做小偷，我相信只要努力
，就不会饿死人的。最后小偷被抓了，他不知情的弟弟知道了这些该有多伤心。《兰姨娘》可怜的兰
姨娘，从小被卖到了烟花之地，20岁给人做了姨娘，不愿把年轻的时光耗光虚度，决心离开重新开始
。“我”因父亲对兰姨娘有其他心思，母亲为此伤心，而撮合兰姨娘与进步青年德先，“我”倒是促
成了一段美好姻缘，德先带着兰姨娘离开了。8岁的英子就已经这么聪明了，若是我，就算察觉到了
也不可能想出这样机智的法子，就算父亲娶了兰姨娘，破坏了父母之间的感情不说，兰姨娘还是得不
到真正的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对所有人来说，真是最好的结局了。如果父亲做出了不好的事，我还会
爱他，但我不会原谅他，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good luck！《驴打滚儿》宋妈，“我‘家的奶
妈，为了生活，只好放下自己的儿女去喂养”我“家的孩子，宋妈在我家干了好几年的活，儿子小栓
子意外淹死了，女儿也让丈夫送了人，母亲让宋妈回家生个儿子再回来，有孩子就有寄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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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希望可怜的宋妈不会变成悲剧的祥林嫂。《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以前课本上选过这篇
，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失去了爸爸，要和妈妈弟弟妹妹相依为命，承担起作为大姐长女的责任。文
章很美，语言也很美，读起来很舒服，妹妹先看完的，我看得时候，她老想着给我剧透。充满悲欢离
合的童年时光。ps 书中的爸爸妈妈南方口音，萌萌哒~妹妹看得时候笑死了。1、妈不会说”买一斤猪
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2、妈瞪了我一眼，”听我给你算，二俗，二
俗录一，二俗录二，二俗录三，二俗录素，二俗录五⋯⋯”●０● ●０● ●０●————————
——————————————————————《孟珠的旅程》感觉孟珠的性格和我有些像，敏感
、要强，有时候很勇敢，有时候又很胆小，她爱妹妹的心和我也是契合的。如长辈般照顾她的刘专员
，她虽然感激他，但那终究不是爱情，孟珠与午田的感情渐渐升温，美好的爱情萌芽.狗血的事情出现
了，她发现妹妹暗恋的老师就是午田，她逃避了，她不会和妹妹抢午田，她决心去找刘专员，找一个
寄托，刘专员病了，孟珠愿意以婚姻的形式来照顾报答刘专员。没想到的是，妹妹和午田居然找了来
，文中没有交代妹妹和午田以及刘专员是怎么联系以及做了什么决定，反正孟珠最后嫁给了午田，情
节什么的真是急转直下，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孟珠是幸福的幸运的，刘专员午田、妹妹都爱她，都
为了她好，善良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很棒，情节处理得很棒，留给人去想象中间发生了什么，
不过那不重要，孟珠很幸福就够了！这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来写得，以前看这种类型的小说的时候都
觉得很别扭，可能因为孟珠的性格和我比较像吧，读来没觉得别扭，倒是觉得亲切的紧。中间发生了
什么就随风去吧，孟珠只需要享受当下的生活就好了，她老是为这个着想，为那个着想，也到了别人
为她着想、爱她的时候了。《晚晴》姚亚德人至中年，独居台湾，好生寂寞，他曾在大陆娶妻，但来
到台湾后与妻女失联。他遇到了小女孩心心，唤醒了他心中的父爱，爱屋及乌，也对小女孩的母亲安
晴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心心的亲生父亲后来不要她们了，文章最后也是开放式朦胧的结局，姚亚德
能否和心心的母亲安晴在一起呢？小说的名字是“晚晴”，我的理解是安晴是姚亚德人生迟来的爱情
，迟来的晴天，所以叫晚晴。俩人在一起也是极好的，虽说年龄上有些差距，或许还有些障碍，姚亚
德那么疼心心，俩人若是在一起，也是有个照应。
5、海音的文字，给人一种平实的惆怅。很长时间，没有碰到这么令我喜爱的文字。它让我想起萧红
的《呼兰河传》，想起汪曾祺他的那些零碎的短篇里看似不经意而又字字含情的笔墨，那样的温馨，
久远，让人怀念。喜欢高阳对她的小说的评价：“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
伤于哟庸弱。”着着实实地让人服帖。如果说《城南旧事》包含的是童年的回忆，《孟珠的故事》叙
述的是成年的爱情，那么《晚晴》则描绘了老境的孤寂和凄凉。《婚姻的故事》更是给人许多有益的
启示。《城南旧事》，自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由五个短篇结集，连在一起却浑然如天成。孩子般的
笔触，淡淡道来，依然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萧红，只是萧红的哀伤更多一些，而海音是带着一种温厚的
忧愁述说对过去的人和事的怀恋。不想对它说得太多，只因为太喜欢。
6、城南旧事 婚姻的故事孟珠的旅程晚晴从成长小说指引而来，城南旧事确是典型的成长小说，故事
主人公叫林英子。英子很可爱，读着不禁哑然失笑。It's a pleasant experience. 由几个小故事组成（1.惠
安馆  2.我们看海去  3.兰姨娘  4.驴打滚儿  5.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几个故事也可由
以下标题来代替，透出惆怅和成长的阵痛，疯子  贼子  婊子，后面的我再不能用子来概括了。英子小
的时候并不认为这些被大人们定义为疯子的她就是疯子，偷东西的他也并非坏人，直到后来，她渐渐
地长大。1.痴痴等待着情人归来的秀贞，自己的好友——命途多舛的妞儿竟然是那个被遗弃的小桂子
，英子最后助她们离开。下一个故事开始之初，英子大病了一场，搬了屋，到底先前发生的是梦还是
现实，我害怕它是梦，因为英子是多么想帮助秀贞她们离开。2.为供弟弟读书而偷窃的善良的哥哥3.英
子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只为了看到母亲的笑颜。（这里面爸爸的形象在我这个时代看来 很！混！蛋
！）4.宋妈 同一时刻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儿子女儿，是如何的悲痛。英子家里的小孩对宋妈的依恋。
祥林嫂 祝福5.爸爸充当人生导师的角色。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
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
件事。“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婚姻的故事从她小
时候为了母亲开心而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俨然看出女性主义的头角。我不喜欢这一篇，简直变成了
女性主义的研究报告了，多个事例拼凑而成，还有不喜欢的一点是，总是在里面透露我是作家的痕迹
，我写哪篇小说时用了哪一件事。作者在此接着前一篇继续长大，嫁入了大家庭。孟珠的旅程主题：
女性对自己的尊重不知为何，总觉得剧情似曾相识，又想不起是与从前读过的什么类似。熟悉的两个
元素。第一，一个对之有恩情的大很多的男人，但那不是爱情，在《婚姻的故事》出现过，里面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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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爱情最后落得惨淡收场的女主人公遭到了周遭人的唾弃。第二，自己落入红尘供弟/妹读书，两种
命运的对比。着重对比主人公的命运。孟珠（柳梦）出淤泥而不染、雪子 对人欢笑背后垂泪 报复男
人 其实是寂寞的、妹妹菊菊 代表青春向上朝气希望。不同的地方的歌唱，对比突显讽刺。两个场景 
儿童合唱团 大学生的合唱，待我去体验 听合唱

