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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周作人，浙江会稽县
人，鲁迅的 弟。中国现
代著名散文作家，本书收
入其散文60余篇，文论
9篇，诗歌5首，周作人在
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
小品，其散文以飘逸 洒脱
的文章笔势，乎和恬淡的
打情特色，庄谐杂出的幽
默趣味，以及舒徐自在的
语言风格，在中国现代散
文史上形成了与以鲁迅为
代表的战斗杂文相对照的
人流派，在中国现代文
学白话诗文的建设上具有
开创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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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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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乡民的死　　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它的左边略低的地方是
寺里的厨房，因为此外还有好几个别的厨房，所以特别称它作大厨房。从这里穿过，出了板门，便可
以走出山上。浅的溪坑底里的一点泉水，沿着寺流下来，经过板门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桥。桥边
有两三棵大树，成了凉棚，便是正午也很凉快，马夫和乡民们常常坐在这树下的石头上，谈天休息着
。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适值小学校的暑假，丰一到山里来，住了两礼拜，我们大抵同去，到溪坑底里
去捡圆的小石头，或者立在桥上，看着溪水的流动。马夫的许多驴马中间，也有带着小驴的母驴，丰
一最爱去看那小小的可爱而且又有点呆相的很长的脸。　　大厨房里一总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
是从那里出入的时候，在有一匹马转磨的房间的一角里，坐在大木箱的旁边，用脚踏着一枝棒，使箱
内扑扑作响的一个男人，却常常见到。丰一教我道，那是寺里养那两匹马的人，现在是在那里把马所
磨的麦的皮和粉分做两处呢。他大约时常独自去看寺里的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习，有时候还叫他，
问他各种的小孩子气的话。　　这是旧历的中元那一天，给我做饭的人走来对我这样说：大厨房里有
一个病人很沉重了。一个月以前还没有什么，时时看见他出去买东西。旧历六月底说有点不好，到十
多里外的青龙桥地方，找中医去看病。但是没有效验，这两三天倒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今天在寺
里作工的木匠把旧板拼合起来，给他做棺材。这病好象是肺病。在他床边的一座现已不用了的旧灶里
，吐了许多的痰，满灶都是苍蝇。他说了又劝告我，往山上去须得走过那间房的旁边，所以现在不如
暂时不去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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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鲁迅的看多了，就对周作人也有兴趣了
2、很美的文字，华丽的文学
3、如题，以前光读鲁迅了，不知道他的胞弟周作人也是相当才华横溢的，与鲁迅像匕首一样的文章
不同，他的文章很温暖，适合在这个时代看
4、非常高兴在当当网买下了这本书，，谢谢当当网。当当网搞促销活动，使我买下了这本书。这本
书《雨天的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权威选编的版本，包含周作人先生最精华散文名篇、小说、诗歌、
美文和文学评论，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思
想感情及创作风格，非常值得阅读收藏。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鲁迅评价，周作人
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5、淡
6、非常喜欢周作人的作品，这一本也是周先生的代表作品，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和体悟周作人的思想
变体历程哈！受用！值得阅读，值得收藏的好书！并且价钱也超值！赞！
7、以前只知道鲁迅的文章写得好，现在觉得其弟文采也不错啊。
8、周作人精选集《雨天的书》（周作人最具代表性文字 收录最精华名篇散文、诗歌、美文、文学评
论 中国现代文学馆权威选编）
9、周作人的散文，一直很喜欢。书的质量也不错
10、很好 ，周作人的散文 很好
11、周作人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散文
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鲁迅称其散文为“中国第一”。本书收录周作人先生的佳作精华，值得细
细品读。
12、错字太多了。
13、周作人的散文  没得挑
14、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说是周作人的精华结晶
15、周作人的散文没的说
16、据说周作人的散文写得比鲁迅的杂文强多了。买来拜读下。
17、启明先生的散文是不可忽略的，我觉得中国散文大系中最大的一座山头，不容任何轻视。没法跳
过他谈散文
18、不是这版，是87年黄河文艺出版社，极破。。看了《乌篷船》等篇还有一些论辩性质的，前者寡
淡，后者有点学者充裕的幽默气。
19、不像鲁迅的锋芒毕露，周作人的小品文幽默又不失优雅。耐人寻味
20、读周作人《雨天的书》，以我个人的感觉，有着与听《樱花》一般的味道。周的理想是人生的艺
术化，但人生究竟不能那样地圆满，虽然周的隐士气十足，可心底里总算还是挺明白他的无法超脱，
只能将他的象牙塔建在十字街头了。作为思想家，周对于现实人生的方方面面是颇为关注的，但现实
却“使人十分气闷”，他只有躲在他“十字街头的塔”里一边咀嚼着人生的苦茶，一边追寻着“在江
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着茶，同友人谈闲话”的情趣，当他用了这种理想来观照
人间世时，人生的苦便被冲说周的大部分文章，是他苦中作乐的产物，大致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不
为无益之事，何消有涯之生”是周很喜欢的一句话，从中亦可见出他对生命的执着与无奈。在《北京
的茶食》里，有一段话很明显地表明了周的“人生的艺术”：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
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
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老实说，周
的追求是极正当极平常的，然而，“可怜的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周的这样一种
普通的正常人的要求在当时亦得不到满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哉！在这种环境下，对于一个有反抗
的精神却没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人来说，总要用一点精神胜利法，才能维持心理的平衡而不至于精神
崩溃的。毕竟，生是值得留恋的：露水的世呀，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鲁迅曾对中国的文人
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得意时是儒，失意时是道。而周作人，便是混和了这二者，在其中求得了一
种微妙的平衡。淡了，形成了某种“涩”的味道。
21、好。喜欢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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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平淡自然
23、知堂先生的文章是不用提的，可惜版本真的恶劣，选的都是些不知所谓的。并不矛盾。也的确是
文如苦茶了。
24、鲁迅的文章读过不少，但是鲁迅的兄弟的散文我还是第一次读。如果说鲁迅的文字是一把刺破黑
暗的利刃，那么周作人的文字就是一杯沉淀了的红茶，滋味在后头。
25、名人的书总是不会用华美的语言续写，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社会的境况，表达出思想感情，书很
好，可是纸质一般
26、买的时候好像是六块钱，很便宜，质量上也还可以。内容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就是周作人的代
表作，值得看的
27、气象
28、是一本适合慢慢品味的书，老师推荐的大师之作
29、周作人代表文章，很好玩。
30、知堂先生的书不错，这个价钱能买到这样质量的书，物超所值，当然内容如何，你懂的。
31、老师说闻一多和周作人的书必须要读。
32、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虽然他后来做的事不好，但先前他的文章还是不错的。我们不能以人废言
。他学识渊博。很值得学习。
33、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周作人的散文绝对撑得起一片天。
34、以前看过一点点周作人的散文 觉得挺喜欢的 看当当打折就买了  还没看 应该不错吧
35、大师手笔值得收藏
36、早在上中学的时候课文中就经常出现鲁迅先生的文章，他那锋利的文笔对旧制度进行无情的鞭鞑
，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但是我对他的胞弟周作人先生却知之甚少，现在得益于《雨天的书》可
以了却我的遗憾。
37、经典无需多言，周作人的水平用我多说吗？！
38、想看周作人的作品
39、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文笔
40、开始看时天在下雨，读罢，发现又快要下雨了。书实在是好，好在耽搁好几天才看完，这不是胡
话。着急的情绪在作者端庄典雅的文辞里悄然化解，这是读其他书不曾有的经验，恰如深夜卧榻听雨
，出神处便是深思时。说到深思，脑子里联想到的是鲁迅吊着烟卷躺在藤椅里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