Page 9



《城南旧事》

章节试读

1、《城南旧事》的笔记-城南旧事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长大没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也一块儿失去了吗？

短短几句，将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岁月以及那些人那些事展现的淋漓尽致，瞬时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不
也曾如此感叹失去的童年吗⋯⋯

2、《城南旧事》的笔记-婚姻的故事

        ”怡姐，如果你在婚前知道他病重了，还愿意和他结婚吗？”
“我并不是不知道。”
“那怎么不反抗呢？"
”我愿意他好起来。“
”难道你没有医学常识？“
”但这是一种宗教般的舍己精神。“
”那么你结婚以后，发现他的病是这样沉重，你不后悔吗？”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们的感情一定很好吧？”
“我还没跟他好够呢。他就死了！”怡姐也有痛苦，她的痛苦是失去了丈夫，而不是认为那种冲喜的
迷信婚姻方式害了她的痛苦。观念最要紧，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观念下过活的人，就有不同的心
情。这种爱这种观念是到了怎样一种境界啊！太让人感动！
姨太太，是某些时代很自然的产物，给男人们写下了多少艳丽的人生的史章，他们多得意！但是也唱
出了不少人生悲歌吧？人活在世上，总要有关心的对象，一个一生只生了一个儿子的母亲，她对儿媳
的要求就要过高些，并不是她怕她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受委屈，而是恐惧另一个女人把儿子的心抢了
去，因为那样的话，她太孤独了，她的心太无依靠了。