出周作人深思是何种模样，这恐怕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周作人的鲜明，完全渗透在生活的琐碎处，俯
仰皆是却无法描摹，不似“诗人”鲁迅那般。鲁迅的形象一如他的雕塑，留待后人的之后含泪瞻仰的
份；“哲人”周作人，要亲切的多，在我，他是个可以扑在怀里痛快哭一遭的人。
41、非常高兴在当当网买下了这本书，，谢谢当当网。值得购买这本书
42、去感受不同于先生的文字。。。。
43、喜欢周作人的风格
44、好，周作人
45、挺好的一本书~很喜欢周作人的散文
46、拿到手略略看了下，觉着比鲁迅先生的文笔要柔和很多，看了也让人心底舒畅
47、必须是精华
48、这本书是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和前任馆长舒乙（老舍的儿子）主编的，内容选编上会好一点。
但是纸张极其差，印刷也不好！诸君慎重！
49、应该肯定周作人在文学上的地位和成就
50、周作人最具代表性文字 收录最精华名篇散文、诗歌、美文、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文学馆权威选编，
很棒！
51、《雨天的书》最可显示周作人前期随笔的风格特色，这用他自己在《自序二》中讲的“我近来作
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来形容恰当不过。内中具体收录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两个鬼
的文章》、《圣书与中国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关于英雄崇拜》等篇章。还有周
作人先生的诗歌、美文、文学评论。
    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周作人先生最具代表性文字，收录最精华散文名篇、诗歌、美文、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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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超值收藏阅读。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本书《雨天的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权威选编的版本，包含周作人先生最精华散文名篇、小说、诗
歌、美文和文学评论，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
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非常值得阅读收藏。
   周作人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语丝
》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
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
 一个乡民的死
　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它的左边略低的地方是寺里的厨房，因为此
外还有好几个别的厨房，所以特别称它作大厨房。从这里穿过，出了板门，便可以走出山上。浅的溪
坑底里的一点泉水，沿着寺流下来，经过板门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桥。桥边有两三棵大树，成了
凉棚，便是正午也很凉快，马夫和乡民们常常坐在这树下的石头上，谈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
。适值小学校的暑假，丰一到山里来，住了两礼拜，我们大抵同去，到溪坑底里去捡圆的小石头，或
者立在桥上，看着溪水的流动。马夫的许多驴马中间，也有带着小驴的母驴，丰一最爱去看那小小的
可爱而且又有点呆相的很长的脸。
大厨房里一总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从那里出入的时候，在有一匹马转磨的房间的一角里，坐
在大木箱的旁边，用脚踏着一枝棒，使箱内扑扑作响的一个男人，却常常见到。丰一教我道，那是寺
里养那两匹马的人，现在是在那里把马所磨的麦的皮和粉分做两处呢。他大约时常独自去看寺里的马
，所以和那男人很熟习，有时候还叫他，问他各种的小孩子气的话。
这是旧历的中元那一天，给我做饭的人走来对我这样说：大厨房里有一个病人很沉重了。一个月以前
还没有什么，时时看见他出去买东西。旧历六月底说有点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龙桥地方，找中医去
看病。但是没有效验，这两三天倒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今天在寺里作工的木匠把旧板拼合起来，
给他做棺材。这病好象是肺病。在他床边的一座现已不用了的旧灶里，吐了许多的痰，满灶都是苍蝇
。他说了又劝告我，往山上去须得走过那间房的旁边，所以现在不如暂时不去的好。
52、谈论周作人，现在依然是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面对他，仍有许多困惑的问题。关于他的争论，
在学术界从未停息过，评价的差异是那样的巨大。他一生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
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本书展露的是他一生中所创作的经典作品精选，通
过他的作品，让您体会他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也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收藏文集。
53、对周作人有点小崇拜，这本感觉还行
54、周作人不是被骂做文化汉奸的吗?现在能够出版他的书,说明现在言论自由多了.
55、代表的周作人先生闲适文字的最高水平，适于细品漫读。
56、周作人对国民的反省可谓鞭辟入里：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
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却未曾吃到好点心。”
57、有些东西过了时代再看就没味道了。但有的东西~~~
58、追求平淡至极，可天下之大，却找不到让人心平气和之处，放不下一张静心读书的书桌，怎么忘
记，怎可忘记？请不要欺人自欺
59、拖了好几个月终于看完了⋯⋯
60、很好的一本书，周作人精选，店家包装的好精致，没有被损坏，赞
61、里面的杂物包括的内容太多，可想而知周作人看了多少书。。。。
62、周作人的散文写得比鲁迅好，被称为性灵小品，在这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战斗性的文章
63、书的内容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值得细细品味，慢慢欣赏。
64、喜欢周作人的书，物美价廉
65、经典散文集，值得你读
66、原来读过一篇周作人的作品，但真正静下心来读此书感觉特棒
67、开卷有益啊，值得购买，读有所获，很好的书籍
68、周作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平淡，他的举重若轻，让人倾心不已，喜欢。
69、周作人的散文我能读出好的只有那几篇，在那几篇中，又只有那几个句子。以及他后期“敝帚自
珍”的作品，也不是很懂为什么文摘体也能成为一种（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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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很喜欢，买回来给孩子读名篇比作文书好
71、喜欢周作人的风格 无关政治 仅仅风雅
72、好书。周作人是文学大家。华夏出版社也不错。书好。
73、读完钱穆的书再读这本，不由感叹，“博览群书”有时候不是好事，若无法有条理地吸收变为自
己的，思考与写作便可能杂乱发散，而且容易想太多。这本书中的文章很多“旁征博引”，而在我读
来则是无谓一写或是名副其实的“散”文。此外，本书多次谈论娼妓问题，作者的确符合他的自我评
价，是一个以反对道德为理想的道德家。。
74、此《雨天》非彼《雨天》也。但周某的文章都值得拜读。
75、书有些脏，有一层土，但不影响，祝愿当当越办越好。
76、在家翻书橱。
77、因为他和鲁迅的种种纠结，因为他的历史，但是这都不能掩盖他文学上的成就。
78、周作人的散文名声在外，不错
79、这套书是不因为错误太多，一面世就全体半价
80、对于周作人，原来只是字面的理解。这书不错。
81、这民国散文第一人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呢？
82、读周先生的散文，总是让人很放松，有时候会带着微笑去阅读，忘记了外面的纷纷扰扰，很喜欢
这种装帧很朴实的书，纯粹就是在读书的感觉，简单也很快乐
83、书比较大，质量很好，真的称得上是价廉物美，选的都是周作人的代表作。好书，赞一个！
84、周作人的散文值得推荐！！！
85、一直都很喜欢周作人的作品，这本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86、读周作人的散文，如品一杯苦茶，回味无穷。
87、毫不夸张的说，周作人是中国20世纪以来写散文最好的作家，说之一都有点贬低他了，文字和意
境很优美，他的文章即没有晦涩高深的文字，有没有故作高深的说教，但言语之中，透着对社会、生
活的透彻的感悟。20世纪的很多作家都受到他的文章的影响，可以说周氏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
要的一个篇章。这本书写的比较早，是他青年时期对社会的一本感悟集，从书中可以看到民国初年社
会的历史背景
88、给弟弟买的 他很喜欢 很现实周作人前期随笔的风格特色
89、综合影响和贡献远逊于大哥鲁迅，但是文章也有独到之处。
90、版本不好。
91、作者有很高深的文字功底
92、很不错的闲书
93、周作人是闲适文字的最高水平，适于细品漫读
94、一直想看看周作人的书的，这次搞活动终于到手了，满意，不错的书
95、华夏出版社这一版！我就没见过错字这么多的书~我的盗版书都没有这么多错别字~我就没见过错
字这么多的书~我就没见过错字这么多的书~我就没见过错字这么多的书~我就没见过错字这么多的书
⋯⋯
96、这本散文集不错，文笔很好，纸质也不错
97、文字很浪漫，收集作品非常丰富，质量也没的说
98、一次买了两本，很喜欢周作人的书，收藏一本，送给妹妹一本