3、《城南旧事》的笔记-晚晴

        孤独的亚德在台湾一条飘着栀子花香的小巷里认识了一对留守的母女——安晴和心心，小女儿心
心让他想到了自己留在大陆的女儿，安晴的丈夫老唐常年出海在外，留下妻女相依为命，亚德不由得
想到被自己忽略多年的妻女。一个男人能漫游天南海北，并不就算是大丈夫。他让娇妻弱儿孤守家园
，而满足自己，仿佛是大英雄顶天立地的气概，实在不值得什么。“巴文，”停了一下，亚德又若有
所思地说，“我们做男人的，是很有些地方对不住女人。大陆上我的女人——妻和女儿，我快有十年
没有她们的消息了。我扔惯了她们，像你这位朋友老唐一样。我只想一个人很惬意地飞来飞去，仿佛
她们是我的一件随时可以取舍的行李，还没有我箱子里的一件毛背心重要呢！那件毛背心是我的女人
给织的，我出门女人总不会忘记问我，要带着毛背心吗？然后替我把它放在箱子里，而我呢，也总会
问：毛背心给我带着没有？真奇怪，怎么我的女人，她从来不问一问：要带我去吗？或者，我也从来
没有向她说过：我不带毛背心，要带你！”于是，他将自己的感情映射了，说是对妻女的思念，但不
自觉地浮现在脑海的都是安晴和心心。为了逃避这样迷乱的感情，他离开了那个有栀子小巷的地方，
可得到托朋友找大陆妻女的回信却是妻子已离世。我可以想象亚德此刻落空的心情。
栀子花的香气和玉兰并不同，玉兰花闻久了是臭的，栀子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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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巷中果然有一人家的栀子花树探出墙头来，谁说栀子花树小不能出檐呗？
⋯⋯
他的脚步轻松下来，谁家的栀子花枝探出墙头来，带着雨水的花朵打湿了他的脖颈。他顺手摘下那朵
花来，捏在手指中搓转着，幽香而熟悉的味道出檐的栀子，出檐的安晴，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以
栀子前后映照，圆满的结局。

4、《城南旧事》的笔记-孟珠的旅程

        刘专员对孟珠的好，孟珠与许午田的慢慢发酵的感情，若单单这两段还不够显示爱情错综复杂的
暧昧，故事后半段的孟珠妹妹菊菊对许老师的倾慕让故事进一步耐人寻味。孟珠无意间看到了妹妹给
午田的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与爱慕，姐姐做不到像午田的弟弟说的那样“冲上去”，她没法和妹
妹争夺，她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默默地退让，可令人欣喜的是，妹妹与午田之间并不像自己想
的一样亲密，或许是午田向菊菊流露了对姐姐的爱，也或许菊菊对午田真的只有师生情，当他们一起
出现在刘专员家，菊菊一脸兴奋地跟姐姐说要喝她和午田的喜酒，那一刻，仿佛晦暗的天空突然放晴
，还挂着一条绚丽的彩虹，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悲哀和忧伤来调剂情绪，就像看悲剧电影常常是我们所喜爱的娱乐一样。走人生
的旅程就像爬山一样，看起来是走了许多冤枉的路、崎岖的路，但终于到了山顶。当在午田的信中再
次看到这句话时，彻底被打动了
柴可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到他已经不爱他的太太了，可是她还是对他那么温存、依从，因
此柴可夫斯基说他的太太是“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而不是我”啊！如果刘专员看穿了我，心里是不
是也可以这样说我呢？这句话对于我现在的情形，是多么地合适呢！ 
常常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聚临，
灭孤灯听细雨，忆从前快乐光阴。
童年哀乐依然如昨，情话缠绵诉衷肠，
眼波流盼如今暗淡，欢心已碎独悲伤。

情感浓来往密，想当年多少良朋，
尽凋零都逝去，似黄叶不耐秋风。
时常觉我如同行过，旧时堂宇静无人，
灯光已灭花冠久谢，空馀孤客自伤神。
因此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来临，
灭孤灯听细雨，从前事反作销魂！ 

5、《城南旧事》的笔记-第1页

        高阳评林海音的小说：“不仅故事感人，她的文笔令人击节赞叹：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
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是她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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