99、就冲着“周作人最具代表性文字 收录最精华名篇散文、诗歌、美文、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文学馆权
威选编”这段话，就值得购买这本书。
100、周作人的随笔，显示了周作人先生前期的写作风格，晶莹剔透，宁清隽秀
101、支持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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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已是好几天的冬雨凄凄，终于迎来这一个难得放晴的日子，不过几日未见，却像是分离了好
几年的光景，当真有一番想念，大抵也算得一件“不亦快哉”吧。　　读知堂的美文，真是一件乐事
。平淡处方见真功夫，朴素淡雅的行文不是没有见过，只是要么已是淡得读不出味来，要么就是总有
一种凄风冷雨的气质。先生虽把自己的小楼命名为苦雨斋，但不知为何，就是写北京大水，女儿大病
，也当真有一种不轻不重，不急不缓的坦荡从容荡在其间，就连宣言式的文论，也不见料想中的“平
地一声雷”，仍是温柔的，春风化雨的。一向是匆匆忙忙的急性子，也不自觉放慢了节奏，缓缓翻阅
，静静品味，似乎连时间也跟着变慢起来。　　文以见气。想起少年时，总是希冀能写一手温柔似水
的好文章，哪曾想总是被贴上“犀利”、“拗怒”之类的标签，失望得久了，便也就生厌了，想着大
概这便是旁人模仿不来的所谓“个人标记”吧，干脆便由他去吧。谁曾想无声无息走过这几年，终是
褪去了不平，愈见乏味，想来这应不是个人的气质，而是年少时候的痕迹吧。年岁渐长，驱见保守，
越来越回归体制内，那么一丁点的棱角与理想，如无边黑暗中的星星火点，微弱而珍贵。十年，二十
年，垂垂老矣的自己又当是如何的世故麻木，真当是还未敢做一番想象便已不寒而栗。　　这阵子在
复习现代文学，在书中圈出了这样一句评价，“反叛与隐士”，先生却笑称自己倒不如说是“绅士加
流氓”，不禁也莞尔。或者因为身在红尘，所以不明，他既是有些看不清自己，却也终是低估了。倒
不是说先生没有绅士的彬彬有礼，只不过这一份中庸敦厚始终还是更近于君子的宽容有度，他的文字
脱不去的是东方特有的圆融含蓄，哪怕是两希典故、西方文明的侃侃而谈，也终不似常春藤盟校毕业
学者们的西洋气质。　　很多真心爱过的文字都曾留下时代的印记，眼前漂浮的光尘好像在斑驳中错
乱，宁静空荡的长廊中，是恍惚穿越过时空的前世今生，而此一刻读先生的文字，是普照在已亿万年
的光曜下，是彼时方才出发穿越悠悠光年到达于此时的星光，是看百年前的人写今时自己的心曲，是
用这一世地球村的认知去揣摩那世世界公民的心情。一样的任意翻飞，也是一样的肆意翩跹，不禁想
，若是时间转换，空间轮回，是否就不用在去与留的十字路口彷徨四顾？　　少年时候读张爱玲，好
奇她比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哪一个都传奇的一生，看她反问的一句“难道爱上汉奸，自己便也是
汉奸吗”的倔强与委屈，令人心疼；后来读胡兰成，不解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盈盈如水，如此懂得女
子的男人为何选择汉奸的道路，心下满是惋惜与哀叹；大学时候尝试用中立者的立场重读那段魂牵梦
萦了十几年的旧时光，终于叹惜“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男儿终是在历史的洪流中走错了
岔口，若是为着一己之私倒也算了，偏偏救国之心不死，是被选择成为奸佞的无奈，即使悔到肝肠寸
断，也骑虎难下，何其可悲！　　年少时候看不开，于是便绕不过，在岁月的交替中，看淡了虚名，
也浅尝过悲喜，那曾可比天高的稚嫩直爽之心，终被私情包裹，方才渐渐懂得张爱笔下的“因为爱过
，所以慈悲”。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那么祖国便也不止一个了
！”　　黑色的批语一字排开，整齐也显得分外无情，我忽然满心的难过。这样一群人，无论他们于
民粹建设如何建功卓著，无论他们在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上怎样声名显赫，却始终绕不开这一尴尬的立
场——我不责怪总是以如此眼光看待他们的同胞：我们这个民族的创痕太多太多，又深切到始终跳脱
不出受害者的心情，所以腥风血雨的苦难不仅夹着血也杂着泪，只是我走出那些个什么主义看前尘，
却也总是牵扯着挥之不去的脆弱与多情；然也不愿再费心力去一番不平或是辩诉，如斯之人，他们既
能担得住一切溢美之词的万人仰慕，也必禁得住一切骂名的千夫所指，此一番当才是戏剧的人生，圆
整的悲喜。只是前尘旧梦的年华一点点远去，还是忍不住抬头看落地窗外的丽日晴天，听偌大校园的
和平安宁，轻叹一声，千古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茶一酒一蓑衣，只愿还内心的一种平静，给过去
一份宽容。　　记不清是在哪里读到，关于知堂最后的分道扬镳，作为兄长的鲁迅只说“底线还是要
守住的”，他们主张相同，但最终兄弟睨于墙，长兄尖刻次弟敦厚，但在这里分明只见失望与遗憾，
或许还有一些已消散在时间烟云中的当时惘然。或者也曾乌篷戏水，念打比划，从孩童时候的嬉戏追
逐，日本留学的压抑苦闷，文学革命的宣言实践，最终却同归殊途的人生结局，在现今的我们看来，
是一出多深刻的悲喜剧，它无关历史与时代分别赋予他们的使命，它只与人生有关，也恰与人生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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